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袁
人们大大增加了对科学发展史探讨的兴趣袁 对科学

发展的理论化探讨必然进一步深化遥 科学家作为科

技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袁 其职业身份的认同有其自身

发展的历程遥 18 到 19 世纪是科学家职业化发展的

重要时期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靠科学工作谋生袁科学

成果在公众的心目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遥
职业科学家有这样一些特点院 他们从事科学研

究这项特殊的工作袁需要专门的知识或者技能袁以创

新探索知识为目标袁追求极端专业化的知识含量袁具
有较高社会地位遥 职业科学家的工作时间不具有固

定性袁对工作地点和设备要求较高遥科学发展的历史

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袁 但科学家职业发展的历史

应该从近代算起遥 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一开始是自学

成才的科学业余爱好者单打独斗袁 进而成立各种学

会袁经历了科学与工业革命尧法国大革命等的磨合袁
逐渐在大学的教育中取得重要地位遥 经过这样一些

曲折的过程袁科学家最终在 19 世纪后期成为成熟的

职业遥

一尧最初起源院科学业余爱好者

近代早期袁 英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很多来自商

人与工匠袁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大多都是自学成才袁其
中很多人来自社会底层遥 在当时科学的领路人中袁
野汉福瑞窑科尔是个商人袁 马修窑贝克是个造船匠袁约
翰窑舒特是瓦匠袁罗伯特窑诺曼是航海员袁威廉窑布恩

是枪手袁约翰窑赫斯特是药剂师冶[1]遥
第一次科学革命中诞生的科学家们决不能一刀

切地说他们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教徒遥 伽利略尧开普

勒尧笛卡尔尧波义耳尧哈维和牛顿的宗教信仰不是严格

的正教的类别袁有些是天主教徒袁有些是新教徒[2]遥 这

批科学家的产生对欧洲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遥
如袁瑞典有着科学发展的悠久传统袁1649 年受到笛卡

尔定居此地的鞭策袁科学革命很早就来到了瑞典遥 笛

卡尔于 1596 年出生在法国袁 欧洲大陆爆发黑死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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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 1649 年到了瑞典袁 新科学很快在斯德哥尔摩的

医学院和乌普萨拉大学的医学系生根发芽[3]渊P83冤遥
17 世纪末袁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遥 文艺复兴和

科学革命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自然界打开了新的视

野遥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是 18 世纪的伟大运动袁正
是它们打开了近代世界的大门遥 18 世纪时袁科学引

起了所有文化人的兴趣[4]遥 这时许多科学的门外汉袁
例如社会思想家尧 政治家和哲学家都打算把新的科

学方法引入自己的学科遥这样做往往带有戏剧性袁而
且并不总是成功遥 身为绅士的爱好者们被好奇心所

驱使袁 但并未意识到这一重要的过程对于国家及他

们自己的财富具有巨大的价值遥 皇家学会本身就代

表了不同英国社会阶层的交往的无障碍性遥 它的会

员包括大臣和拥有大量土地的绅士阶层尧大学讲师尧
律师尧商人袁甚至是店主[5]渊P68冤遥比如袁17 世纪最突出

的显微镜专家是自学成才的荷兰的列文虎克

渊Antony van Leeuwenhoek冤袁他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

业余科学家遥他原来从事纺织品生意袁后来开始制作

显微镜遥也许是他的爱好与生意需要的结合袁因为布

料商常用放大镜检查亚麻布的质量袁后来袁他制作了

上百台工艺精湛的显微镜袁 远超过布料商的简单需

要遥他的惊人才干在 1673 年被医生和解剖学家格拉

夫写信推荐给了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遥 1680 年袁列
文虎克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遥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初期袁 各个领域的界线并不

明显袁跨行人才比比皆是遥 当时由于学科并未分类袁
所以袁化学家也可以是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袁地质学

