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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导向型研究虽然帮助我
们产生了很多宝贵的原创性知识，
但强经验性的特征却也暴露了中
国学派在研究上的弱理论性这一
先天不足。

不过，重理论、轻经验恰好是
欧美工程哲学的典型特征。

工程哲学为何能在中国兴起
姻尹文娟

一

21世纪之初，中西方技术哲学在差不多的
时间内出现了一个相同的转变，即关于工程的
哲学式思考从原有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中独立
出来，宣告了工程哲学的诞生。中国以 2002年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出版《工程哲
学引论》为标志，欧美世界则以 2003 年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教授 L.布希亚瑞利出版

为标志。
此后的 20余年里，为进一步从哲学视阈深

入挖掘、拓展和丰富与“工程”相关的研究，中西
方工程哲学研究者先后出版了系列著作，成立
了专业的学术组织，创办了有关期刊，持续在国
内外召开学术会议。

尽管由于学术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语境
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学者在推动工程哲学发
展壮大上走向了迥然有别的道路，但不可否认
的是，双方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在各自
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公允地说，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由西
方学者率先开创的，然后传入中国并极大地影
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但工
程哲学却是中国学者独立开创的。不仅如此，在
推进这一新学科分支建制化的各项举措上中国
还略早于欧美世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
程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原创性的理论
创新，提炼了符合中国语境的概念范畴和解释
体系，提出并阐释了一个以“科学 -技术 -工程
三元论”“工程本体论”“工程演化论”“工程方法
论”和“工程知识论”为核心的“五论”研究框架。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李伯聪等学者所
著的《工程哲学（第四版）》就是以“五论”体系为
核心内容，集中、系统地呈现了中国工程哲学 20
年来的研究成果，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工程实践
和工程哲学思想打开了一扇窗。

二

本土化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工程哲学展
现出了特有的气质和品格。中国工程哲学研究
一个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强烈的实
践导向性。

这是因为从现实基础上看，中国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39个大类、191个
中类、525个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
中国正在进行着全球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这
其中必然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活动经验并吸取了
深刻的教训，为客观准确地认识工程、反思工程
提供了必要的事实材料。

从内在逻辑上看，工程是直接的生产力，这
就意味着工程是处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交界
面上的，那么工程实践中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
为科学技术问题，工程这一先天的社会属性决定
了工程中处处蕴含着深厚的哲学问题。

中国工程哲学研究者总是以本土真实的工
程实践为原本，从实践中认识、思考、推演、提炼
工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再以生成
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指导未来工程师的思维和工
程实践活动。

实践既是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逻辑终点。这种朝向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更有着强烈的现实价值，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
阐释者在场的重要体现。

哲学的价值和生命力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
语言和文本的空洞阐释上，更应该体现在其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上，恰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

三

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
是中国学派的形成。自 2004 年中国工程院正
式立项工程哲学研究开始，中国工程师和哲学
家就开启了长达 20 年之久的持续、稳定的学
术合作。

在历届学术会议中我国工程师和哲学家都
始终坚持身体、思想同时到场，双方思想碰撞、
相互交流、共同探索、澄清问题、达成共识，不仅
增进了对彼此学术领域的认知和了解，更产生
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中国工程师与哲学家建立的这一稳定的学
术同盟在世界工程技术哲学史上可谓绝无仅
有，而工程师的时常缺席恰是西方工程哲学一
直囿于理论争论、未能有效突破、“坐而论道”、
“纸上谈兵”的主要原因。

中国学派不仅确立了工程哲学“五论”的研
究纲领，而且用“四个面向”确定了中国工程哲
学的研究内容和旨趣———工程哲学是面向和研
究工程实践的哲学，是面向和研究直接的、现实
的生产力的哲学，是面向和研究工程管理的哲
学，是面向和研究工程思维的哲学。

如果说投身并关注本土工程实践映射出的
是中国工程师对国家现实问题深厚的社会责
任感，彰显出的是中国工程师高度的责任自
觉，那么工程师主动、长期、切身地深度参与哲
学探讨，与哲学家共同学习、对理论进行协同
创新，则彰显出中国工程师高度的理论自觉和
哲学自觉。

在过去的 20年时间里，中国工程哲学研究
一直着眼于立足中国文化语境、针对中国工程
实践问题、坚持理论研究和案例并重，提炼、构
建符合中国逻辑的哲学话语体系。

四

有一点需要提出来，实践导向型研究虽然
帮助我们产生了很多宝贵的原创性知识，但强
经验性的特征却也暴露了中国学派在研究上的
弱理论性这一先天不足。不过，重理论、轻经验
恰好是欧美工程哲学的典型特征。

