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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地平线 

“巨大的波浪停息的时候，饥肠辘辘、几近绝望的船员们看到了遥 

远天边的地平线。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陆地！ ”多年以来，在我 

的记忆中，这些莫须有的语句反复出现。我无法确定这些语句的来源。 

隐隐约约中，我觉得这是哥伦布航海过程中，在几乎绝望地找到陆地的 

时候发出的最后感叹。 

为了撰写这套丛书的序，我翻阅了 《哥伦布航海日记》。让我惊奇 

的是，哥伦布从来没有在日记的任何地方谈到地平线！ 

如果航海者不注重地平线，那么航天者又是如何呢？ 

恰好手头有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的自传 《天地九重》。我把他 

进入太空前后的所有章节都读了一遍，令我再度惊奇的是，杨利伟也丝 

毫没有提到哪怕一次地平线！ 

难道，有关地平线的故事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 

带着这个有趣的发现我思考了很久。我想知道在人类的经验、记 

忆、思维与身体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想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还想 

知道，如果存在着一条想象的地平线，它分界的到底是什么？这种分界 

本身的意义何在？ 

“地平线未来丛书”恰恰是这样一套有关想象与真实、今天与明 

天、科技与文艺、乌托邦与现实的思考之书。丛书的作者来自不同领 

域，他们呈现的观点和认知方式更是千差万别，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和矛 

r e f a c e P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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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 

盾，构成了一种怪石嶙峋且复杂异常的观念地貌，为我们提供了驾驭各 

自的思想飞船，巧妙穿越于多维理念空间去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地平线未来丛书”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驳杂的。作 

为多维世界的交织点，丛书中的每一本都不会聚焦于专一的学科或领 

域，而是覆盖现实和想象世界的多重部分。我们相信，唯有这种交织覆 

盖，才能更本真地反映今日的时代现实。其次，丛书中的每一本都充满 

了无法归类的“界外知识” 。由于学科与现实的广泛覆盖，更由于作者 

的创意植入，导致了这套丛书中许多内容无法进入传统的知识分类学。 

它们具有越界性、超前性、挑战性。我们相信，唯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 

反映当前人类知识的全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丛书以想象力、创造 

力和行动力的激发为指归。因为在我们看来，不管地平线存在于现实还 

是大脑，通向地平线的广阔空间为想象、创造，甚至行动提供了可能 

性。丛书作者深知，面对当代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面对人类能力与 

外部世界的诸多限制，唯有全面动用自己的认知与创新才能，方可通向 

解放和超越。 

我不期待本丛书能回答读者心中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期待您的 

阅读是跟我们一起构建地平线的过程。 

我不期待我们的对话能够将多重地平线统一到一个标准的基线上， 

恰恰相反，我们为期待着从原本的一条基线中生发或映射出更多复杂的 

线条。

我不期待寻找知识大陆的航行在地平线出现的时候终止，恰恰相 

反，我们希望本丛书为您加满燃油，重新点火，开启您追寻未来生活的 

航程—— — “隐约中我们看到了地平线。但是，等一等，哦，天！地平线 

之外还有地平线，我们的航程将永无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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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编辑这本集子的邀请时，非常高兴，又有些犯难。因为，主编 

的要求是文字应该是关于“环境和未来关系”方面的。而我，主业则是 

科学史，近些年来，关注现实问题的东西，如涉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科 

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等方面的东西也写了不少，偏偏直接讨论未来问题的 

文章不多。其实这也与过去我对于某些“未来学”的“偏见”有关，我 

会认为那些有关未来的所谓预测性的东西非常的不靠谱，因而无论是阅 

读还是写作，都会有意不意地远离。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发现，其实就我为什么要写那些 

关于历史的现实的文章的原因来说，又是有着一种真正是对未来的关心 

的指向的。接着，联想到在著名小说 《1984 》 中，曾有一个很有创意的 

说法，即：“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 

虽然，在 《1984 》 中的这种说法，本来是针对那个被想象的极权政 

权的做法而给出的一个貌似荒谬的解说，但那种想象的可能性中的真实 

又实在让人很难抗拒。就 《1984 》 这本小说本身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本 

关于“未来”的预言性幻想小说呢？这个说法的意义，在于在过去、现 

在和未来之间建立了一种逻辑联系。按照同样的逻辑，即使抛开了那种 

对极权政权的可憎作法的背景，在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仅就研究来说， 

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类似逻辑关系不是也同样可以成立吗？ 

在此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看过去几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也似乎就 

