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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实践哲学兴起的研究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当代哲学对实践的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 ,实践概念具有

重要意义。但以往科学哲学 ,如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分开 ,认为对理

论理性的逻辑分析是理解科学理性的惟一途径 ,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其他学科。后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 ,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践

理性重新整合 ,从而对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 ,使得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日渐

衰落。

科学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重要问题 ,已经开始在科学哲学中有所回应。20

世纪 9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 ,其中主要代表又可分为新实

验主义研究方向 ,如哈金 ( I. Hacking, 1983)、富兰克林 (A. Franklin, 1986, 1990 )、伽利森 ( P.

Galison, 1987)、古丁 (D. Gooding, 1990)及梅奥 (D. Mayo, 1996)和科学实践解释学方向 ,如劳斯

(J. Rouse, 1987, 2002)。科学实践哲学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形式 ,并

试图对科学实践结构和主要特征做普遍性研究。在这个研究方向下 ,对科学理性的理解要求

我们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为分界 ,而对科学理性的主要特征做出各种经验研究。可

以说考察和重新审视科学实践哲学是以科学实践 ( Scientific Practices)作为出发点 ,对科学理

性在科学哲学内部提出了一种全新理论。这个新理论 ,不仅重新审视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 ,如

科学说明、推理、因果性、科学发展模式等 ,将这些经典问题同一系列相关研究领域 ,如技术哲

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有机地联系起来 ,而且从历史主义之后再一次发起了对科学的

静态观的认识论批判 ,使一种新的实践和活动维度进入了科学哲学研究视野。就目前看 ,科学

实践哲学正在大量吸取新实验主义、SSK、科学解释学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

度将科学实践置于一种文化的社会的语境场景中加以考察 ,给予活动维度、社会维度和历史维

度的说明。在 2000年的 BMPSA (B iannu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ssociation)会

议中增加了许多科学实验哲学论文 ,由布克沃尔德 (Buchwald)编辑的多卷文选 (1995)中实验

哲学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或许更有意义的和更有前途的事实是 , 2000年召开了科学实验哲

学国际学术会议 ,包括雷德 (H. Radder)、贝尔德 (D. Baird)、朗格 (R. Longe)以及女性主义科学

哲学家凯勒 ( E. F. Keller)等等 ,一些新的科学哲学家加入到科学实验哲学研究队伍中。这些

进展充分反映了科学实践哲学已引起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关注。

国内也开始关注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 ,其标志是已有若干科学实践哲学方面译著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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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出现 ,如劳斯的《知识与权力 》、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 》、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 》,以及

盛晓明、邱慧、曹志平等学者的专门研究工作 ,但相比传统科学哲学主流研究而言 ,科学实践哲

学的研究还相当微弱。国外科学哲学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似乎还未引起国内同行的足够重

视。

我们认为 ,复归科学实践可能为科学哲学发展带来重要动力 ,可能成为今后国外科学哲

学发展的重要分支和重大主旨。因为传统科学哲学的失误不仅在于单纯强调了理论方面 ,而

忽视了实验实践和科学活动方面 ,而且在于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事业的看法。科学实践哲

学对科学哲学的重大意义是 :它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而把一种理论优

位 ( theory - dom inance)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 (p ractice - dom inance)和活动优位 ( action

- dom inance)的科学哲学。

二　科学实践哲学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冲击和变革

从现有文献看 ,科学实践哲学的两个分支分别而共同地对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提出

了挑战 :第一 ,关于科学的观念是理论优位还是实践优位 ? 科学实践哲学认为 ,以往科学哲学

在这个基本点上是根本错误的 ,科学应被视为是实践优位的。他们通过论证和大量实践性研

究 ,说明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第二 ,“观察负载理论 ”或者“观察渗透理论 ”是一个普