这就意味着，中国工程哲学在下一个发展
阶段要想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理论水平，从而更
好地应对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
色色的工程实践问题，就不能满足于停留在本
土化的自我成长中，而是要进行切实有效的国
际化融合，取长补短，用他山之石攻本土之玉，
以包容积极的心态向西方工程哲学同行学习。

工程属于“行”，哲学属于“思”，二者想要有
效联姻就要充分兼顾双方独特的精神特质。不
关注现实具体工程实践的“行”，哲学之“思”就
会因缺乏根基而成为无源之水；不夯实拓展理
论之“思”，又会让工程固步自封，难以远“行”。
因此具体、适度地兼容和学习欧美工程哲学是
中国工程哲学未来发展的题中之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向西方同行学习不应
该采取单向度的输入学习模式，而是要采用
“输出输入双向度国际化”模式，即在追踪、引
进和介绍西方工程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也
向西方介绍中国工程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和
案例研究。

我们要有能力、有勇气将世界眼光与立足
本土实践相结合，这恰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在哲
学领域的表现。正如《工程哲学（第四版）》“序
言”结尾所呼吁的，中国学派在研究工程、构思
工程、实施工程、评价工程的过程中，眼中要有
大境界，心中要有大气魄。

（作者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工程哲学（第四版）》，殷瑞钰、李伯
聪、汪应洛、栾恩杰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年 6月出版，定价：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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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美国哈珀出版社出版了英
国作家 Simon Winchester（西蒙·温切
斯特） 的著作

（知吾所知之知识传递过
程：从古代智慧到现代魔术）。

温切斯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地
质学专业。他已出版 20多部著作，其中
有多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已经
译为中文的著作有《教授与疯子》《爱上
中国的人：李约瑟传》《OED的故事》以
及刚刚出版的《追求精确》。由于其杰出
成就，2006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
国勋章。

知识获取和传承对于人类生存是
至关重要的。古人必须知道，火可能是危
险的、水会淹死人、冰雪会冻死人、被马
蜂蜇了是很疼的甚至是会要命的。被某
些自命不凡的现代人嗤之以鼻的传统知
识（中医药）其实是无价之宝。

例如，2004年 12月 26日发生的
印度洋海啸导致 23万人死亡，但属于
海啸重灾区的安达曼群岛上的 3 个
土著部落约 500人却没有一人丧生，
原因很简单，他们拥有祖祖辈辈传下
来的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逃生的
传统知识。

本书详尽地考察了人类从古到
今是如何获取、保存和传递知识的。
为此，作者首先考察了“知识”这个概念，接着
讨论了儿童的教育；旨在存储知识的各种发
明———百科全书、图书馆、博物馆等；分发信息
的各种方式，如图书、照片、电视、互联网；操纵
信息的各种方式，包括宣传和公关；帮助人处
理知识的手段，如计算机、GPS和人工智能。

温切斯特考察了书写系统的发展，从羊皮
纸卷到书本的演化。他还论述了纸张、印刷机

和报纸的发明所产生的影响，错误信
息的传播以及政府部门或政治派别
对信息的控制。

另外，他在书中介绍了世界上最
早的知识检索博物馆———Munda-
neum，这是由比利时法学家、索引技
术之父 Paul Otlet （1868—1944）和
19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Henri La
Fontaine（1854—1943）共同构想的项
目。该项目搜集了当时已知的全部
知识并编制了索引卡片。1940 年，
纳粹军队破坏了该项目搜集的图书
和索引卡片，项目的一些残留之物
目前储存在比利时北部一个潮湿的
地下室里。
不言而喻，温切斯特也十分关注

计算机、超文本的发明、万维网的问
世、2001年间维基百科的首次发布以
及人工智能的巨大进展。

作者对本书主题引人入胜的叙
述中穿插着世界各地一些杰出个人
的故事，包括哲学家、宗教人物、博学
多才者、发明家和科研人员，如孔子、
亚里士多德，以及北宋的沈括
（1031—1095）、英国数学家查尔斯·
巴贝奇（1791—1871）和英国历史学
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1800—
1859），还有谷歌公司的掌门人拉里·
佩奇、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谢尔
盖·布林、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
-李，等等。

温切斯特要处理的主题是宏大
的，但他善于从具体事件入手，渐次
展开。例如，他追踪了 1883年印度尼
西亚喀拉喀托火山喷发的消息是如
何传播的，分析了几幅标志性的新闻
照片为何受到持久关注或是被压制。

