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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ts broad sense，popular scientific knowledg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namely，the core layer，
the intermediate layer and the peripheral layer. The core layer refers to the simplified scientific knowledge under a
philosophy of“academic science”，complying with Merton’s CUDOS Criterion. The intermediate layer represents post-
academic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manufacture and real life，complying with Ziman’s PLACE Criterion.
And the peripheral layer，is liv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society and culture，complying with Zeng
Guoping’s BASIC order. Each level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y purpose， philosophy， content， pattern，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other aspects. There are no absolute boundaries among the three levels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but
there is an obvious trend from“ pure” basic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culture -penetr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Detailed
segmentation and deep analysis of popular scientific knowledge may provid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with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摘 要] 基于对科普知识的广义理解，将科普知识分为核心层、中间层与外围层三个层面。核心层是在“学院

科学”理念下的简化的科学知识，遵守默顿的 CUDOS 规范；中间层是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后学院科学知识，

遵守齐曼的 PLACE 规范；外围层是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生活科学知识，遵守 BASIC 规范，且各层次从目的、

理念、内容、模式、物化表现等方面都各具特点。这三个层面的科普知识从核心到外围没有绝对界限，但从

“纯净”的基础科学知识到社会、文化因素渗透的趋势越来越强。科普知识的细分与深层剖析为更好地开展科

普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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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含义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理

解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

的情景交织中不断深入和丰富，科学是“被揭

示的事实、真理”这一简单的实证主义立场已

不适用，科学知识是客观世界的表象的二元观

点被解构，内在其中的社会性得以突显。在这

样的背景下，科普从狭义的科学的“代言人”

走向广义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交流与利用

以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

思。科普知识必然地不再狭义地是对科学知识

的简单转译，而是走向广义的既包括核心的基

础科学知识，同时也包括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

后学院科学知识以及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生

活科学知识的多层次结构。

1 广义科普知识：内涵和疆界
现实中科普一词有泛化的倾向，似乎任何

一个掌握某种知识的人向另一个没掌握的人

进行传授都叫科普。事实上这样的过分泛化

会导致只有“普”而没有“科”了。科普知识

有必要全面丰富地展示科学的形象，注意到

科学的有限性，重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

们也有必要“理性地捍卫科学”[1]，不过分抬

高科学知识的位置，但也不完全取消科学知

识的客观规范性。所以有必要对科普知识进

行定位和划界。

科普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传播普及，它传播

普及的内容是科学技术的，而手段往往是人文

社会的，对象更是打上了各种地方性特色的

人。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一方面，

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理性和普世的价值观；另

一方面，传播普及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

科普知识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知识，但科学

技术知识本身如何定义却又是不断丰富和发

展的，这就给科普知识提供了新的内涵。古希

腊圣贤认为真的意见或信念被证实后才叫知

识[2]。此后不管是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还是

休谟等人的经验主义，抑或康德将二者的综

合，都坚持知识是客观的、可证实的观点。自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起，有人将知识分为自

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纯知识”

和“不纯知识”。19、20 世纪的知识社会学大

师迪尔凯姆、曼海姆等人也秉承了“知识二分

法”。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配

得上知识的称号，如皮尔逊就是典型例子。以

上关于科学知识的认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

就是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来源

于理论与事实相符合，并能被证实或证伪。

但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本性的理

性认识发生了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继而建

构主义科学知识论的转变。“客观知识”受到

了广泛挑战，如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主

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詹姆

斯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

存在主义等都把知识奠基于人类的生存实践

活动之上[3]。此后更有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

挑战，如在布鲁尔看来，科学知识是“得到集

体认可的信念”[4]，而不是对外在客观事物的

反映。信念总是受历史、社会、个人主观等因

素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人文社会因素不断

地被加入到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扩散的各个

环节中，反思批判的视角越来越占据了 STS

研究的主流市场。如今 technoscience、socio-

science、sociotethnology 等复合词的出现又为重

新认识科学知识提供了启示。

这样的一些变化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告诉我

们，对于科普知识不能停留于传统的狭义的理

解，而有必要进入到广义的理解。

2 广义科普知识：分层与解析
“科普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发展的

每个阶段都受同时代的社会、经济、科技、文

Keywords： generalized popular scientific knowledge；demarcation of knowledge；hierarchy of knowledge；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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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哲学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和影响。”[5]哲学作

