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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它历经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长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
在当下，哲学更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技术是人利用自然最古老的方式，技术改变了自然的存在状态。
当技术这种作用方式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程度，达到人们不能立即做出全面、正确的反应时，对
技术的哲学思考就纳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技术新领域，如生态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医疗技术、基因工程等
的出现，技术的本质、技术作用自然的深刻性，都是传统技术所没有揭示的，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和
伦理冲突，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让人类明白至善、至真、至美的理想如何统一。
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和法国）。
德国人E.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1877）和法国人A.埃斯比纳斯（AIfred Espinas）的
《技术起源》（1897）是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生成的标志。
国外的技术哲学研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如今正在由单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论逐渐转变；正在寻求与传
统哲学的结合，重新建构技术哲学动力的根基；正在进行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将工程传统中
的专业性与技术的文化形式或文化惯例的考察相结合；正在着重于技术伦理、技术价值的研究，出现
了一种应用于实践的倾向——即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另一个较为实证的研究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随着技术科学化之后，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为先导的20世纪
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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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申传统的思想主题，仅限于技术哲学领域，力倡以中国文化传统资源，演绎中国发展问题的宏
大叙事。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它消耗着世界一半的水泥，1/3的钢铁和1/4的铝，目前石油和铜的进口量
分别是l999年的35倍和23倍。
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中国2030年石油进口量将是现在的3倍。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如此强劲，以致对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时空压缩
”。
但这种时空压缩无疑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的，而这一过程又不只限于自然资源消耗，
还包含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衰退或破坏。
如果说这种情况被批评为一种“不可持续”的话，那就需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营养激发中国人的自我
创造能力，“重回”因引进技术所忽视的人文和本土背景。
因此所谓重申传统，与其说是对中国古代技术哲学思想传统的探索，毋宁说是对中国自治技术发展问
题的现实关注。
    本书在展开以上主题过程中，始终关注如下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技术
哲学传统？
二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技术哲学的机械论范式应该采取何种程度的批判？
三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机械论范式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学术态度？
四是归结起来，中国传统技器道思想是否尚有其现实意义？
对这四个问题，笔者试图从中国现实出发，诉诸中西技术哲学思想比较，给予一种小心翼翼的辩证性
整体论回答。
但越是如此谨慎地展开研究，便越觉得这些问题牵扯的思想历史考察之艰深和复杂。
这种复杂无疑使得该主题并不限于本书论述范围，其中涉及更多学术问题及细节只能待以后继续思考
，望有志者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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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前现代技艺之思：中国传统技器道思想的整体论哲学倾向人类当前正处在一个技术社会中，这
不仅是因为当代人无时无刻地使用各种技术性的人工造物，而且也因为人类精神和生活方式渗透了现
代技术思维。
但对人类社会的这种意识，只是最近才达到了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
人们一般从强调科学真理或理论和实验合理性的科学认识论哲学来看待技术问题，认为技术与科学一
样都是基于自然因果关系的经验观察和知识，其不同仅仅在于科学追求认知，技术追求控制。
但技术问题毕竟有着较之这种简单比照更为丰富的哲学含义，这尤其表现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
同上：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于无法解释或合理地证明的习俗和神话，因此实际上排斥引起
信仰系统失衡的任何问题（包括技术应用），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则对抗这种传统思维形式
，为了人这一主体的发展提倡把科学和技术作为有效的主体发展手段，由此形成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
信仰基础：并塑造了直到目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文化或机械论范式。
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目前似乎正在推动着西方文明成就的普遍化过程，其快速的现代化带来的
巨大技术变革使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
如果我们超越理性文化在狭隘意义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有用性”，那么就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确立
的技术基础来说，我们的技术哲学就需要在深度意义上提出如下问题：中国人在技术实践过程中如何
理解自身？
技艺知识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本章针对这些问题，把技术哲学看作一种社会自我意识，在与古希
腊哲学传统比较中，就技术发展的整体价值和可行性问题，确立起中国式的“阿基米德点”，这就是
中国技术哲学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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