本书压倒一切的关注点是思考
未来。他写道：“如果机器能够替我们
获取一切知识，为我们进行思考，那么
请问———我们还有必要存在吗？”如果
有了 GPS，读懂地图就成了过时的技
能；如果计算机可以为人类做数学题，
如果不再需要记忆东西，那么人的思
维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人都不必思
考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句名

言还成立吗？
“总而言之，由于电子学的奇迹，知识被如

此迅速地、不停地、如不可阻挡的洪水般地抛
在我们眼前，我们还会珍视知识吗？”他继续问
道，“在这一狂怒的激流中，思维会变成什么
样？我们还会有获得智慧的机会吗、我们还需
要智慧吗？如果不再有智慧之人，世界将成为
什么样子？”

无论多古怪的问题都值得给出正经的答案
姻丁子承

清明时我带家里 8岁的娃回老家扫墓。3个
小时的高铁行程，娃带了两样东西打发时间：一
样是 iPad，另一样是兰道尔·门罗的书《what if？
2：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又来了》（以下简
称《what if？2》）。

如果不是担心娃的视力健康，我宁愿娃只
带 iPad回去。因为他看 iPad的时候非常安静，
但是看《what if？2》的时候实在太烦了。他会不断
地拉着我说：“你看这一页真好玩”“你看这问题
真好玩”……

由于每翻一页他都会拉着我说上 10遍，所
以我现在把整本书的问题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什么“如果在家里蒸发一个铁块会怎样”（谢邀，
刚打完架。会收获一个与你不共戴天的邻居），

什么“如果天上下口香糖雨会怎样”（在家里地
板上踩到口香糖的爸爸认为儿子的屁股会遭
殃），等等。

其实我只想问：如果高铁车厢窗户能打开
会怎样。因为我想爬到车厢上面去躲问题。

不过很快我又庆幸自己没那么做，因为我
紧接着看到一个问题，差点儿让我从座椅上笑
得掉下去：我想减重 20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需要把地球上的多少质量“扔”到太空？

如果只有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本书也不至
于让那么多人推荐。除了那些脑洞开出天际
的问题外，这本书让人更加赞叹的地方是，不
管什么问题，作者都会给出一本正经的答案。
就像上面那个蒸发铁块的问题，作者首先列
举了铁和其他金属的沸点，然后计算了蒸发铁
块需要的能量，最后讨论了蒸发对大气（和邻
居）的影响。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既不是
里面稀奇古怪的问题，也不是作者一本正经的
答案，而是整本书中没有明说，但从第一个问题
开始就明白无误展现出来的态度：无论多古怪
的问题，都值得给出正经的答案。

做家长的肯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孩子会缠
着你问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也许一开始你还
有耐心回答，慢慢地你会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干
脆拿出 iPad把孩子打发到一边去。毕竟这些问
题又难回答，又“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门罗不一样。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问
题，他都会动用各种科学知识，尝试给出一个科
学框架内的合理回答。即使撇开回答本身的科
学性，单单是这种一本正经对待每个问题的态
度，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是在鼓励他们更多地
提出问题，也是鼓励他们更多地观察世界、更多
地深入思考。

无疑，这会给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做科学研究的人经常会被问到“你研究这

个有什么价值”。如果刚好研究的内容和技术
的进步、人类的福祉有相关性，那当然可以滔

滔不绝地阐述一番。但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
兴趣和好奇做的研究呢？是不是这些研究就
没有价值呢？

国外有个“搞笑诺贝尔奖”，从 1991 年至
今已经办了 32 届；国内也有“菠萝科学奖”，
从 2012 年一直办到今天。它们的颁奖对象都
是看起来没什么意义的研究内容。比如，前几
年的获奖者胡立德博士的研究给我的印象很
深，他的获奖研究是“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滴
砸死”。这个研究有什么现实价值吗？好像没
有。但上个世纪 60 年代，日本海洋生物学家、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修研究水母为什么会
发光的时候，有谁会想到由此发现的绿色荧
光蛋白会成为生化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工具之
一呢？

不过这个例子还是在试图用一种很功利性
的结果去给非功利性的研究增添意义。想想自
己的小时候吧。当你问出“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时候，你想知道的难道是蓝天能给你带来什么
利益吗？当然不是，你问那个问题，完全是单纯
地想要知道答案罢了。

只是随着年纪日渐增长，你会听到人们一遍
又一遍地问你“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于是慢慢
地连你自己也开始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意义，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喜欢旅行，但不喜欢抵达。”科学研究最