家也可以是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或称博物家袁 数学

家同时也可以是天文学家等等遥 18 世纪成功的发明

家可以是勇敢的商人袁 也可以同时是熟练的以观察

或实验为依据的实验家遥 有学者总结道院1825-1925
年间典型科学发明时代的发明家的特点之一就是他

可以单枪匹马地工作[6]遥 这方面的人才数不胜数遥 如

库克渊Captain James Cook冤就是 18 世纪流行的兼容

并收的科学家之一袁 他作为一位航海家在天文学方

面贡献了精确的测量和观测袁 在地理学方面提供了

地图和海图的编制袁并且对植物学尧动物学和人类学

进行了观察和描述遥 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在科学职业

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典型人物遥 在近代科学出现的

时候袁 一开始有着科学兴趣的人们受雇或拿到薪水

的工作都是科学以外的事情遥 拉瓦锡的职业是一个

税款征收人袁 这一职业唯一与科学相关的就是他用

自己的收入去支付实验费用遥 这在科学全面专业化

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袁 因为人们可以从事与

他们的科学兴趣产生关联的工作[7]渊P14冤遥
直到 1833 年英国哲学科学史家威廉窑惠威尔在

英国科学促进会上才提出了 野科学家冶 一词袁 他在

1840 年的叶归纳科学的哲学曳中再次严肃地提出了

这个词袁 他把科学工作者与艺术家这个词作比对而

得出了科学家这个词[8]遥 但即便是出现了这样一个

专有名词袁科学家职业的真正涌现也是后来的事了遥
科学家的职业角色决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遥 16-18
世纪的伟大的科学家们大都是典型的 野业余爱好

者冶袁即使他们对科学有着极大的热忱袁但他们还是

不得已地将科学作为其非本职工作袁 而靠其他办法

谋生遥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专业科研人员袁他们当时的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遥如果业余爱好者们特别幸运袁或
许能找到一位崇拜科学的赞助者袁 并给他们提供研

究资金遥 当时英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没有明确规定并

普遍赞同科学家们的职业遥 查尔斯窑巴贝奇在 1851
年写道院野科学在英国不是一个职业曰 它的从事者们

甚至都不被认可为一个阶层遥 冶[9]

二尧逐步发展院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

最早的学术团体可追溯的历史很长袁 但与 18-
19 世纪科学家的职业化关系最近的学术团体还是

应该从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说起遥 1660 年成立的

皇家学会和 1666 年成立的法国科学院表明那时科

学工作者的工作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重

视袁科学职业发展史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遥
皇家学会于 1660 年正式成立袁并凭借英王授予

的 1662 年尧1663 年尧1669 年三个特许状最终获得社

团法人地位袁被英国法律所认可遥很多研究中称皇家

学会于 1662 年成立袁是将英王查理二世第一次授予

特许状的年代作为其成立年份遥 皇家学会是英国近

代科学的摇篮袁它起源于由数学家尧科学家和物理学

家组成的非正式社团袁 社团成员从事一些具体的实

验工作和有关自然的理论探讨遥 皇家学会的经费主

要来自商人的赞助和会员缴纳的会费袁 国家并没有

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支持遥 法国科学院则是领取国王

津贴袁研究项目受官方资助袁且受其约束遥 皇家学会

比法国科学院更独立袁 更提倡自由研究袁 成员也更

多遥 19 世纪初英国政府开始对皇家学会拨款袁让其

负责有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遥
皇家学会最重要的职能是其会员在自然哲学各

科目进行的实验并进行成果的展示[10]遥 为此袁1665 年

皇家学会创办叶哲学学报曳袁这一媒介成为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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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重要平台袁 促进了科学的繁荣遥 叶哲学学报曳
1774 年卷 64 上的目录中涉及科学领域繁多袁有关于

