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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这一表述等同于“技术的工具性”、“技术工具论”。
国内的技术定义，如知识论、物质手段说等都对技术作出了工具性的规定。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技术定义都可以包含在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中。
在“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这一表述中，有一个因素被忽略。
这涉及到“工具主义”这一范畴。
“工具主义”，更确节地说是尾于认识论领域内的范畴。
在知识、理论与真理的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规定。
“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知识和真理是预测、控制的工具，而不是对实在的表述。
“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这一表述则是借自认识论的结果。
当然，这一规定具的特殊的含义。
“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主要强调出“技术是人的工具”这样的命题，主 是突出持术是通过“工具性
”来规定的。
    关于“超越”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出发点是日常的技术观念——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念，是熟知而正确的观念。
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观念本身却没有被真正追问。
“熟知并非真知”“正确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都说明只有进一步才可以达到事实本身，才可以获
得关于技术的本质的解答。
“超越”的意思也是来源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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