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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近现代思潮中，科学论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科学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论的兴起，一些科学主义理念成为流行的共识，并且从哲
学领域散播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人类知识部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
实践活动。
在中国，科学论在近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震撼中国思想界、哲学界的，如《
天演论》等，其实就是科学论。
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开放和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杜威（J．Dewey）和罗素（B．Russell）
，曾先后在中国本土对知识界和公众作了若干演讲，这些内容广泛的演讲，其核心也是科学论。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科学旗帜，疾呼打倒“玄学鬼”，其科学观大多偏向激进的科学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迎来了科学论研究新的繁荣。
科学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论的问题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思想界最重要之“
理论增长点”。
经过近30年的成长，正统的或“标准的”科学论已然壮大，在中国也可以说深入人心。
但与此同时，科学论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对正统科学论进行解构
，可称之为“另类科学论”。
不尽的解构虽引发了诸多困惑，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干观点和思路也不无意义。
总的来说，在当下的科学论研究中，新的视角、新的主题不断涌现，正统科学论正在逐渐丧失其所谓
核心地位，仅仅成为多元化探讨中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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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整合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的研究成果，按照“马克思科学观研究”、“当代科学论探索”
与“西方科学论研究”三大篇，分为马克思科学哲学、马克思科学社会学、科学观的转换、科学技术
的异化、科技战略与公共政策、中国科学论的发展、西方正统科学论、后现代科学论等八章进行论述
，生动反映了当前研究的基本态势，体现了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到全面审度的转变。
本书由国内众多科学哲学名家、新秀执笔，既有理论深度，又不显枯燥晦涩，是一本了解当下科学技
术哲学研究态势的津筏之作。
本书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和当代科学技术论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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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000，2005）、《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和道德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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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科学观研究第一章 马克思科学哲学一、马克思科学哲学纲要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就是
指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它是有待系统挖掘的马克思的重要理论遗产，是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科学哲学：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支点马克思对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的唯物主
义理解，不仅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实现其哲学革命的重
要的理论支点。
我们过去一般都是从形而上学哲学前提的抽象性，而马克思哲学是从其历史性、具体性等方面分析马
克思的哲学革命的。
的确，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哲学出发点，不同于一切理性形而上学抽象化了的哲学前提——不论
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还是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自然的人，或者是形而上学化了的人与自
然的统一。
当马克思宣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与理性形而上学在哲学前提
上的分野就一目了然了。
这种关涉哲学的旨趣、主题和解释原则的根本性分野，同时也彰显出了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另一个
理论支点和逻辑线索，即马克思对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
科学在近代的系统发生，不仅分裂了哲学对世界在古代具有的那种直接的认识关系，而且促使哲学随
着实证科学的发展从它所占据的、直接解释的世袭领地中一步步退了出来。
在科学时代，直接以世界为对象，能够真正解释世界并使改造世界成为可能的是科学，哲学对世界的
研究必须以科学及科学的作用为中介。
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明显存在的直接现实性，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理解必须让位于自然科学的实
证研究，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的最直接、最深刻的根源是研究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能够实现自然
规律的科学和科学的应用。
只不过，在近代前期，科学突出的是其认识自然的职能，近代哲学的主题只能是知识的客观性根据，
并在哲学理论的更替中发展到对哲学存在根据和合理性的质疑。
发端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通过技术对科学的关系，将科学的实践维度敞开于世人眼前。
重视人对自然的作用，反形而上学，以工业革命为背景，这是马克思时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但与注重科学的精神价值、侧重于从人类观念方面解释、描述社会发展的孔德，和借助于科学、力图
在对整个外部世界（包括社会）的解释中“承认现存的东西”的斯宾塞（H.Spencer）不同，马克思不
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而且从“现实的人”的解放之根
本宗旨出发，将科学与“现实的人”的历史生存、人的现实解放和全面发展历史地关联了起来，提出
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过程”，就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
况促成的”历史过程。
正因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才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
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
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等等。
因此，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足建立在自然科学系统发生前、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
因素的社会状况之上，也不是建立在那种以适应自然为特征的农业（这也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农业与工
业产生以前的农业的区别）社会的生产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及以工业为
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之上。
在1845年5月至7月间“马克思写下的《布鲁塞尔笔记》的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日拉丹的《机器》、拜
比尔的《关于机器的工厂的经济学研究》和乌尔的《工厂哲学》等论著的研究，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
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之上的生产的进步，才是历史
时间性的根本”。