太阳黑子的观测结果尧月食尧人口考察尧电报线的改

进尧木星行星的观测记录尧植物目录等等科学文章譹訛遥
其 1807 年的目录中有关于昼夜平分点的运动尧得白

内障的儿童及手术后情况尧 人的胃与反刍的动物两

个不同的腔的比较尧 树皮的构造等文章譹訛遥 其 1842
年的目录中有关于泰晤士河潮涨潮落的规律尧 地心

引力尧地质学尧胸腔导管的化学分析尧北欧极光尧纤维

等等的文章譹訛遥 可见袁皇家学会成员研究的领域不断

拓宽袁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和复杂袁科学考察的手段

也愈发先进遥 叶哲学学报曳开创了科学学会创办科学

期刊的先例袁18 世纪的科学学会几乎普遍开始效仿

这种模式遥 不难看到袁这种由国家科研机构组织出版

重要刊物发表重大科研成果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遥
皇家学会在 19 世纪之后继续发挥着科学领头

兵的作用袁吸纳了各行业的人才遥 20 世纪以后科学

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袁 皇家学会中职业

科学家身份的会员占绝大部分渊具体情况见表 1袁其
中的增幅是相对前列表格中的数量而言冤遥

表 1 皇家学会各行业会员的数量及其增幅

渊单位院人冤[11]渊P87冤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科学社团的发展势头迅猛

渊具体情况见表 2冤遥

表 2 英国科学社团的会员渊单位院人曰年代院1868 年冤[12]渊P222冤

随着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袁19 世

纪的科学演讲大受欢迎遥 1859 年达尔文的叶物种起

源曳出版第一天就销售一空遥业余及专业的科学团体

或学会不断涌现遥 1856 年随着英国医学协会的建

立袁一个新的更大的职业研究机构产生了袁它包括医

生尧牙医尧机械尧矿动力和电动力的工程师尧造船工程

师尧会计师尧测量员尧化学家尧老师和其他人袁巧妙地

把利益至上且没有职业道德的庸医和江湖骗子排除

在外遥 1858 年颁布叶医学注册法案曳后袁国家严格管

理保障职业标准袁将充斥着医生尧牙医尧药剂师尧船主

和矿井管理的自由市场整顿袁1855-1870 年的一系

列改革将市政服务融入职业领域遥 还有让人觉得耳

目一新的是一些领薪水的职业袁如教育尧宗教尧新闻

业以及中心和地方政府袁 比医药和法律这些付费行

业发展得还快[5]渊P429冤遥1831 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

会最初由一些对当时的英国科学体制不满的科学人

发起袁 它在 19 世纪英国科学发展中发挥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遥 19 世纪中后期袁在赫胥黎等的引导下袁英
国科学促进会努力推动科学和神学相分离袁 排除国

教对科学活动的控制袁实现科学职业正规化遥
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受到了意大利的科学团体和

皇家学会的鼓励遥 巴黎学界的各种学会团体与意大

利尧英国的科学界有密切联系遥 1666 年 12 月 22 日袁
法国政府认为科学可以巩固王权尧加强统治袁因此批

准成立了法国科学院袁 成立之初就吸收了外国著名

科学家作为首批院士遥这些院士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

的科学家袁共同研究解决皇家交给他们的市政尧军事尧
教育以及工农业方面涉及的科学问题袁科学院还被要

求审查发明和颁发奖励等遥 1699 年 1 月 20 日袁路易

十四赐名这个组织为野皇家科学院冶袁将其安置在巴黎

的卢浮宫里袁 并制定了章程袁 院士成员数量得以增

加遥 1761-1782 年袁法国科学院主持编写了多卷本技

术丛书袁1835 年创办了期刊叶法国科学院报告曳遥
有学者认为法国科学院的成立开创了独立的科

学研究机构先例袁 标志着法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

一批职业的科学家袁 他们享有来自于政府的稳定而

丰厚的津贴和科研经费袁 这是法国科学院区别于文

艺复兴时期的学会乃至于皇家学会的重要特征之

一袁也是它能迅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13]遥 这应

该是从其受到官方支持的角度得出的结论遥可以说袁
18 世纪的法国科学院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在

