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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以来的哲学研究已经渐渐摆脱了纯粹形而上学和思辨传统的束缚，哲学的主题和研究模式开始
介入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具体问题，“技术转向”就是哲学领域的一个精彩的“转向”。
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哲学家们的创新企图。
同时也彰显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事实上，技术哲学的出现不仅完成了与科学哲学的分离，它也为技术问题的研究找到了人文主义路径
。
近30年以来，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技术哲学研究日益兴盛，中国技术哲学研究
也渐入佳境.技术哲学已显国际化态势，本书就是应势而上之作。
　　本书可以作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大学生的参考书。
也可以作为政府、企业、公共事业单位及各界人士的学养拓展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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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钢，男，辽宁沈阳人，理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东北大学。
曾经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访学并从事双语教学研究，现就职于宁波大学。
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曾任辽宁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营销学会理事，在
大型国有企业挂职任副总经理两年。
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级课题若干项，著有《技术与文化变革》等3部专著，出版了《技术史》等2部
译著。
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报刊发表较高水准论文30多篇。
执思乐知，天性耿直，性情中人；明察体悟，志平趣广，敦厚仁心。
迷于音乐、围棋、游泳、短跑，珍爱老庄、孔子，享受英文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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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技术定义的哲学梳理　　自从技术产生以来，人类就试图定义它。
事实上，技术的最早的定义已经无从查证，因为史前的技术也一定获得了它的概念形式，就类似于人
们生活中创造的一切物品或现象一样。
史前技术也应该在日常的言语世界中有一个确定的符号，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技术史，也记录了大量的
人类关于技术的定义和定义的解释。
当然，最早的史料记录，并没有直接给出技术的定义，而是给出了相当于技术的概念的定义。
例如，对于技能、技巧、技艺、方法、手段、做法、操作等概念都有较明确的记录或解释。
技术哲学产生以来，学者们给出了无数的技术定义，这些定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显而易见。
这里，大概梳理如下：　　第一，技术是知识、方法、技能、工具的总和。
哲学辞典或一般字典没有把技术定义成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现象，几乎所有的工具书都从不同的方面定
义了技术。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狄德罗认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方法、工具和规则的
体系”，他的这一观点也经常被学者们引用。
技术定义的总和说也绝非一人所为，例如英国技术史专家C．辛格认为技术是“人类能够按照自己意
愿的方向来利用自然界所储存的大量原料和能量的技能、本领、手段和知识的总和”。
　　第二，技术是科学知识的运用。
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渐渐成为技术的先导，于是那种把技术理解为知识、方法、技能、工具的
总和的想法被进一步提纯和概括。
来自于科学实验和工程实践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清楚地看到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差别，“技术是科学
的应用”的观点曾经流行一时，“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依据自然和社会规律，对自然界和社
会的能动作用的手段和方法系统”，技术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手段（如设备）、工艺流程和加工
方法，属于社会的物质财富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领域，是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物化形
态”。
把技术看成知识或方法的体系，强调技术的知识形态，这也是一些技术哲学家们的共识。
例如，法国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埃吕尔就认为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就特定
发展状况来说、具有绝对有效性的各种方法的整体”。
我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技术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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