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实践构成了人类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也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现实历史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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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大工业，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人的生存实践的创造本质，认识到了人对于自然
界特有的、社会的、能动的改造本质。
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就具有了以往的任何哲学都无法包含的内容（并凶而超越了黑格
尔），它在概念上足现代的，是以自然科学和工业为基础的。
因此，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哲学”这个概念都是有意义的。
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理解科学的解释，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应用，实际上也是对马克
思哲学的理解。
（二）实践生存论：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理论视阈与解释原则马克思科学哲学的本体论，是以“现实的
人”为基石构筑的。
“现实的人”，既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学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理论视阀，足马克思
创立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历史地理解科学的哲学方法论。
所谓“现实的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着的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发展自身的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哲学批判不是从观念出发，也不是从逻辑的、抽象的
人出发，而是从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出发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
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从“现实的人”出发对科学的生存论理解，展开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
意识形态》、《资本论》、《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逻辑地表现出以下几条线索。
1.“现实的人”——“类存在物”、对象性活动——科学我们认为，这条逻辑线索蕴藏着马克思关于
科学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的理解。
首先，就人的本性与科学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现实的、对象化的人的确证和实现。
马克思说，人作为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
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生命活动表现的对象”，“人不仅要在自己的存在中，而且也要在自己的
思维和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因此，科学也是对象化劳动，是人对自身的“确证”和“表现”。
而且，就人类历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就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界不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而是
日益通过工业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来说，科学就更是一种现实的、对象化的人的深层次的、自为的实
现，是人作为人表示自己是类存在物而必然具有的高级活动。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科学是社会性的人对“人的自然的本质”和“自然界
的人的本质”的占有。
如果说，马克思将工业看做人在实践和物质上对“人的自然的本质”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占有
和公开展示，那么，科学就是社会性的人在理论和精神上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
质”的占有和展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的自然本质的深层敞开，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揭示，却是通
过科学与工业，通过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人以“否定性”的形式对自然界的超越实现的。
马克思的“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的判断，表达的就是属于自然的人同时
又以“否定性”的形式超越于自然的思想。
以自然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直接是以人为对象的，它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是对“人的自然本质”和“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揭示。
在实践上，社会性的人对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占有，也就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是
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
这种占有，可能性上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展开就开始了，但在现实性上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才公开展示出来。
这里的条件，在历史和逻辑上就是科学与工业。
对此，马克思有一系列的论述，如：“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
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
”“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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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
认识。
”“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也就可以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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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马克思诞辰19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之际，国内一批老中青学
者就“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主题集思广益，进行了认真而开放的学术研讨，荟萃了许多有创
意的研究成果。
本书就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用一种比较综合和全局的视野进行选编、修改、整理而成的研究性文
集，期望它能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一个深厚的基础。
本书的大部分稿件来源于2008年5月召开的“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研究中心的有力资助。
研讨会的成功对本主题研究的展开产生了积极影响。
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从不同角度就
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的相关问题发表了论文和意见，其中一部分选入了本书，并且多数是首次
发表。
书中论文生动地反映了当前研究的基本态势，体现了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到全面审度的转变。
按文章在书中的逻辑顺序，作者计有：刘大椿、曹志平、徐志宏、曾华锋、杨爱华、查有梁、丁军强
、刘仲林、王伯鲁、王书明、高琳、周艳、陈向义、唐文佩、刘华勇、吴彤、孟建伟、欧阳锋、徐梦
秋、李建珊、乔文娟、邬煜、李建军、肖显静、李佩琼、高剑平、孙红霞、吴忠群、张之沧、林坚、
刘海波、娄伟、欧庭高、蒋美仕、付扬帆、唐军、王前、徐琳琳、鲁品越、吕乃基、张寅生、李彤宇
、蒙本曼、李醒民、朱亚宗、刘劲杨、涂明君、段伟文、孙广华、蒋劲松、刘永谋、李永乐、艾志强
、陈路、毕文胜、周立斌等。
正是他们不吝赐稿，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此诚挚地向他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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