科学职业发展道路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遥 法国大

革命之前袁法国科学院已经在欧洲有一定影响遥但法

国科学院也存在皇家特权干涉和不公正现象这样的

行业 1881 年 增幅% 1914 年 增幅% 1953 年

杰出的门外汉 54 38 8
船员 13 6 2
士兵 26 6 3

应用科学家 62 27% 79 70% 134
非实用的科学家 134 116% 289 20% 348

医学人士 55 11 6
牧师 14 4 0
其他 120 40 46

学会名称

统计学会

伦敦数学学会

皇家天文学会

化学学会

英国气象学会

地质学会

地质学家协会

苏格兰气象学会

曼彻斯特统计学会

格拉斯哥自然史学会

阿尔斯特化学农业学会

人数

371
111
528
192
306
1100
230
520
162
120
218

学会名称

民族学会

人类学会

林奈学会

昆虫学会

皇家园艺学会

渊皇家冤动物学会

皇家植物学会

皇家农业学会

爱丁堡植物学会

约克夏农业学会

威尔特希尔自然史学会

人数

219
1031
482
208
3395
2923
2422
5525
368
50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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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遥
有学者认为 18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及其社团有

三个主要特点院第一袁与 17 世纪相比袁新的地方社团

数量激增遥 至 1760 年出现了 20 多个新机构袁而
1700 年之前只有零星几个遥 而且 17 世纪已经凋落

的一些社团开始复兴遥 这些新的增长表明科学的学

术团体运动在法国地方省份已经引人注目地在各个

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遥 第二袁在发展过程中袁法国外

省渊巴黎以外冤的中心区成立了一些学术社团遥 主要

的地方社团在一些大城市相对出现更早袁如波尔多尧
里昂尧蒙彼利埃尧图卢兹和鲁昂遥 到 18 世纪中期袁巴
黎的社团有了外省的其他社团网络的后援袁 这些外

省社团体现了在巴黎之后法国文化和经济的第二层

级的重要性遥这是法国学术社团运动的重要扩展袁提
升了整个民族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力量遥第三袁在这一

时期科学首次成为法国外省社团的重要关注点遥 因

为 17 世纪时法国学术社团几乎全部倚重文学遥参与

自然科学的外省有蒙彼利埃尧波尔多尧布雷斯特袁在
这些地方建立的全部或绝大多数的机构都是科学机

构遥 其他地方如康城尧蒙托邦尧南希等地仍然更倾向

于辞藻学和文学方面遥一些 17 世纪专注于辞藻学和

文学的社团开始向科学方面转向遥 以上这些发展使

得法国的学术和科学团体繁荣起来[3]渊P90冤遥
1650-1800 年间袁 学术团体和科学社团数量迅

速上升遥 1700 年以后袁以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为

效仿对象袁各种学术社团纷纷成立遥 1790 年达到数

值的高峰袁有近百个社团遥法国在科学职业发展的道

路上充当了欧洲的先行者遥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至

少新成立了 143 个学会团体遥 有学者总结了与科学

有关的团体情况 渊但不包括考古学尧 地理学和心理

学袁详见表 3)遥

表 3 法国 19 世纪 70 年代新成立的科学团体所属领域

渊单位院个冤[12]渊P215-216冤

三尧发展高峰期院大批职业
科学家的出现

渊一冤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的雏形存在于约翰窑瓦特

的笔记中袁他是个无名的工匠尧白手起家的老师以及

三流的企业家遥 1720 年前的英国袁有许多像瓦特一

样从工匠变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人袁他们都默默无闻袁
靠应用科学和数学谋生袁艰难度日 [14]渊P100-101冤遥 历

史告诉我们袁科学发展的道路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袁最
初科学家的命运也是多舛的遥 如工业革命最早的发

明中最有影响的是约翰窑凯伊渊John Kay冤发明的飞

梭遥 他于 1733 年取得专利遥 这项发明加快了织布的

速度袁并且可以织更宽的布袁同时还使以前需要两个

人干的活变成只需要一个人袁提高了一倍的效率遥然
而这一发明引起织工的不满袁他们害怕失去饭碗遥后
来凯伊辗转他乡推销自己的发明袁但仍运气不佳遥凯
伊感到在英国不安全后移民法国袁 在那里他身无分