在其中发现了一种与未来相关的逻辑关联。我们对于现在的认识，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想要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也是为了对这些问题的改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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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来的发展更合理更美好，同时，现在的立场，又确实会影响到人们 

对于历史的理解、认识和书写，而历史的“功能”之一，又是对于未来 

的发展的可能“借鉴” 。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现在的以历史、现实和 

未来这种三部分划分的结构。在选择文章的过程中，也些让我颇为惊讶 

地发现：我过去居然还真的写有一些与未来直接间接相关的文章呢！ 

考虑到此套丛书的定位，我选编的均为过去曾发表过的两类文章， 

一类是所谓的“非学术文本” ，也即不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的东西； 

另一类是虽然也可以作为学术论文，但其写作风格更接近于“准学术文 

本” ，同时在编辑的过程中，去掉了原有的参考文献，以免在形式上影 

响其可读性。 

就像在电影中的蒙太奇技法，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剪切联接中，会 

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意义一样，按这种思路来总结自己的文字，也许会在 

不同的意义上使其产生某些新的意义。当然，我也希望独立地来说，这 

些文字自身也还有它们的某些价值。 

其实，总体上讲，对于未来我是倾向于持相对悲观的立场的。不 

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不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褒义地形容某些努力 

的说法吗？ 

刘兵 

2013 年 12 月 26 日 

于北京清华大学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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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也可以这样写
———评《历史上人类的科学》一书

一

通常，人们读书能够读着有趣，除了读者的因素之外，会用“引人

入胜”来形容那本被阅读的书的魅力。不过，如果在科学史领域中，一

本科学史的著作，能够将读者达到这种境界的，坦率地讲，确实并不多

见。在这当中，可以有许多原因和理由。例如，多数的科学史著作是严

肃的，是学术性的，在对严肃的学术性的著作的阅读中，自然不比阅读

那些轻松的八卦作品，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在某种沉重中严肃起来，而要

想在这种严肃的阅读中仍然获得阅读的快感，读得有趣，能够达到这种

境界的人，比例本来就不是很高。

科学史这门学科，虽然从根上说，在古希腊就可以找到其雏形，在

其他的文化中，比如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也很早很早就能看到其形态

另有不同的萌芽，但如果从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建制化的角度来看，其

历史也不过一百来年。但是，就是在这一百来年中，诸多前辈所做的工

作也足够多了，多得超出人们能够阅读的极限。随着学科的发展，也像

其他一些做学问的领域一样，研究越做越细，让人几乎无法像人类学识

发展的早期那样，成为“通才”，不要说在整体的知识系统上，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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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子子系统中，也无法做到。当英国学者休厄耳写出了差不多可

以算是第一部形式上的“综合性”的科学史，所谓归纳科学的历史，或

者，还可以叫做归纳科学的“通史”之后，不断地又有一些大家、名家

和普通的研究者，在科学通史写作上努力。不过时至今日，由于知识的

过度扩展，在西方国家，那些严肃的学者，基本上已经不再把科学通史

作为研究性的著作来写，人们可以看到的新写出来的通史，往往或是教

材，或是普及性的读物。那些部头巨大的多卷本，或者可以算作研究著

作，或是可以看作综述性的准研究性著作的科学通史，现在差不多都是

由在科学史不同分支不同子领域甚至不同子问题上研究的专家们合作写

出的。例如，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最新出版而且尚未出全的 !卷本的

《剑桥科学史》，就是可以表明当下这种情况的典型。

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从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来看，科学史是关于

科学的过去的故事，它肯定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否则，也就不会有科学

史与像宗教史、艺术史、文学史、政治史等不同历史领域的区分。带来

这种区分的，就在于，尽管也可以与其他的历史分支有交叠，有间接的

关系，但科学史之所以成为科学史，是因为它必须与科学有直接的关

系。科学，决定了科学史的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与其他历史的差

别。这种必须涉及科学的限定，决定了科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选择。但

是，作为首位重要的前提，科学又是怎样定义的呢？究竟何为科学，这

本来又是一个科学哲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也还算是比

较成熟的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诸多研究，却仍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哪怕

