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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借助单一的社会利益因素所构造的科学说明模式，受到了来自科学知识
社会学内部和外部的多种批判。
这些批判导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模式，即从对“作为知识的科学”
（science as knowledgt）的研究转向对“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的研究，从关注知识生
产的结果及作为成品的科学理论转向关注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
本书认为，“实践转向”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有一种新的认识论蕴涵，即“科学的文化建构论”，它
超越了早期“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极端性和偏颇性，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带出了发展的困境。
    本书适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本科生、研究生及哲学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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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结语：走向科学的文化建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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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背景　　刚刚过去的发生在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是20世纪
末期科学怀疑论的激进形式对现代科学得以立足的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的全盘否定引发的一场后
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以公开的方式表现出了研究科学的人文学者与从事实际科学活动的科学家之间的深层的不
信任，也昭示了现代科学的表述危机：现实的科学与言说的标准科学之间的冲突与疏离。
　　科学究竟是什么？
是借助于理性的认识论法则发现真理的过程，还是以认识自然的名义在利益和权力的缠绕中对利益和
权力的社会表达？
如果科学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真理性认识，而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那么科学文化具有任何其他
文化不能替代的固有特性吗？
科学文化具有相对于其他文化的至上性特征吗？
科学文化在当代，乃至在未来的整个社会中会成为主导文化吗？
究竟是谁更有资格说明科学的本质，是“谈论科学”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者、还是“做科学”的科学
家？
上述问题是与现代性反思相伴随的对科学的反思批判中的核心而热点的问题。
　　在上述科学昌盛的背景下对科学的批判与怀疑，在理论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对科学的
反思的特点。
这种特点就是：这种批判与怀疑，挑战的是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的科学文化，质疑的是科学文化
作为主流文化的合法性，瓦解的是以理性、客观性及真理性为核心的标准的科学观。
尤其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批判直接从科学本身、从科学内部提取瓦解和挑战科学的资源，从20世
纪70年代开始，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鲜明地区别于以往对科学进行的理性主义、逻
辑主义的哲学研究和规范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倡导一种对科学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研究
，强调要发现真实的科学，并发展成为对科学进行研究的强势话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近30年占据
了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主战场。
SSK以其激进的科学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在中西方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的一族。
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研究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
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一文化的经验研究。
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
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话。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仅触动了科学社会学，而且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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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文化建构论》首先从SSK学术理论演化的角度对相关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试图指明一种
新的审视科学的视角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尝试说明科学的“文化建构论”超越早期SSK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理论路径，并试图
从典型的代表人物的论述中提升“科学的文化建构论”的概念框架和主要观点。
最后，立足于新的“科学的文化建构论”立场，试图对科学合理性、不可通约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之争等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进行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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