文地死去遥 这些最初对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发明家

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遥
工业革命中一开始对新技术的排斥到后来的接

受也反映出了对科学家贡献的认同不是一蹴而就

的遥 科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突飞猛进却是有目共睹

的遥 蒸汽机的改进和应用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袁以小国比利时的情况为例袁1850-1877 年间比

利时的蒸汽机马力翻了十番渊详见表 4冤遥

表 4 比利时的蒸汽机数量以及马力[15]

在全社会见证了科学技术为生产带来巨大推动

力的基础上袁 工业革命才成为科学职业的发展的坦

途大道遥 19 世纪袁科学职业化的发展和科学制度化

的进程在工业中展开袁 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 19 世

纪遥 19 世纪早期袁科学与工业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遥
企业家需要的只是技工袁 对科学研究没有产生认同

和需要遥后来随着工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的发展袁促
使企业资本家为科学家配备工业实验室等袁 并一定

科学通论 17
自然史 3
物理学 2
气象学 2
医学 6
药学 5

兽医学 1
工艺学 7

多学科渊包括人文学科冤 22
科学团体所属领域 数量

年份 机器数量渊单位院个冤 功率渊单位院马力冤
1850 年 2250 54300
1860 年 4961 157177
1870 年 9294 338404
1875 年 12241 510027
1876 年 12638 539864
1877 年 12943 55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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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开始了大学与工业的互动遥 工业发展和技术

创新形成了紧密的互助模式袁 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也

不言而喻地提高了遥
18-19 世纪是欧洲政治巨变的时期, 法国大革命

对学术的影响不容小觑遥 18 世纪 90 年代是法国科学

史上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转折时期袁因为在法国大革

命期间袁法国所有学术团体瓦解了袁随之拿破仑时期

其他政府科研机构也被终结了[3]渊P67冤遥
法国大革命爆发最初袁 法国科学院似乎没有受

到影响袁但随着革命的进行袁形势对科学院越来越不

利袁院士们开始被视为野皇家专制的工具冶尧野书呆子

和江湖骗子冶遥 1793 年激进的雅各宾派上台以后袁法
国科学院与旧制度下建立的其他科学组织一起全部

被解散遥 大革命时袁皇室政府税务官员被废黜遥 许多

人把拉瓦锡看成是人民的公敌野税农冶的一员遥 拉瓦

锡曾经反对接纳马拉加入法国科学院袁 当马拉在法

国革命政府掌权时袁革命法庭通过了判决袁宣布野共
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冶袁拉瓦锡的处决按计划执行遥 当

时 51 岁的拉瓦锡正处于其科学事业的巅峰期袁其他

科学家有的逃离袁有的被监禁遥这些悲剧不得不说是

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遥 随后上台的热月党人很快意

识到袁国家面临各种困难袁需要科学人员出谋划策遥
1795 年袁国民公会将包括法国科学院在内的曾被取

消的文化学术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 野国家科学与艺

术学院冶袁下设科学尧道德与政治科学尧文学与美术三

个学部遥 1803 年袁拿破仑废除了道德与政治科学部遥
1816 年袁路易十八下令恢复旧制袁野国家科学与艺术

学院冶与创建于 1635 年的法兰西学院尧1663 年创建

的法兰西文学院尧1666 年创建的法国科学院整合后

被改组为野法兰西学院冶袁并重新获得其各自独立性遥
科学院得以重获新生遥 1832 年法兰西人文与社会科

学院也加入该机构遥 这期间袁无论名称怎么更替袁科
学部分在其中的人数和比例都是最大的遥改组后袁法
国科学院仍然由国家资助袁不同于大革命之前的是袁
它由一个主要履行科学有关管理职能的荣誉性质的

科学家组织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科研机构遥 法

国革命政府对科学事业的推波助澜使法国的科学出

现了空前的繁荣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大革命期间袁法国科学院给埃及

带去了科学的福音袁 将法兰西研究院的学者们和各

种研究仪器送往了埃及遥 1798 年 5 月 18 日袁学者们

和三万二千名法军一起乘四百余艘战舰和驱逐舰从

法国南部港口土伦起航袁历经两个多月到达了开罗袁
随即开始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遥 存在时间不到 3 年

