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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是和科学有关的，可以说是在科学的周围转悠。
在做什么？
即从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的社会人文的学术角度，观察和研究科学。
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和认识过程：在庞大的科学技术的旁边，还存在一个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的庞大的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
因此，需要从社会人文角度观察和研究科学技术。
我最早接触的是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工作。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高校教学的需要，这本恩格斯的原著成了一门课程；许多从业者，把这门课程变成
了学科，进而建立体系。
我是一直把《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作为经典著作来讲授的，并深深体会到，恩格斯不
愧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这本没有完成的手稿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位在工人运动中积极行动、自学出身却学富五车的大学者晚
年的笔记，有着不同凡响的格调。
每当阅读研究此书的“导言”时，它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和优美的笔触，都使我感动不已，甚至想去
学习德语以加深体味。
可以说，《自然辩证法》是引导我从社会人文角度观察自然、观察科学技术的第一本教材。
后来，高校的自然辩证法教学规范成为科学技术哲学。
这也正是我理解的社会人文众多视野中的一个角度一一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严格学术传统的学科。
然而，由于科技哲学远远没有涵盖《自然辩证法》一书丰富的社会人文内容，科学学曾经昙花一现。
在我国，与自然辩证法教学体系的命运一样，科学学是一个更为短暂的历史过客。
我已在书中考察了科学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和后来的状况，此处不多赘言。
那个时候，我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发现了科学的历史研究。
历史学学科惊人庞大，文献极其丰富，科学史也不例外；只想研究科学与技术历史的我也感到力不从
心。
随着世界范围内史学革命和新史学的出现，科学的历史研究也出现了科学的社会史和孪生的科学社会
学两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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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部分总结了科学社会学的全面内容，详细阐述了科学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产生的
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学术渊源和规范方法的形成，说明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是用社会
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的学科。
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来研究，并不注重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研究；它是研究科学家和
科学家共同体的学科，即研究科学家共同体活动的社会形式和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共同
体内部的分层和权威结构等经典的、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内容。
本书还介绍了20世纪晚期出现的、以批判默顿学派为己任、标榜研究科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观
点和代表性著作，说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发生学派引出的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科学技术人类学部分。
内容有：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概述；真正意义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的文献（含网络研究
）；以及作者指导博士研究生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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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珺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学、科技人类学的创导者。
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后转入社会学领域，晚近从科学社会学走人科技人类学领域，指导多名博
士生从事此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著译有《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人类学：STS研究的新领域》、《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
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科学的生命》、《元科学导论》、《科学技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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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本章主要从科学的地位和特点来说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说明科学
社会学与其他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什么区别。
1.1 从“什么是科学”谈起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这种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这是本章的讨论重点，在后面两节要详细说明。
为了使后面的说明有所依循，我们先要从“科学是什么”人手。
自然科学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间，人们不断讨论“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固然极不统一；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讨论及得到的答案是逐渐深入
的。
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人们首先认识到科学是一种知识，也就是说，人们首先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不是普通人的常识，而是系统化的、有条理的、说明自然规律的理性知识，要得到这种知
识必须使用特殊的方法和逻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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