初的动力是很纯粹的。那里有个古怪的问题看
起来很好玩，我想去研究。仅此而已。

我想，作者把一个 5岁孩子提的问题放在
本书的第一篇，就是为了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作者那样给出机智风趣
又一本正经的回答，但至少有一点肯定可以做
到。那就是不管孩子提出什么问题，不要问“这
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而是认真对待那些问题，
和孩子一起努力寻找正经的答案。

保护孩子可贵的好奇心，也是唤醒你自己
失去的好奇心。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What if？2：那些古怪
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又来
了》，[美]兰道尔·门罗著，邓
舒夏、尔欣中、苟利军译，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
4月出版，定价：88元

几何学有多强大
姻胡逸飞

几何学的发展历史横跨数千年，从古埃及
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文艺复兴时期的解
析几何和笛卡尔坐标系的引入，到 19世纪黎
曼、罗巴切夫斯基和波伊亚提出的非欧几里得
几何，再到 20世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几何
解释，以及现代拓扑学、微分几何等领域的不断
扩展，几何学一直在不断发展，为人类对现实世
界的理解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和视角。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何形状无处不
在，从自然界的美丽花朵到人类设计的建筑，再
到浩瀚的宇宙结构，它们都遵循某种几何规律。
《几何学的力量》一书深入探讨了隐藏在各种现
象背后的几何学原理，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重新
审视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书中展示了几何学在现
实世界中的力量，使我们认识到几何不仅是一门
学科，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

作为一名热衷于数学科普的人，我非常喜
欢与大家分享数学的美妙之处。在阅读了本书
后，我发现它正是我所追求的那种能够展示几
何学魅力的作品。

本书涵盖了几何学在信息、生物学、策略、
民主等领域的应用，以及几何学在艺术、哲学
和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书中的实例丰富多彩，
使得复杂的数学概念变得生动有趣。

作者开篇就提到教育领域对几何学的误
解和误用，对此我深有同感。僵化死板的教学
方式实际上掩盖了几何学的真正价值。如果没
有像罗巴切夫斯基、波伊亚和黎曼这样具有非
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物，我们可能仍然停留
在欧几里得时代，那么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
如爱因斯坦场方程或许也无法面世。

此外，作者还通过庞加莱的“第四几何（挤
压几何）”这一概念，突显了几何学在物理学领

域的重要地位。而第四几何对洛伦兹时空研究
的深远影响，表明了几何学在科学发展中所扮
演的关键角色。

在洛伦兹时空中，光速被内置到几何中，
这与挤压平面的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挤压平
面可以看作是相对论物理学的一个简化版本，
它假设空间只有一个维度，而不是三个维度，
与时间的一个维度结合形成二维时空。尽管庞
加莱提出了第四几何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发展
出相对论。

1905年，爱因斯坦从对称性的角度推翻
了物理学的传统观念，开创了相对论。随后，数
学家开始将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转化为几何
基础。

德国数学家艾米·诺特在 1915年建立了
对称性与守恒定律之间的基本关系，将一系列
杂乱的计算整理成一个纯粹的数学理论。诺特
的理论为物理学和数学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的贡献被永远铭记在科学史册中。

在经济学领域，作者讲述了在金融数学和随
机过程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法国数学家巴舍
利耶，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观察到债券价格波
动，提议用数学方法来分析这些波动。尽管庞加
莱对将数学分析应用于人类行为表示怀疑，但他
最终对巴舍利耶的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巴舍利耶的工作一开始没有得到广泛认
可，但他的观点后来在数学金融领域变得非常
重要。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在其代
表作《漫步华尔街》中就运用了巴舍利耶的观点。
《几何学的力量》一书中还讲述了马尔可

夫链与香农信息论在通信技术领域的重要性。
马尔可夫最初专注于纯粹的抽象概率论，对实
际应用并不关心。最终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
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歌中。马尔可夫对普希
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了字母分析，发
现辅音和元音之间存在特定的概率关系。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得对文本的更复杂
分析成为可能。谷歌研究总监彼得·诺里格使用
了一个庞大的文本语料库来计算字母之间的概
率。他发现，英语中字母序列的出现频率受到马
尔可夫链的影响。通过将文本视为字母或双字
母组序列，可以进一步了解英语文本的结构。

香农使用马尔可夫链根据双字母组的概率
生成了类似英语的短语。进一步扩展到根据婴
儿名字列表生成名字，马尔可夫链可以捕捉到
不同时代的命名风格，并呈现出一定的创造性。

在此仅简要介绍了其中几个主题，事实上
整本书包含的主题超过 70个，揭示出几何学在
科学、技术和人文领域中的广泛影响，并通过实
例让读者感受到几何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
用。这既为专业人士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启发，
也让普通读者领略了几何学的优美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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