的埃及研究院实际上是法国科学院的一个临时机

构袁但它取得的成果影响深远[16]遥
总而言之袁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大背

景给科学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带来了机遇袁 但更多的

是挑战和动荡遥

渊二冤科学职业教育的催生

18 世纪末英国的大学中仍以神学和古典教育

为主袁自然科学处于劣势遥除了与航海和采矿相关的

自然学科袁 其他自然学科很少能够得到政府的财政

支持遥随着科学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影响袁科班

出身的科学家在工业部门中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遥
在伦敦以外建立了一些地方大学袁 它们比名牌大学

更重视实验科学遥 但是英国大学最早建立实验室也

是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的遥
17 和 18 世纪对教育基金捐赠的下降伴随着亚

里斯多德派教育理论在大学的胜利袁 这意味着大学

教育越来越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院 文学教育是一种

上层阶级教育遥 这对于发展大学科学来说无疑起到

很好的连接作用[11]渊P37冤遥 技术教育需要的觉醒开始

于 1851-1867 年期间袁数学和物理作为独立的学科

在学校出现是在 1840 年的欧洲[17]遥
18 世纪法国的大学停滞不前袁大学并没有为法

国科学职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遥 工业革命对法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 法国从英国引进了大量的技

术袁急需大量科技人才遥 法国大革命后袁政府意识到

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袁 为了解决从事科学传播的教

师缺乏的问题袁1794 年创办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袁
为国家培养教师队伍遥 师范学校则在培养科学家上

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 这些科学家将会在高等

教育领域谋职遥 1808 年建立的国立大学有了很多科

学类教员袁也慢慢包含了新的职业科学家们遥 19 世

纪早期袁政府机构设置了大量的科学职位袁这些岗位

上的人展现的卓越才能使法国在物理和生物科学领

域的大部分学科分支的成就大大超越其他国家 [7]

渊P38-39冤遥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袁国家对科学技术研

究的重视袁使当时的法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剧增遥
欧洲科学的职业教育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遥 在西

班牙袁科学已经在所有大学的课程之列袁但哥白尼学

说在 18 世纪没有被很好地教授袁或者被提及时被当

作假说袁而不是作为理解自然的力学基础遥 在 18 世

纪的荷兰大学里袁在乌德勒支袁我们能够看到牛顿的

物理学被很好地教授遥 不管是在莱顿尧海德威克尧乌
德勒支袁还是格罗宁根袁不同的各个科学学院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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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论点或每篇论文时都解释其数学原理袁 而不是

依靠机械装置或机器遥 科学的学习种类和对其推广

的时间在西欧各国存在差异遥这些差异有影响袁但并

不是决定性地影响哪些国家工业化和它们何时工业

化[14]渊P131冤遥 德国在法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下袁1821 年

建立了柏林工业学院遥为了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袁创立

了野导师制冶袁培养研究生曰为了培养高级科研人员袁
设立了研究纯粹科学和精密工程的研究学院遥 可以

说袁科学职业教育催生了大批的职业科学家的出现遥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袁 女性在性别上的弱势地

位是比较明显的袁 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的职业化的

发展缓慢前行遥随着时间的推移袁科学对女性的影响

越来越大遥从 18 世纪 30 年代开始袁有一股由牛顿学

派如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窑阿尔加罗蒂渊Francesco
Algarotti冤领引的在全欧洲寻找科学的女性受众的风

潮遥 英国出现了其明确目的是使女性接近科学的期

刊袁这也可能与女性能够使用其剩余资本有关遥 1775
年一本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指南提到袁股票经纪人开始