相对普遍被接受的科学的“标准”定义。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也就

是科学哲学仍然没有提出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科学的“划界标

准”（即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的判据）。从这种局面来推论，可以

很自然地看出，既然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未来能够有这样的

东西也还不好说，那么，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标准来理解究竟何为科

学，并形成对科学的不同定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因此，从原则上

讲，对科学持不同的判定标准的科学史家，当然是可以因其标准不同而

写出不同的科学史的。不过，这又是一种理想的想象。因为，在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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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家当中，过去，大多数人所持的科学的标准，基本上是一种传统

的、朴素的对科学的理解。就算现在，这样的科学史家们仍然为数众

多，尽管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这样的科学史家在所有

科学史家中所占的比例又会很有不同。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随着学术的发展，随着科学史这门

学科的发展，还是有许多科学史家们对科学的看法和立场不同于传统的

科学史家，他们将一些新的、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作为基础性的框架用

于其研究中，并得出了诸多非常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阅读这些研究，经

常也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兴奋感，让人们觉得那才是有新意的研究，才是

可以给人带来启发和思考的研究，或者，用今天在我们这里比较恶俗得

却非常流行的说法，即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但是，正如前面所讲

的，这样的科学史家们现在很少会以个人的视角去写一部“通史”。但

科学的通史，却具有可以让人们用之来了解科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整体

图景的重要性。因而，在目前可见的科学通史著作中，尽管写作者也试

图以与前人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方式去构思和写作，但在整体性的框架

上，这种变化还是不够大，还是受到诸多的约束。因而，如果读过若干

部不同的科学通史，读者所获得的科学发展的整体图像，在本质上是差

别不大的。

有了这样的对背景的认识，就比较容易理解本文所要评论的这本新

书的意义及与众不同之处了，正是因为它带来了与传统的科学发展的理

解有着极其不同的整体图景，所以，这样的新意，会让一本科学通史也

具有了极大的震撼力和可读性，因而也“引人入胜”。

二

任何一部历史，包括科学史，其实都无法完整、严格地重现过去，

都必须对过去所发生的无限多的事件进行删节。这就是历史，或者更严

格地说，是被历史学家所写出历史的本性。正是因为删节的不可避免，

所以就出现了选择的问题。究竟选择什么内容来写，对所选择的内容按

什么力度，以什么篇幅来写，这实际上取决于作者本人对科学的认识。

过去，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以及科学计量研究中，曾有人选择对科学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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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有关不同科学家条目的长短字数的统计，来判别不同的科学家贡献

和重要性的大小。类似地，在科学通史中，我们也会读到以不同的篇幅

和详尽程度对不同的科学发现的事件的描写，而更有众多的科学发现，

在科学通史的有限篇幅中，根本就连出现的空间都没有。

从哪怕是比较初级的科学通史来看，如果没有讲到牛顿力学，没有

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按照刚刚提到

的对科学家传记字数的统计研究，这两位科学界的“牛人”，也当仁不

让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顶级的科学大家。

另外，在现有的绝大部分科学通史中，作者所依据的科学评判标准

虽然彼此间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讲，基本上还是以向着数理科学发展的

模式来展开的，那些“前科学”，也大多是因其与近现代数理科学的直

接或间接相关性而被考虑的。

不过，在更为前沿性的专题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

倾向的出现，即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非西方主流科学史的研

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能有机会体现在科学通

史当中。

但是，这一本新出版的名为《历史上人类的科学》的科学通史中，

作者则是艺高人胆大地几乎彻底颠覆了那种以主流的近现代数理科学史

为主线的选择标准。我们如果还是采用那种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篇幅统

计的方法，我们会看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有区区几百字，牛顿力学的

发展只有接近一页纸的篇幅，而从 !"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到量子力学

和爱因斯理的相对论的提出，也不过只有两页的篇幅。也就是说，这些

原来在传统的科学通史中毫无疑问地占据核心位置的科学发现，现在在

极大的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常言说，此消彼长。将传统中主流科学通史的重要内容边缘化，压

缩其篇幅，是为了腾出空间让那些在传统的科学通史中一直被边缘化甚

至于没有一席之地的“非西方主流科学”在书中出现，除了这些传统中

被认为无足轻重的人类的科学认识之外，一些过去经常还会被人们视为

“非科学”、“伪科学”的内容，在这本科学通史中也堂而皇之地闪亮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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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例如，博物学传统的科学探索这些在当下的主流科学中已经近乎消