遍命题 ,还是一个教条 ? 科学实践哲学的新实验主义方向对这个教条提出质疑。其主要代表

人物 ,如哈金、古丁、梅奥等人策略地从科学史出发 ,寻找到相当多的实验案例和观察案例进行

了重新研究 ,指出存在不负载理论的实验和观察 ,提出了“实验有自己的多种生命 ”的隐喻性

命题。例如 ,哈金通过早期光学史上对冰晶石的观察和导电性观察和实验、蒸汽机发明导致的

新观察和实验 ,以及赫歇尔辐射热的发现等等的“无理论 ”或者“先于理论 ”观察例子的研究 ,

驳斥了观察一定要渗透理论的观点。此外 ,他们对“理论先于实验 ”、“实验负载理论 ”或者“观

察渗透理论 ”这类命题做了细致分析 ,认为实验必定以理论或观念在先的看法是暖昧的。这

种看法有弱和强两种版本之分。弱版本仅仅说 ,在从事科学实验之前 ,就已经存在关于自然的

观念预设 ,并且实验受现有的仪器设备条件限制 ;强版本则认为观察或实验受已有理论体系的

影响。新实验主义反对强版本观点。第三 ,传统科学哲学的几乎所有观点都存在问题。通过

扳倒“观察渗透理论 ”和“实验负载理论 ”的命题 ,全面吸取 SSK实验室研究的认识论意义 ,以

及科学实践解释学方面的努力 (劳斯 , 1987; 2002) ,科学实践哲学全面发起了对传统科学哲学

的基本观点的挑战。我们通过文献汇总 ,对比了两种哲学 ,概要地反映了科学实践哲学和传统

科学哲学的根本性区别。

传统科学哲学 科学实践哲学

总特征 理论优位 :科学知识体系观 实践优位 :科学实践活动观

科学观

科学为陈述体系 科学为处理现象的策略

科学为信条 科学是研究的对策

科学为普遍性知识 科学是地方性知识 ,需要在运用中理解

观察
经验是根本性的 ,因为科学是观察和

描述世界的方式

观察与实验相比 ,不如实验重要 ,因科学是作

用于世界的方式

实验 从属理论研究 ;理论附属物 主动的 :为理论指示方向和意义

实验和理论关系 单向的 :理论指向实验 双向的 :实验和理论互动、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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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验室及其特征 仅仅是研究空间

建构知识的研究场所与情境隔离 - 操纵 ,使被研

究事物清晰 ;以工具、设备和技能介入研究 ,追踪

实验过程 ,提供全程性认识 ,提供新科学资源的

实践性理解

评价标准

理论评价的各种标准 :逻辑实

证主义的 ;证伪主义的 ;历史

主义的 ;

承认科学进步是对原有成功的积累和对过去失

败的纠正 ;同时把评价标准置于当下的科学实践

所追求的目标

对科学知识普遍性

的理解

去情境化、去地方性 :地方性

科学知识的去情境化、最后与

地方性指涉无关

从地方性到标准化 :一种地方性科学知识转译以

适应更大的地方性情境 ,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

实验室场所的地方性、行动性实践

从无社会性到去社会学情境 处于地方性的社会学情境中

抽象的理论合理性和合法化标准 行动中的实践合理性和合法化标准

三　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些存留问题

第一 ,关于实践概念的研究 ,目前所见文献 ,关于实践概念存在多种理解 ,如若实践概念是

指人类具有的某种本能性的东西 ,那么正如劳斯所言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从世界的语言表征出

发如何抵达被表征的世界本身。我们已经在实践活动中参与了世界 ,世界就是我们参与其中

的那个东西。因此 ,通达世界的问题不复存在 ,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但是 ,认

识毕竟会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们关于实践的意义理解就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 ,科学实验的活动和产品特性对于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问题的争论

有什么意义 ? 从本体论上看 ,一种关于实验科学的更适当的本体论解释需要某些种类的配置

性概念 ;实验设计的实践 ,实验再生产能力的角色和自然作为机器的概念 ;在实验中必需的图

示符号使用 ,“虚拟观察 ”的程序 ,仪器使用中专家角色 ;人的精神在实验本体中的作用 ,如可

能性、能力、倾向 ,是否应该进入实验科学的本体论。从认识论上看 ,实验的干涉主义的特征同

样引发认识论问题。贝尔德提出一种新波普尔主义的关于“客观事物知识 ”(objective thing

knowledge)的说明 ,其知识是被封存在物质事物中的 ,如华生和克里克的 DNA的双螺旋模型、

达文波特 (Davenport)的旋转电磁发动机 ,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指示器。贝尔德认为这是类似于

标准认识论的真理、辩护等概念 ,移位到事物知识上的案例。贝尔德关于知识的说明为我们增

加了新的知识种类和对知识性质的新观点。但与理论知识相比 ,它如何能够发挥知识和理论

的那种作用 ,仍然是一个问题。

第三 ,关于知识的地方性问题 ,按照劳斯的观点 ,科学知识始终是地方性的 ,一种知识被几

乎所有共同体掌握 ,也仍然是从小的共同体转移成为大共同体的地方性知识 ,那么当地方性扩

展成为全人类的知识时 ,它如何同科学实践哲学中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协调起来 ? 这个问

题仍存有很大争论 ,而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是目前的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一旦这个观

点被打破 ,科学实践哲学的某些方面就将坍塌 ,也许将引发整个科学实践哲学刚刚建立的大厦

的垮塌。

24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当然 ,对科学实验进行充分说明并不承诺这样的教条 ,即有关科学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可以

在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加以解决。科学哲学复归到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说明上 ,让我

们看到了科学哲学新的复苏和发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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