帮助女性投资并代表她们出现在交易场所遥 18 世纪

80 年代的伯明翰袁技工开始在女校教授课程[14]渊P109冤遥

四尧发展成熟期院科学家职业
身份的最终认同

19 世纪在科学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袁在这个

时期里袁诸多重大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遥新工具

和新方法不断涌现袁提供了通向元素尧恒星和宇宙之

门的钥匙遥科学家相互启发尧互相竞争发明的优先权尧
互相尊重以及诚恳的辩论使科学思想百花齐放遥

19 世纪是科学和科学家都已进入成熟的年代袁
实验方法和实验步骤益趋复杂袁这一趋势持续到 20
世纪遥 19 世纪末期袁科学家的身份完全从业余转向

专业遥 随着新材料尧新方法的出现袁科学研究领域进

一步拓宽袁各专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遥科学发展与社

会和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袁 这明显体现在科学

的前进需要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经费支持袁 这些支持

能让科学家们拥有更完善的实验设备袁 进行更多的

地质勘探以及得到更多的正规培训等遥 科学不断走

向复杂化袁经历了 18 世纪惊人的进步之后袁各个学

科领域达到了新的成熟并发展到新高度 渊从表 5 中

可以看到 19 世纪以来各国医学领域的成果层出不

穷冤遥 各门学科之间的边界或多或少已被确定袁18 世

纪的通才都已让位给专家遥 19 世纪的科学已经变得

如此复杂袁对于个人来说袁如果不深入钻研某一领域

或学科袁则很难做出重大的贡献遥 19 世纪还见证了

炼金术及其神秘主义的消亡袁 接二连三的新发现导

致更为合理的科学解释袁 神秘主义的残余终于被科

学彻底抛弃遥

表 5 各国医学领域的新发现渊1800-1926 年冤
渊单位院个冤[11]渊P42冤

皇家学会不时地从其赞助者和政府得到财政资

助遥 王室给予的特殊补助金使皇家学会能够从事一

些主要的考察和工程袁这些与政府在航海尧贸易和殖

民地扩张等方面的利益有着最直接的关系遥 例如袁
1761 年和 1769 年皇家学会参与的金星过境尧18 世

纪 80 年代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子午线的确立尧 或从

1767 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格林威治的天文观测数据袁
这些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是不可能完成的遥
所以有学者认为袁 研究机构与政府之间以及科学和

社会之间的更深层的联系是 17 世纪科学组织形式

的主要进步遥它们向 18 世纪的其他科学学术团体预

示了一种新的尧更有效的特点袁那就是皇家学会这种

模式很难被模仿和超越[3]渊P66冤遥 这是政府对科学发

展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促进作用的体现遥
科学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产生了新的科学分支遥

科学进步要求越来越昂贵和特殊的设备袁 只有靠来

自公共机构的资助尧共享研究与开放的资源袁以及来

自政府的资助袁才能得到足够的经费遥哥白尼独自坐

在箭楼里用自制的粗劣仪器袁 不分昼夜地观察天文

就能自成天文学体系譺訛袁 或者是未经正规科学训练

的富兰克林从商人转向电学就能对科学研究做出重

大贡献的时代已经不可复制了遥不同于过去袁现代科

学越来越需要高度的客观和严谨袁 并且在智力交换

的基础上从群体中受益遥 科学组织和科学教育在 19
世纪的进一步完善为科学职业发展的最终完成奠定

年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其他 未知 总数

1800-1809 2 8 9 5 2 1 27
1810-1819 3 14 19 6 2 3 47
1820-1829 1 12 26 12 5 1 57
1830-1839 4 20 18 25 3 1 71
1840-1849 6 14 13 28 7 要要要 68
1850-1859 7 12 11 32 4 3 69
1860-1869 5 5 10 33 7 2 62
1870-1879 5 7 7 37 6 1 63
1880-1889 18 12 19 74 19 5 147
1890-1899 26 13 18 44 24 11 136
1900-1909 28 18 13 61 20 8 148
1910-1919 40 18 8 20 11 7 99
1920-1926 27 3 3 7 2 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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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实的基础遥

五尧结 语

科学概念来自西方袁 科学职业的最初发展也应

该回到西方的语境中来探讨遥近代以来袁科学职业始

于科学业余爱好者的兴趣和好奇袁 继而自发性地集

结成立各种学术团体袁 逐渐被政府认可和接纳并大

力支持袁随之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发扬光大遥经过几

个世纪的历练尧蜕变和积累袁科学家职业最终在 19
世纪成熟化袁 前赴后继的科学家们在世界科技史上

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袁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遥
英法科学家职业的发展和认同源于其独特的科

