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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哲学、管理，这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的三个关键词。
这三个不同的概念通过标识这套丛书的“科技哲学”和“科技管理”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领域而联接
在一起。
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看到科技、哲学、管理三者各自相对独立，又彼此渗透交叉，构成绚烂的历史
画卷与交响的知识乐章。
科技，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特别是近现代文明史的强大动力。
从哥白尼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四个多世纪，是科学和技术超过以往五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大时代。
人类不独通过一次接一次的自然科学革命，认识了我们的太阳系、宇宙的历史与起源，揭示了物质组
成的原子、基本粒子的结构与起源，而且唤起一场又一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从地下的黑色煤炭、
石油和原子核内部获取巨大的能量，让灿烂的光明照亮整个世界；人类社会仿佛从科学技术获得一种
无穷的力量而走上翻天覆地的道路，欧洲摆脱黑暗的中世纪而大踏步前进，而曾登上封建时代科学技
术顶峰的中国迅速衰落，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造就强大的生产力，炸毁了封建骑士制度，把资
本主义扩张到全球范围；正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伟大变革中，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
掀起一场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且在20
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又从理论变为现实，震撼全世界，而资本帝国主义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强盛走
向衰败。
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革命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整个世界进入现代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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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道”“技”关系出发，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框架体系，并以独特视角
触及当代技术哲学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
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技术哲学思想萌芽和基本观念演变过程的回顾，也有对当代学
者关于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概括和评价，还有作者本人对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
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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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前，1950年生于沈阳。
1979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
1991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评为教授。
1997年起师承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在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技伦理。
有《中国技术思想史论》、《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悟性的智慧》、《数学哲学引论》、《理
科教育中的德育》等著作。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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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导论第一章　“道”的技术哲学意蕴  一、“道”——“技”的理想境界  二、由“技”至“
道”的体悟  三、“道”对“技”的引导第二章　“顺应自然”——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与自然  一、顺
应自然的技术  二、对反自然技术的批判  三、“人工自然”的发展途径第三章　“经世致用”——中
国文化传统的技术与社会　一、经世导向的技术选择　二、实用目标的技术设计　三、技术引进的文
化重塑第四章　“以道驭术”——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伦理　一、“以道驭术”的历史与现实　二、
技术伦理的制度因素　三、技术伦理与实践智慧第五章　“由技悟道”——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认识
论　一、技术知识的领悟和传授　二、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契合　三、技术发明的文化底蕴第六章
　“圆融中和”——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操作　一、技能与工具的自然耦合　二、人力与自然力的匹
配　三、技术目的与手段的互动第七章　“大道无形”——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管理  一、技术体系
的有机特征  二、“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三、有机管理的实践方式第八章　“道”与“逻各斯”的
较量　一、中西技术理念的本原差异　二、中西技术体系的观念冲突　三、中西技术哲学的贯通之处
　四、中西技术思想的互补结语　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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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的技术哲学意蕴“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内涵极丰富的基本范畴，“道”与“技”的关
系是“道”的理论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这个方面与“道”的其他方面内涵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从技术哲学角度对“道”加以诠释，不仅有助于对“道”“技”关系的理解，还可以使古代典籍中关
于“道”的不少看似神秘费解的论述得到新的合理解释。
“道”的技术哲学意蕴具有三个层面含义：从本体论层面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从认识论
层面看，由“技”至“道”的发展要靠直观体悟；从方法论层面看，“道”对“技”的引导体现为贯
彻一系列具有辩证思维特征的准则。
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
一、“道”——“技”的理想境界“道”是不能直接从逻辑角度下定义的，“道”与“技”的关系有
着远远超出逻辑关系的丰富意蕴。
从技术活动角度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
这不是下定义，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或说明。
“道”“技”关系是对人类技术活动本质特征的深刻反映，这一点也需要通过逐步深入的诠释才能理
解清楚。
1.“道”的原型和本意“道”的最初含意就是人们熟悉的“道路”。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道”的解释是“从行从首，一达谓之道”。
据考证，“道”的象形字上为一个“首”（象征一个人），朝着道路上的某处走（即上为“首”下为
“走”）。
这意味着“道”与“路”其实有所区别。
“路”是实物形态的东西，如泥土路、石板路或柏油路，即使在无人走时也是实际存在的。
而“道”更多表示的是道路的功能，即能够使人们在头脑支配下由此处走向彼处，这与走路者的需求
和动作直接相关。
人在“道”上要一步一步走，这里蕴含着行走的目的、方向、步骤。
人们的其他各种实践活动其实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
正因为有这种往往并非自觉的人生体验，人们谈到各种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方法时，也常借用“道”的
最初含义，使用“通过”、“途径”、“步骤”、“走向”等词汇。
与此类似，英语中的“Way”既有“道路”的含义，也有“途径、方法”的含义，同样体现了这一特
征。
然而，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道路或道路上实际的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实践
活动中具体的途径和方法。
在我国古代，各种具体的途径或方法被称为“技”或“术”，而不是“道”。
老子强调“道”本身无具体形象，不可言说，这意味着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
把各种具体途径和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这
种步骤性活动自身的本质特征的体验。
就人类的技术实践而言，这种本质特征指的是：任何技术活动都由一系列前后衔接、首尾相连的步骤
或环节组成。
各种具体的途径和方法，都是对一系列步骤或环节上操作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相互关系的具体
规定（这里所谓“途径”，涉及各步骤或环节之间的关系；而“方法”则涉及每一步骤或环节上操作
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之间的关系）。
这些途径和方法对操作者而言当然是人为的，而且不同的操作者可能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其成效
也不尽相同。
但根据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这实
际上就是“技”之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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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相关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