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认知与实践具有基础性

的影响，那么不同的科学观便会与不同的对科

普知识的理解相照应。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

下的知识图景是理性的、高深的、纯粹的、脱

离大众的、受人尊敬的，是无可置疑的真理。

与之相应，科普某种程度上是对被认为无知的

公众的一种施舍，那么，科普知识只是对科学

知识的简化和翻译。而当代科学论、科学实践

哲学揭示了科学的新的内涵和本质，如科学知

识的建构性、地方性和实践性，科学具有不确

定性和风险性，以及科学不仅具有知识性维

度，而且具有文化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生产

性维度。科学回到生活世界中，从作为自然界

表象的科学到作为实践方式的科学内涵得以

大大的丰富。社会性内嵌于科学之中，而科学

也不断地生产着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界。在

科学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下，科普知识不再仅

仅是简化的学院科学知识，它还应包括与生

活、生产相结合的产业科学知识，以及与社

会、文化相结合的生活科学知识，这就大大扩

充了科普知识的范围，也丰富和发展了科普知

识的结构。

可见，我们所说的科普知识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层次的。有文章已经提出“从学院科学

到后学院科学和生活科学”[6-7]，实际上，这里

涉及默顿规范 （Communalism、Universalism、

Disinterested、 Originality、 Organized Skepti-

cism，CUDOS） 代表的学院科学、齐曼规范

（Proprietary、 Local、 Authoritarian、 Commis-

sioned、Expert，PLACE） 代表的后学院科学

（产业科学） 和生活科学及其规范 （Basic living

demands、 Availability and perception、 Social

knowledge、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Cultural tradition，BASIC），体现出来的是知识

的层次性。

这有点类似于拉卡托斯关于知识的“内

核、幔层和圈层”理论，将科普知识分为核心

层、中间层和外围层。其中，理论体系包括一

个“硬核”，即它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

原则反映了一个体系的本质。在硬核之外，每

个理论体系还有一个“保护带”。它包括一些

辅助性的观点和按照这个体系的基本原则发展

起来的理论。这个保护带是可以修改的[8] 。图

1 展示了关于科普知识的核心层、中间层和外

围层的划分。

各层次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总体上，

由内而外，从“科”到“普”的意味越来越浓。

生产、生活、社会、文化的因素不断渗透到简

化的纯粹科学知识原理之中，形成丰富的内涵。

核心层是简化的科学知识，是科普知识最基本

的理论原则，是狭义的科普知识，是必须坚守

的。而在核心之外是社会化、人文化，甚至时

尚化了的科学知识，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

断丰富和发展的，是广义的科普知识。因此，

中间层是与生产、生活结合的科普知识，外围

层是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科普知识，但是狭义

的科普知识概念仍然处于科普的核心。

科普的这三个层面，表 1 中尝试了进一步

的解读。
表 1 科普知识的层次结构

实证主义的科
学

PLACE

提高生产技能，
提 升 竞 争 力 ，
获取经济实力
或工作能力

实用主义的科
学

外围层 （与社
会文化相结合
的科学知识）

BASIC

实践与文化的
科学

更 好 的 生 活 、
更 好 的 社 会 ，
将科学的生活
内化为现代人
的生存方式

核心层 （简化
的科学知识）

CUDOS

传播科学知识，
消除迷信和愚
昧，培养下一
代科技人才

中间层 （与生
产生活相结合
的科学知识）

规范

目的

理念

高秋芳 曾国屏 广义科普知识的划界与分层理论探索

图 1 广义科普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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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 CUDOS 模式照应下，学校教育