学文化模式遥 英法的科学先驱者们在长期的科学实

践活动中形成的基于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科学精神

是科学发展的动力遥 这种对知识无尽索求和向往的

精神既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袁又
进一步在社会中扩大影响袁 深入大众袁 传播科学理

念遥 英法最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们在众多领域做出

卓越贡献的根源在于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尧 虔诚的科

学态度尧不迷信权威的原创精神等等遥这些正是对英

法科学文化的传承和回应遥另外袁徒有科学精神必然

是不足的袁还必须与科学的实验方法相结合遥科学是

需要身体力行地实践的袁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遥 英法科学家们用无数的试验和探索一步

步使科学从神学中抽身出来袁 独立并强大了科学本

身遥
在科学家职业发展的过程中袁 科学研究的学术

社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袁它是连接科研野个体户冶
与政府的桥梁遥 17 和 18 世纪是学术社团蓬勃发展

的时期袁 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有着最耀眼的

学术地位遥 这两个国家最高科研团体和机构对两国

科学的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尽管各自都经历

了几百年的风雨袁 但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依

然屹立不倒且焕发着勃勃生机遥 2006 年 4 月 18 日

法国科学院成为公共法人实体袁 并在颁布的科研规

划法的框架内行使其职责遥 法国科学院在科学体制

格局中拥有独特的法律地位袁 其宗旨是鼓励和保护

研究精神遥从创立之日起袁法兰西科学院就致力于科

学的发展并提高教育和出版物的质量袁 以及在科学

领域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袁 这种双重职能随

着知识的不断发展与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强遥 两个

团体的制度管理也可圈可点遥 院士的选拔聘用上体

现出追求卓越性尧开放性和跨学科性袁不拘囿于本国

人才遥 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通过定期的学术

会议和出版高水平学术刊物发布最新的科技消息尧
科技政策及其他有关科技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报告袁
扩大了科学对国家尧社会尧人民群众的影响力遥

毋庸置疑袁 科学职业的发展与学术社团是密不

可分的袁这些学术社团被后人称为野科学共同体冶遥欧
洲的科学社团对科学的进步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表现在推动学术交流尧促进科学教育尧清除科学发展

的障碍尧指导资助科研工作等等遥学术社团等汇聚了

社会上不同阶层的热爱科学的野战友冶袁吸纳了各行

业的人才袁起到了科学的先锋作用袁也进一步提高了

科学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袁推广了科学的概念袁使人

们对科学更为重视和尊重遥
科学家基于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的目的对新知

识的创建应用研究袁 或是纯粹在科学好奇心的驱使

下进行知识和理论创新的基础研究袁 都是对一个国

家保持其经济与文化的活力不可或缺的遥 英法两国

在这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袁 并适时进行调

整遥总的说来袁两国的科学家职业化发展历程和科学

发展的经验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宝贵财富遥

注院
譹訛 参见皇家学会在 1774 年 1807 年和 1943 年出版的 叶哲学

学报曳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冤的目录遥
譺訛 1506 年哥白尼回到波兰袁先是住在他舅父的官邸袁整理他

从意大利搜集到的天文资料遥 1512 年其舅父病死袁哥白尼

便迁到弗隆堡居住袁一直到逝世遥 在弗隆堡袁他买下一座

箭楼袁建立一座小小的天文台袁此地后来被称为野哥白尼

塔冶袁自 17 世纪以来被作为天文学的圣地保存下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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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world and human lif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cientists has its own development story.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re important periods for scientists爷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more and more
scientists made a living from scientific work, an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cientists started from the interest and curiosity of amateur
scientists, and then they spontaneously assembled to form various academic groups, which are gradually accepted
and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fter centuries of
experience, transformation and accumulation, scientists eventually completed their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 by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tis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eserves study.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will help us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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