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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版《技术批判理论》①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的建构论社会学之间
不同寻常的遭遇的产物。
这一经历是从我在赫伯特。
马尔库塞的指导下从事研究生工作开始的，而马尔库塞本人又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学生。
我的早期著作受到了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革命性批判的影响，而他的批判中也包括对技术的批
判。
但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间，革命的领域隐退了。
确实，随着罗纳德．里根②当选为美国总统和自由主义共识的崩溃，革命最终消失了，而正是在这种
自由主义共识的背景下，抵抗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被动员起来。
　　在这种不同的情形下，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思考社会变化。
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一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它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左派主动性残余的来源是像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运动。
如今，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全球谴责对象的社会以具体和特殊的方式受到了挑战。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根据技术设计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所产生的后果，就工业污染、分娩惯例、艾
滋病的实验治疗进行了论战。
相似的问题也以生产技术的去除技能（desklling）为中心出现在工人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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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批判理论》是美国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在自己以前的“技术哲学三部曲”的基础上，最
新修订出版的一本技术哲学专著。
在这部著作中，芬伯格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借助马尔库塞、福柯、拉图尔等人的著
作和观点，通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
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因此，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就需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内在因素来考
虑，将它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这样才能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
芬伯格认为，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出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
该书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内外引起了文学的的设计中，这样才能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
该书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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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手段和目的马尔库塞和福柯技术合理性权力与知识敌托邦的悖论单向度非理性主义技术的代码双
面理论形式的偏见技术的定形第二部分　计算机的两重性第四章　后工业的话语两重性的计算机自动
化和意识形态计算机、交往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神话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往转向一种新的范式自组
织的悖论存在的设计自动化的神话技术和限度第五章　工厂还是城市：在线教育采取哪种模式？
技术和现代性因特网的含义自动化教育信息化教育结论：教育技术的未来第六章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
境发展的两难困境收敛命题技术决定论道德和经济重新回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渡的标志社会化民主
化革新社会主义和中产阶层第七章　技术批判理论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现代性和批判理性和统治
面向—种后继的技术科学？
工具化理论两种类型的工具化技术的辩证法技术的整体论重新将实践情境化具体化前进到自然参考文
献索引人名译名对照表译后记：设计技术就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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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的定形　　技术代码及其偏见的理论建立了现存技术的社会相对性。
但是，如果技术的统治是一种可争议的霸权而不是一种存在的天命，有人就会期望技术的统治将与反
抗和抵抗的特殊形式联系起来。
知识或技术用于反对霸权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使用与用于新的意图的中性工具的纯粹工具化有什么区别呢？
　　抵抗的现代观念最初是在政治领域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对技术主体及其手段的辩证法的反思中形
成的。
政治斗争屈从于工具主义的理论，我已经指出这种理论不适合研究技术。
实体主义认识到工具论观点的失败，就用社会敌托邦的隐喻将社会比作一架巨大的机器。
但是机械的比喻所描述的社会秩序，远比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和协调。
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必须不仅反映塑造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力，而且也要反映社会权力所引起的张力和
抵抗。
　　为了寻找这样的模式，许多理论家选择将社会比作游戏，而不是将它比作机器。
游戏在没有决定任何特定步骤的情况下定义了游戏者的活动范围。
这一隐喻可以有效地用于技术，这样就可以像游戏一样建立一个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步骤”的框架
。
可以根据这些术语将技术代码重新构思为技术游戏的最一般的规则，然而这种规则使游戏偏向了占主
导的参与者。
〔14〕　　游戏的隐喻就像它所描述的社会一样是不确定的。
因此，迈克尔·布鲁威①认为“玩游戏对游戏产生了共识”，但是他同时指出，“对游戏的参与能够
破坏游戏再生的条件”（Buroway，1979：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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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借助马尔库塞、福柯、拉图尔等人的著作和观点，通
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
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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