失的内容，在这本通史中，却在不同的位置，占据了长达上百页的篇

幅。关于东亚、非洲、拉美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研究”，也都分别有

着不短的介绍和讨论。与传统的其实也经常包括了技术发展的科学通史

（那些书中经常是以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名义来处理）的与近现代世

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相联系的技术进展（而且经常还被表达为是

“把科学的认识应用于实践”或科学“转化”为技术），这本新的通史

中，也只有寥寥几页，而对于从范围更广的地区的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

中乃至于土著人在生活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传统的“地方性”技术，则

有着与像博物学科学的内容不相上下的篇幅。医学，虽然另有其门的研

究领域，即所谓的医学史，但在许多科学通史中，从古代到当代，或是

在与人们对于身体和人体生理的认识的联系中，诸多医学史的内容也经

常被包括进来。当然，这样的医学史，在终极目标上，也往往是指向一

步步走向现代医学之胜利的辉格式历史。那些与之不同的传统中的医

学，现在往往被人们归入另类医学，或者，试图在表现上说得好听些，

叫“替代医学”，总之，不管叫什么，其中受歧视的味道总是无法消除。

在辉格式的医学史中，往往这类的内容自然也是不会被包括的。再者，

与其他技术相比，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许多与医学相关的人类认识，

都有一种生活的技术的意味。因而，此书，将诸多在历史上对人类身体

的治疗和保健实践起过实实在在作用的“替代医学”，中医自不必说了，

其他像藏医、蒙医、苗医、维吾尔医、阿拉伯医、印度医，也都有相当

多的介绍和讨论，乃至于更多被人归于萨满传统的“跳大神”，也有着

在人类学视野和立场上进行的尝试性分析。

上面所提到的，还仅仅是这本新的通史中一部分有突出代表性的与

传统的科学通史的差异，实际上，像这样的差异还有很多很多。纵观全

书，我们会发现，诸多像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人类

学、博物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都被不同程度上用于

此书。虽然，代价是在叙述的统一性上略显不够完美（或者也可以这样

说，这种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现代标准的体现），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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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

一种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种在初期阶段刚刚被尝试的科学史新表

述，这样的代价当然是必须付出而且物有所值的。

三

读到这本科学通史的新作，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某种失落：也是作

为一个科学史研究者，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大胆地做出这种尝试呢？这让

我回想起，几年前，一位曾与之合作做出几套书的很有见识的出版人曾

找到我，让我看他所发现的诸如《人类的音乐》这样的书，并想约我写

一本类似的《人类的科学》。其主旨，与这里所评论的那本科学通史颇

有相似之处，是想把长期以来被科学史所忽略了的而在另外的视野中却

显得非常重要的许多“科学”的内容写到科学史中。可惜的是，尽管我

对此创意很有兴趣，但因为自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远不充分，所以推

托说，也许这样一本书可以在我有了更多的积累之后，在退休以后的年

月再着手写作。可是，机不可失，在真有人提前写出了《历史上人类的

科学》，按照优先权，后悔显然是没有用的。不过，好在以这种新方式

写作科学史的空间远比传统的写法要大，所以，在我的期望中，还会有

更多以这样方式写作科学史的不同尝试被做出，希望那时，里面能有我

一本，哪怕一小本呢！

前面反复提到，这种写作与传统写作最大的不同，是出发点的不

同，即对科学的定义不同。在国内的科学文化界，历来有所谓“宽面

条”派和“窄面条”派的争议。前者，是试图扩大“科学”的定义范

围，就像这本书一样，把过去许许多多不被承认为科学的东西纳入到科

学当中，最宽泛地讲，几乎可以把人类各种认识严肃地认识自然的系统

或准系统性知识以及用于改变自然的生活经验，都归到科学之中。后

者，“窄面条”派，则坚持传统对科学的狭窄定义，但与此同时，却并

不否认那些没有被归入科学定义范围的东西的价值，也不认为传统中狭

义定义的科学，要比这些“非科学”更为正确。

在一般性的争议中，这两种派别，其实是要达相近或相同目标———

即反对科学主义———的不同策略。但是，如果考虑到像这样撰写一本科

学史的话，显然前者在命名的意义上更有合法性，后者，恐怕就只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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