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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科学文化研究（专题）编者按：　　最近几年，国内学界一些从事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等
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发起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科学文化新启蒙运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诸如
“科学是什么”等老问题，通过一种否定性思维的方法，挖掘科学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期望通过这
种努力，复原科学的本来面目。
这种研究进路与目前国际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很大的共时性，基于本土性的特殊文
化与制度架构，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科学以及其作为建制的运行就具有了巨大的镜像意义。
本着这样的理念，特意邀请了国内科学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共同就这个话题，畅谈科学文化研
究在中国的缘起、发展以及它的理论旨趣所在。
　　科学文化运动的两位倡导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江晓原教授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兵
教授在《科学文化人：自发兴趣和意外使命》一文中，以对话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缘
起与发展，并特别探讨了由科学文化研究引发的“意外使命”以及新出现的“NGO学者”等现象在未
来中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口刘兵兄，你我都是学物理出身的人，正如华杰所说，我们的“缺省配置”都是科学主义。
后来大家纷纷“升级”，就告别了科学主义。
在我们这群朋友中，你被认为是“升级”最早的人之一，而我是较晚才“升级”的。
不过我在“升级”之后，回顾这番心路历程，倒是非常喜悦的。
　　你在《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的自序中说：“一个学者，在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
中，思想认识应该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一成不变，没有改进，那应该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这段话我当然是极赞成的，不过它和中国古代的某些学术理念却是格格不入。
古代中国人往往强调学者持某一种学说应该坚定不移，而“其法屡变”则成为被攻击的口实——似乎
当一个学者所持的立场、观点或学说一变化，他就成为不可信任的了。
我不敢说这种理念在今天的中国学者中已经毫无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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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唯科学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影响进行反思和清算。
具体的方式，则是通过对一系列精心选择的书籍、人物的评论，来展开讨论，从中展示出唯科学主义
观念对文化和我们精神家园的侵害。
本书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失控的趋势，现在是静下心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本书是《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一书的续集。
但是两位作者的思想，在本书中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被本书选择为评论对象的，都是近年在科学文化领域有影响、有品位的书籍和人物，因此本书又是
一册当代科学文化的阅读和购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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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晓原，男，1955年生，1982~F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中
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已在海内外出版60余种书籍，包括《天学真原》等专著、《江晓原自选集》等文集、《性感：一种文
化解释》等文化史著作、《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等译著、主编《我们的科学文化》等系列丛刊。
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以及大量书评、影评、文化评论等，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撰写个人
专栏。
　　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
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史与科学编史学、科学文化传播等。
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10部专著、《刘兵自选集》等8部个人文集、6部科学史普及著作、7部
译著，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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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弗洛伊德批判》68．宇宙尺度下的资源争夺与发展策略    ——从科幻小说《三体》出发
进行思考69．我们将永远与疾病为伍吗？
    ——谈《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70．一碗来自剑桥的科学宽面条    ——《剑桥科学史》第7卷71．谁
是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
    —一科幻小说《三体Ⅱ·黑暗森林》72．实验科学：是一种神话吗？
    ——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73．人性：来自基因还是来自文化？
    ——关于《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74．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关于《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75．在经典中寻找当下的意义    ——读《希波克拉底文集》76
．科学时代的一丝人文主义77．谁要重出江湖？
谁能再振雄风？
    ——关于“科学松鼠会”及其科普写作78．当代英国勋爵眼中的古代世界    ——关于《古代世界的
现代思考》79．远西奇器：那些科学传播的往事80．“美国世纪”要终结了吗？
81．“咋越学越对科学不放心呢？
”    ——科幻小说《十字》82．美国军控专家的深度恐惧    ——读《国家的自我毁灭》83．“李约瑟
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研究    ——初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84．《中国景色》：要科学更要文
化    副编南辕北辙戴维·洛奇：一个后现代智者和他的小说高才自古多沦落    ——戈革教授其人其事
其书(上)高才自古多沦落    ——戈革教授其人其事其书(下)在幻想的故事中思考    ——迈克尔·克莱顿
的小说净土背后：大学校园中的那些事儿    ——谈《文学部唯野教授》兼及几部中国    同类小说看西
方“民科”怎样做学问    ——罗伯特·坦普尔的几种著作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    ——费曼其人其书李
零：当代学者中的异数吗？
一个医学“叛徒”的人文思考李约瑟在今天的意义与局限    ——从《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
》    说起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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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的感觉里，阅读《小世界》倒是可以更加深对于后现代的理解。
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与《红楼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同的人在其中都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
。
我所尤其感兴趣的是，作者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将各种后现代的要素巧妙地融人其中，大量运
用各种象征、隐喻的手法，将整部小说化为一种对后现代理论的阐述，当然，这种阐述是隐含在故事
之中的。
　　除了在学术的意义上阅读、理解和思考《小世界》这种方式之外，人们也还可以从其表面上看似
荒谬但却与现实又颇有吻合的情节中获得会心的共鸣，例如像对于那些教授们穿梭在会议中，对学术
研究随心所欲地胡来等等。
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在对当今学界生态环境的感觉上的同感吧。
当然，这也是一种阅读方式，一种与关注情节背后极强的学术理念有所不同的阅读方式。
但在这两种阅读方式之间，似乎又有某种关联，就像对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
们的思考的后现代理论一样，也许后现代观念本身也同时意味着对于自身的反省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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