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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观念读本（函套 套装共10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
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
方特有的观念；另一类观念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者实践、感受的范围，如
科学、婚姻、性爱、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
理解和特别的重视；*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
例如知识分子、哲人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
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观念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往往起着非常有力的，甚至时常是核心和引领的作用。这
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观念读本（函套 套装共10册）》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
观念回顾历史，而又从历史追溯观念的初步尝试。编者何光沪、李银河、秋风、吴国盛
、何怀宏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让我们可以集中注意于这些基本观念
，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会味它们。

《观念读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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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生哲学、社会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和
教学。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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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平的正义》《新纲常》等，另有散文随笔集《若有所思》《珍重生命》《心灵
瞬间》《渐行渐远渐无书》等，译著有《沉思录》《道德箴言录》《无政府、国家与乌
托邦》《正义论》《伦理学体系》（后两种为合译）等，编著有《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
统》《生态伦理》等。

吴国盛，1964年9月5日生于湖北省武穴市（原广济县）。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中
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
长。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1986-1999），1997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
与科学技术哲学。

杨通进，贵州剑河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环境伦理
：全球话语，中国视野》《走向深层的环保》等，译有《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
》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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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很想搞清楚，但很不容易搞清楚，甚至有点越来越
说不清楚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科学”这个词来自西方，在西
方文化的语境中，“科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二，“
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眼光看待它、有中国特有的语境中理解它，
使“科学”的形象更加模糊不清。今天要考察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就需要正本清源，从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着手清理。
英文的science，法文的science，德文的Wissenschaft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它们都来自拉丁
文的scientia，但或多或少有所转义。，拉丁文的scientia继承了希腊文episteme的含义，其
意思是“知识”“学问”。出自它的各个欧洲语种的相应单词，都秉承了这个义项，但
又或多或少有所偏离。英文和法文偏离最多，science通常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
（英文里有另外一个专门的词knowledge），而是指像物理、化学这样一些“自然科学”
（naturescience）；德文偏离得少一些，基本上保存着与scientia-样的意思（从构词形式
上与英文的knowledge完全一样），并不特指自然科学，也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因此
，我们可以说德文的Wissenschaft比较好地保存了希腊文episteme和拉丁文scientia的原始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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