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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工作的關係，筆者常與各領

域的朋友談到科學普及的問

題。大多數人都不否認科技是影響世

界發展的主要動力，也因此認為科技

知識在「知識經濟的社會」中顯得特

別重要。但是，一般民眾必須擁有多

少科技知識，他們卻各有主張。因

為，民眾的科學素養不可能像電腦設

備一般，不斷升級，以應付急速成長

的資訊。那麼，是否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改善民眾與科技知識之間的緊張

關係呢？筆者想討論的是，面對不斷

增加的科技新知，我們，也就是一般

民眾，除了期盼以通俗筆調寫作的高

水準科學讀物之外，還能做些什麼？

在國內這個動輒將事物二分的

社會裡，例如泛綠／泛藍、自然科

學／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全球

化，尋找另一條接觸科技知識途徑

的主張，似乎很容易被劃歸於「反

科學」陣營。其實，尋找另一種面

對科學技術的方法，並不意味著貶

低「科學普及」傳統的重要性。筆

者只是想提供一個更細緻的區分，

讓民眾在面對爆炸的科技新知時，

更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因而能採

取更有成效的行動。

多元的科學素養

為了釐清傳統科學讀物（科普作

品）及筆者所謂的另一條道路的重

點，筆者要先介紹三種「科學素養」

的概念，就是實用性科學素養、公民

科學素養、文化科學素養。

實用性科學素養指的是，在現

代生活中所需的科學技術知識。例

如，抗生素治療的是細菌感染，所

以民眾如果罹患流行性感冒，就不

應該期待醫師以抗生素治療，因為

感冒的病媒是病毒。或者，電腦其

實只是一種精密的計算機，它只能

按照事先輸入的程式指令執行任

務。或者，汽車能夠上路，是因為

引擎能將汽油燃燒生產的熱能轉變

為動能，這個過程必然會產生廢氣

與廢熱。

公民的科學素養，訴求的是作

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所應具有的知

識，以便有能力參與種種科技議題

的決策。例如，全民健保或公共醫

療政策對個人的影響、核能與替代

能源的使用在風險與經濟上的比

較、工業區開發及環境保護之間的

取捨等等。不過，公民科學素養的

提高，並不會直接提高日常生活的

品質。它只是我們判斷政府與議會

的決定所需的知識。

文化的科學素養，是把科學技術

視為人類文化的成果之一，如同美術

與音樂。譬如，我們了解DNA分子的
雙螺旋結構，不是因為有了這個知識

便能治療自己的疾病，而是這個知識

是一把鑰匙，方便我們進入生物世

界，欣賞瑰麗的生命奇觀。

公民科學素養中的重點

利用這個區分，我們可以觀察

一下目前市面上的科學書籍。在坊

間可以找到諸如介紹廚房物理學、

國民科學須知、台灣蛇毒等，乃至

許多人心目中的科學英雄傳奇，如

物理學家費曼的作品。從內容來

看，這些科普著作強調的，多屬於

實用與文化這兩個範疇的科學素

養。

在一個民主的、以科技知識為

基礎的知識經濟社會裡，我們認為

民眾單純地把科學知識視為「套裝

軟體」來接受的態度，並不足以評

估應用科技所帶來的影響。不過，

公民科學素養到底有什麼特色，可

以平衡過分強調套裝科技知識的偏

頗？簡單地說，是因為它將焦點放

在科學知識的「真實」生產過程。

科學教科書給人的印象是，「科學

知識乃依照科學方法而產生」。這樣

的「中立」形象，其實與「真實」

的過程不符。許多科學哲學、科學

史、科學社會學的研究都指出，科

學知識與科學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

以及所處的文化背景、社會脈絡、

經濟條件、法律規範、政治情況

等，都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通往科技新知的另一條途徑
■陳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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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科學知識生產的途徑

強調知識生產過程能帶來行動

的力量嗎？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我們常碰到的二手菸問題。如果我

們將生物醫學學報視為唯一的知識

來源，相信二手菸是導致肺癌的主

要因素，那麼我們可能採取的步

驟，是結合消費者保護團體、環保

團體形成壓力團體，促使政府立法

規範，禁止在公開場合吸菸。

這樣的結果，似乎是非吸菸者

的一大勝利，也是公民善用科學知

識、促進公眾福利的成功案例。但

是如果以公眾參與知識生產的角度

來看，我們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

充其量也只是在科學知識的應用層

次上。試想，如果民眾在生產香菸

這一環節便介入，是否會產生不同

的結果？最激進的結果，應該是禁

止生產傳統的香菸，或者是促使製

造商生產香菸的替代品，或者生產

某種形式的「環保香菸」。在香菸生

產的議題上，我們並不清楚是否有

這樣的團體介入。但是，我們卻可

以舉其他的例子，說明當公眾介入

科學知識的生產及傳播過程時，可

以產生什麼明顯的作用。

例如，一九九九年八月，美國

堪薩斯州負責教育政策的教育委員

會投票決定，州內的國教學校將不

再教授達爾文演化論。這個決定被

視為「創造論者」的一大勝利。雖

然每個人對這樣的決定都能有自己

的意見，不過，這個事件讓我們清

楚看到，特定團體積極介入知識生

產與傳播過程所能造成的後果。在

此，「科學真理」不再是最終的裁

判，反而是被裁判的對象。（編

按，二○○○年堪薩斯州教育委員

會改選，二名保守派委員落選。二

○○一年二月，委員會通過決議，

恢復教授演化論。）

一些出現在醫療領域的議題，

可能可以更清楚地表現出，介入科

學知識生產過程的重要性。例如在法

國，肌肉營養失調病症的病友團體，

支持並促成經費投入分子生物學及人

類基因組的研究，以便發展相關的治

療技術。另外，美國的一個病友團

體、媒體、醫師組成的遊說團體，因

為關心愛滋病成因與治療的研究，而

積極介入，最後改變了一種愛滋病

新藥的臨床測試程序，使新藥提前

上市。這個愛滋病新藥的例子，

清楚地告訴我們，民眾需要的

是對他們有利的科學，而

不是醫療人員與藥商理想

中的科學。因為，沒有

一位愛滋病患願意

在實驗階段中，以

為接受了治療，

實際卻服用

安慰劑，而犧牲

醫療的寶貴時間。

行動力量的拓展

介入科學技術知識的生產過程，能

拓展知識的行動力量。在一個民主的，

以科學技術為發展動力的「知識經濟社

會」，民眾勢必一再面臨各種大大小小

的科技議題，並必須表示意見，例如焚

化爐、垃圾場、變電所、核能、替代能

源、基因食物、臍帶血、奈米科技、克

隆技術（「複製人」）等。

然而，民眾到底需要什麼樣的

科學技術？科技菁英心目中的科

學，與民眾需要的科學，關係到底

是什麼？民眾是否只能透過閱讀科

普著作「被啟蒙」，而接受菁英的科

學觀？或者，套裝的科學知識已經

無法如過去一般，享有最終的仲裁

權？對於種種不確定的問題，無論

是透過媒體或是選舉等民主的方

式，民眾都應該學習介入知識的生

產過程。如此，我們才不會成為科

學技術社會中的異鄉人。

陳恆安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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