中讲授科学知识和原理、科学技术博物馆里展

示科学知识和原理，核心依然是科学知识的传

授，目的在于精确地教授科技知识，对象大多

是青少年，目的是为未来培养更多的科技人

才。传播模式通常是“缺失模型”[9-11]，在这

个模型中，公众只是无知的一群，被动地等待

和接受科学家来用科学知识填补他们“空瓶”

似的大脑。科学素养的评价体系代表是米勒体

系。米勒体系的理论根基就在于倚重科学知

识，认为科学知识是有效的、科学知识的证据

来自观察、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实验进

行检验、科学知识的特殊的认识论地位、科学

知识作为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等等。从规范

制度上看，核心层的科普一般是针对学生、专

业科技工作者等，这类科普知识和活动投资

长、见效慢，要求公益和资助，往往借助权

威。核心层的科普发生于学校教育、科学著

作、科技博物馆这样一些平台或场所，特点是

有较高的科学含量和权威性、专业性，因此，

针对的受众是少数，主要通过课堂教育和课外

科普基地的教育来进行。物化表现上主要是课

堂教学、科普教材、科技类博物馆等。

正如彼得·布洛克斯所说：“对鼓动和推动

普及活动的哲学和模型的阐释，很少被关注，

由于缺乏这样的阐释，对普及的任何理解必然

都依赖于默认的假定，即真正的科学是好的，

公众是需要理解科学的。”[12]认为公众对科学

的理解与对其支持度成正比。

但事实上，科普知识的意义并不在于鼓励

每一个公民去做科学家，不会要求大众都理解

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致力于公众在科学素养

提高的基础上，如何在生活世界中更好地应用

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如何在实

践工作中更好地发扬勇攀高峰、追求创新的科

学精神。这实际上就进入到另外两个层次的科

普知识之中。这两个层次的科普知识是“贝尔

纳范式”下的科普观所统摄的。贝尔纳认为科

学除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传统，作为一种方

法、作为一种社会生产要素之外，还特别强调

现代科学的社会建制化特征，并认为是构成我

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形态的最强大

势力之一[13]。他注重科学与社会、文化等所有

外部因素的关系和互动。广义的科普与贝尔纳

意义上的科学相呼应，这就需要克服传统科普

的线性模型、理解的缺失模型以及对科学的确

定描述，反思科学与公众的关系、科学知识源

与受体的关系，进入“民主模型”[14]与“内省

模型”[15]以及“情境模式”[16]之中。将公众纳

入到科学传播普及的积极主体范畴，而不是等

待灌输的被动受体，二者形成交流、互动进而

共生的关系。因此，科普知识的中间层是齐曼

意义上的产业科学的科普知识，它与生活、生

产结合，具有 PLACE 的精神气质。齐曼指出

“真科学”是真实世界中的科学(real science)，

而不仅仅是学院科学；科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并

不只是一项个人爱好或一种文化传统，它是国

家预算中的一项。科学“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

自组织社会系统，它机会主义般地适应变化着

的环境”[17]。在后学院科学中，科学知识的生

产附着于物质生产，科学知识的结构被镶嵌到

产业结构中去了。科学在此真正地成了一种劳

动组织形式。相应的，中间层的科普知识主要

内容是产业化的科学知识，目的是提高生产技

能，提升竞争力，获取经济实力或工作能力，

续表 1

学校教育、科
学著作、科技
博物馆、科技
周、科普日

缺失模型

学院科学

青少年

宇宙、地理、
物理等基础科
学知识
更多与学校的
教学体系相联
系

较高的科学含
量和权威性、
专业性

社会主要创新群
体

缺失模型、内
省模型

后学院科学

科普惠农、企业
工作者的科技交
流、培训，企业
的科技产品宣传

产业，企业，尤
其高新技术产业
等
更多与社会经济
相联系

范畴

物化
表现

内容

模式

特点

对象

较强的产业性，
讲求投入与产出
比

核心层 （简化
的科学知识）

中间层 （与生
产生活相结合
的科学知识）

生活科学
内省模型、与
境模型、民主
模型
科普剧、科幻
片、现代科学
中心、科普节、
科普频道等

健 康 、 疾 病 、
饮食、交通安
全，等等
更多与公民日
常生活相联系

贴 近 生 活 性 ，
甚至娱乐性

所有普通大众

外围层 （与社
会文化相结合
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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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的科普活动针对社会主力劳动者和主

