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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库恩与他的理论》以托马斯·库恩的学术生涯为线索，叙述了他的主要思想观
念的发生、发展，并介绍了他的主要著作，力图反映其诸多概念、论点的本来意义，同时对于行文中
涉及的科学史内容也作了简要的阐述。
最后一章并利用库恩的观念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作了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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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义，1948年生，1981年华东9币范大学硕士，1989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0年宾夕法尼亚
大学博士后研究。
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教书，曾任职于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
著有《牛顿》（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台北：三
民书局，2002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溪河溯源》（新星出版社，2008年）等，另有
一些论文散见于《自然科学史研究》（北京）、《科学》（上海）、《新史学》（台北）、The Gest
Library Journal（Princeton）和Chinese Science（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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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詹姆斯·柯南（James B.Conant），1893年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小城，从小就是优秀学生
，l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
他的兴趣在化学方面，所以尽管20世纪最初十几二十年对于欧洲的优秀学生说来是理论物理的黄金时
代，柯南还是用比较实际的美国方式选择了应用化学。
两年以后获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母校作为辅导教师。
当时欧洲的情形正是越来越紧张，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柯南因此有机会加入了一个秘密计划，研究制造毒气。
这种研究工作使得他这样一个年轻的有机化学家得以接触最优秀的大学教授、军事指挥人员、工业家
和军火商。
这种经验无疑大大扩张了他的视野和社会交往。
 欧战结束，柯南回到哈佛，先任助教授，旋迁副教授，再迁化学系主任。
他不同于其他教授之处在于他与化学工业的密切联系。
从那时起，他一直任杜邦（DuPont）公司的顾问，并兼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的科学顾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担任过负责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顾问。
 这一类的行政和人事管理工作引发了柯南对于教育的兴趣。
1933年，他出任哈佛大学校长。
以后的时期中，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推行科学教育。
在柯南看来，科学教育当然在于科学知识自身，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方法”或“科学精神”。
而此二端，非通过对于科学史的深入了解，不能做到。
 他的这种观念在《论对科学的理解》一书中阐述最为详尽。
这本书写于1947年，最初是柯南在耶鲁大学的一个学术讲座。
当校长柯南在着意发挥他认为对于“美国”以后几十年有头等重大意义的主题时，24岁的库恩正坐在
哈佛的教室里听课。
根据库恩日后的说法——比如在下文要讨论的《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再三强调的
，柯南的影响对库恩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方向有决定性的作用。
 《论对科学的理解》的缘起是耶鲁大学的坦瑞（Dwight HarringtonTerry）讲座。
按照捐款人坦瑞的规定，这个讲座的内容应当是“在科学和哲学的背景上对宗教的研究”，特别注重
于对科学成果的“消化和吸收”过程的研究。
柯南认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宗教化国家，对于现在这样一个“机器和技术专家”主导的时代，进
行科学，尤其是“科学精神”的教育，是“美国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一大关键（第3页），也是提
高一般非科学专业的各界人士思维水准的一种需求（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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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库恩与他的理论》是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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