它超越了各种具体的“技”，是“技”的理想境界。
庖丁解牛注重牛的筋骨皮肉的生理特征，下刀都在游刃有余之处，不仅省力省时、干净利落，而且不
磨损刀具，这就是既合乎操作者自然本性，又合乎工具自然本性，还合乎技术对象自然本性的途径和
方法，这就达到了“道”的境界。
追求“技”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途径和方法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途径和
方法，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
需要特别指出，这里关于“道”的所谓“合理的、最优的”要求，有其特定含义。
“合理”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关系着眼，注重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
的客观特性，这种客观特性具体表现为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和谐。
“最优”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效益着眼，注重技术活动主体的需求和感受，具体表现
为省力、优质、高效，有一种成就感。
“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体现出来的“道”，显然既是合理的，又是最优的。
合理的途径和方法决定了最优的效果，而对最优目标的追求引导了对合理途径和方法的不断揭示。
关于技术活动的合理、最优、和谐的要求，无论在古代技术中还是近现代技术中，都是普遍适用的，
这里体现了“道”的普适价值。
还应注意，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
“道”并不是具体的操作者、工具和对象，也不是操作者的实际动作，而是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
法本身。
它实际上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
这里使用“程序”一词，应该说是一种隐喻，用以说明“道”是由前后相继的步骤或环节组成的特定
路径，其价值在于特定的路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在这一点上同现代意义上的“程序
”概念有共同之处。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概念也强调特定的路径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即所谓“路
径依赖性”），以这种无形的方式体现其价值，即所谓“软件”的价值。
不过，“道”的程序性活动特征与现代的“程序”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程序，是计算机上人工编制的程序，还有程控机床上按指令操作的程序，以及会
议程序、操练程序、仪式程序等等，概言之，都是人工设定的程序。
这些程序的编制和设定本身属于“技”的层面。
尽管其中也有是否合乎事物自然本性，是否合理、最优的要求，但这些人工设定的程序本身已经在实
用层面上独立发挥作用，成为现代软件产业的基础。
严格的“程序”概念来自控制理论和计算机科学，这是将近现代技术活动的程序特性单独抽象出来加
以研究、设计和广泛应用的结果，是对人工设定程序的专业化对象性研究。
我国古代先哲当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意识。
他们对“道”的理解，只能是把握类似于今天“程序”概念的某些特性，即本身无具体形象，与途径
和方法相关，前后相继，首尾衔接等等。
如老子所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或如管子学派所述：“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
成，谓之道”。
可是，他们能够将对程序性活动的体验从对实在的道路体验中分离出来，而且对“道”的理解具有远
远超出人工设定程序的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这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
关于“道”的这种技术哲学意蕴的诠释，可能会引起某些疑问或误解，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这里运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将“道”解读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
或者说看作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是否符合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的本意？
换言之，这是不是站在今人角度对先人观念的一种曲解？
对这种疑问的回答是：的确，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都没有这种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可以从他
们的一系列论述中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断。
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在表述这种含义方面应该说是最典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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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还有庄子对“道”的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显然，如果“道”与途径、方法无关，当然也就无所谓“传”“受”的问题。
然而老子的相关表述比较隐蔽，需要仔细加以分辨。
比如老子认为“道”可执（“执大象，天下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可为规则、
程式（“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这其实正是在强调“道”作为途径
和方法的功能。
老子的论述有时还直接用到“道路”的比喻，如“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其人好径”等等，这似乎更显示了对“道”的本意的体验。
老子对“道法自然”的反复强调，反映出对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要求的高度重视。
至于对合理性和最优化的考虑，老子的表述则更为隐蔽。
比如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其意是说，“道”之所用，就在于利用事物按照自然本性发展的态势，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
多的收益，获得最优的效果，这就是所谓“因势利导”。
老子还讲过“上善若水”。
他之所以对“水”的隐喻特征极感兴趣，正是由于水流能够因势而下、灵活多变，实际上取一条合理
而又最优的路径。
老子又提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
百谷王”。
自然的程序当然是费力最小的程序。
老子强调“无为”，使事物“自化”，实际上包含了对各种实践活动合理性和最优化效果的深刻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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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本人主持的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道”、“技”关系为核心的中国技术哲学
研究（批准号06BZX028）的最终成果。
在这项成果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在这方面的研究历程。
我进入技术哲学这个研究领域，是受我的导师陈昌曙教授的影响。
1979年上半年，我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工人，到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和辽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自然辩证法
培训班学习。
学习期间我给陈老师写过一封信，谈了我对技术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初步想法。
由于那时和陈老师还不熟，且觉得在学术层次上和他相差甚远，他又很忙，所以没指望他能回信。
事情过去将近一年，我突然收到陈老师的回信，信中说：“整理资料翻到一年前你给我看的关于技术
科学方法论的一些想法。
当时我在旁边用红笔注了几点意见，准备还你，后来却忘了。
压制青年人的创见是犯罪的行为。
将功补过，又对所写的想法再想一番，有的想法准备给研究生讲到，因此复写一份自留。
⋯⋯”接着，他用整整四页纸详细写了他对技术科学方法论的意见，并在我的稿子上做了详细批注，
鼓励我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
陈老师的复信和批注原件我至今珍藏。
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指引，而且是学术品行上的洗礼，令我终生难忘。
我做了陈老师多年的私淑弟子。
直到1997年，才正式到他那里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在此之前，由于对我国传统科学思想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积累，我就设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入学后不久，我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观念
刍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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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是一套跨学科研究丛书，具有前沿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特点
，内容涵盖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管理前沿领域的若干重大课题。
这套丛书力图将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联接起来，展示科技、哲学、管理三者各自
相对独立，又彼此渗透交叉的绚烂历史画卷与交响的知识乐章，旨在成为科技界、哲学界、管理界之
间的桥梁，共同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哲学繁荣和管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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