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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方法的范例研究，由于其鲜活和超乎寻常的生命力，虽然难以规范和切实把握，却是生动而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
本课题采用科学大师的范例作为创新方法研究的平台，是很幸运的，在课题的起始和终了之前安排一
个概要性的说明，也是非常必要的。

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和工具创新既非凭空而来，也不是循着某种既定步骤实现的。
但科学创造的实践告诉我们，很多成就都是起于某些范例，不期然从中受到某种启发，才开始了创新
之旅。
依照特定的关于方法的规定，教条式地、程序化地按图索骥，难能有实际的创新方法。
极而言之，即使对创新方法能够给出一些条条框框的规定，那也是看上去谁都说应该如此，实际却谁
都无法照此开展创新事业的。

　一作为整个课题的先导，本书的任务，是要把创新方法范例研究中所有难说的，但又是我们想说的
理论问题和实际考虑交代清楚，以此明确课题的立意、目标与线索。
以前少有人专题性地做过此项工作，因为范例研究不是方法论研究的常态。
著者试图用非概念化的方式来展现科学大师创新方法范例研究的基本概念，也试图寻求轻松开放的笔
触，作为平复倦怠之补，但因本书的学术角色所限，其生动性与其他各卷具体范例研究相比，自然差
胜一筹。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读者将有所得，应能更为自觉地从卓越科学家的生平和事业中体会到创新方
法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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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环境思想：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新学苦旅：
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转型驱动力—
—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从
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等；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发表论文15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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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刘大椿
前言
第一章　创新方法的定位
 一、创新方法研究之所能
 1．创新方法的确定与不确定
 2．创新方法研究的条件
 二、创新方法研究之所是
 1． “创新方法”是一种活动
 2．方法论研究的新趋向
 3．创新方法研究的任务
 三、创新方法研究之所为
 1．启发创新思路
 2．砥砺创新锋芒
第二章　创新方法的意涵
 一、科学创新的方法意涵和基本维度
 1．科学研究的方法意涵
 2．创新方法的三个基本维度
 二、观念超越之维：思维创新
 1．思维创新与观念的超越
 2．思维创新兴起的必要张力
 3．思维创新的运作机制
 三．方式转变之维：方法创新
 1．新旧程式的嬗变
 2．从化简还原到方法集成
 3．科层组织的管理方法
 四、平台搭建之维：工具创新
 1．工具创新与科学生产的互动
 2．思维创新与方法创新的物质实现
第三章　创新方法的规范性研究
 一、创新方法研究之历史演变
 1．辩护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2．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
 3．科学方法研究与创新方法研究
 二、创新方法理论之可操作模式
 1．若干有代表性的创造技法
 2．创新方法作为公共知识的典型：TRIZ
 3．TRIZ与创新方法程式化
 三、创新方法研究所遵循的原则
 1．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2．在程式化与随意性之间保持张力
第四章　创新方法的范例研究
 一、何谓范例研究
 1．事在易处，求其难之
 2．走向经验叙事和范例研究
 3．范例研究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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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事后诸葛”的事前意义
 二．为何选择创新方法范例研究
 1．范例研究的适用
 2．创新方法范例研究的启发性
 3．创新方法范例研究的引导性
 三，范例研究的路径勘定
 1．范例形成的要素、机制及与境
 2．个体的异质性和范例的共享性
 3．创新如何得自创新方法
 四、范例的形成和成长
 1．范例形成的动力机制和认知心理
 2．科学的传统、建制与范例成长
 3．范例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五章　科学大师范例的示范性和感召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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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方法之于科学，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是人们未必知道，这种重要性同时还带来了科学
家在解决问题、扩展知识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某种规范的信念。
长久以来，科学被视为人类理性事业的绝对典范，而方法，正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认识层面，方法规定了获得真知的规则和程序，在实践领域，方法又明确了达至具体目标的途径与
工具，于是，人们就将这样的科学方法认定为最佳，而作为规律性知识和实践模式之集中体现的方法
程式，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尽力依循的标准，乃至努力追求的目标。
不仅如此，基于方法与科学之间的直接联系，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等价于方法，认为使一种研
究成为科学的那种东西，不是这种研究所涉及的事物的本性，而是这种研究用以处理这些事物的方法
，如此，就连评判科学的标准也可以约化成方法。
相当长期间的科学方法研究，或说科学方法论，就一直试图寻找这样的标准，以期最终能用那些不变
的、应绝对遵守的原则和方法来从事科学研究。
然而，这种对方法论标准的寻求和程式化努力，却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演进中变得不复绝对有益。
这一时期，人类的认识视野急剧推进，认识背景从以感觉知觉转变为以思维操作为主，科学理论的建
构性成分越多，对观察现象与科学事实的理解便越难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方法标准观念的设定日显不着边际，相反，让方法成为活生生的、可以成长的
工具或手段的理念则大得人心。
这也就是说，科学事业愈向前推进，方法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就愈清晰，创新方法研究的重要性也愈发
迫切。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旨在提示人们寻求科学探究更好途径的创新方法研究，原来那种以制定常则为目
的的规范性研究方式已经不够了。
如果说此前科学方法论采用规范性研究方式尚能有所斩获，因为规范性研究可满足在认识论意义上对
“结构”与“规律”等方面的需要，而如今，想要围绕创新方法的实际运用做些扎扎实实的事情，规
范性方式的短处就暴露无遗了。
首先，真正的创新通常是不合逻辑的，围绕创新方法问题，即使能够措辞严谨地给出界定和解释，对
于我们切实了解和把握它，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多具体的帮助。
其次，纵然一般方法论规则对于概括和明晰认识规律有一定的必要，但它们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创新
方法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揭示这些一般性的适用原则。
就好比我们开车到一个地方去，交通规则和驾驶技术尽管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知道
如何选择一条最短的路径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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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因为艺术无法精确界定，所以它只能经由体现其精旨的实践范例来传承。
你得首先崇信一位大师的作品，继而才能观察并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东西。
　　——著名科学家、哲学家M.波兰尼在科学中存在着一些方法和标准，但它们有可能因科学不同而
相异，而且在某一门科学中它们是可变化的，而且会越变越好。
　　——著名科学哲学家A.查尔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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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范例研究:科学大师与创新方法》编辑推荐：走近科学大师，聚焦创新方法，为你讲述科学大师因创
新方法而卓越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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