要的创新群体，可以带入产业性，要求产出和

经济效益，但在让企业参与的同时要保证信息

的真实可信赖性，可以半公益或准公益。物化

层面表现为科普惠农、企业工作者的科技交

流、培训，企业的科技产品宣传等形式。

外围层是最广阔的，无边界的与社会、文

化相结合的科普，成为生活和文化中的 BA-

SIC。这个 BASIC 规范下的生活科学知识才是

科普最大的一块，但是在现实中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我们不难感觉到物化的科学知

识——技术产品，越是渗透我们的生活，却越

是让人们对其感到陌生和脱离。技术产品通过

人性化的设计将其高深的科技知识“黑箱化”，

只要按键，人人都会使用。表面上，科技知识

“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

享”[18]。事实上，这种技术化的科学知识传播

只会让公众对其原理和知识的与境及社会性

不自觉地忽视。由此，我们看到科学在技术

化，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着技术化的科学带来的

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对科学知

识的背景、条件以及原理本身越来越不了解。

因此，科普知识的外围层正是在于打开科技

知识的“黑箱”，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知识传达给公众。当然，这个层面的科普知识

已经消除了科学知识相对于其他知识的优越

性，重视与公众的磋商，与地方性知识紧密结

合，充分尊重不同个体的个性化特征。这类知

识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去掉科学严肃的面孔，

摒弃“只有科学的才是好的”这种唯我独尊的

论调，吸纳地方性知识、情景化知识对自身的

丰富与补充。同时，更强调与其他文化形态的

结合，广泛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与公众照面。外

围层的科普针对所有社会公众，允许媒体、企

业、社会团体及政府部门的广泛参与，要求平

等、交流的民主规制以及娱乐性、新闻性。物

化层面则丰富多样，如科普剧、科幻片、现代

科学中心、科普节、科普频道等。

3 广义科普知识：意义与展望
将广义科普知识作出三层面的解析，能对

发展中国家的科普投入进而实现知识能力的

追赶提供些许启示。有调查表明，西方国家公

众对医学领域新成果的关注度很高，而我国则

非常低，但我国公民对生活保健这一类知识却

很感兴趣，且我国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测评结

果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差距

却越来越大[19]。因此，并不能笼统地得出我国

公民科学素质低于发达国家的结论，而应对具

体指标进行深度剖析。我们一定要适应构架发

展阶段，切实从公众的需求出发，打造好的科

普产品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服务，只有最外

围层的、基本层面的基础打好了，整个社会的

科普气氛浓厚了，才会涌现出更多的精英人才

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总之，科学的疆域在扩展，科学知识已从

古希腊时期纯粹对真理宗教般的情怀和向善

的价值性追求，走向与产业的结盟，技术性与

社会性内嵌于其中。科学不再只是象牙塔中的

学问和知识体系，而是成为一种具有现实经济

意义的资本，即科学资本化了。因此，科学传

播与普及的内容也应与科学知识本身的发展

相契合。对广义科普知识包括进行划界和分层

的解析，既理性地肯定和捍卫核心层的科学知

识的作用，但又强调广义的科普知识不再仅是

对科学知识的简单转译，而是要和生产生活相

结合，为产业服务；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为丰

富人的精神生活服务，因此，特别强调中间层

和外围层的重要性。一个有效的科普传播机制

应该兼顾这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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