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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规范主要承接西方的范畴体系，缺乏独创性和针对性；而且学术界多年
来形成了这样一种潜规则：人们只承认西方学者的研究规范，对于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无讨论，也
无批评，各说各的话，几无论域交集。
本书研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94 年，那时因教学的需要——给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管理哲学”的
课程，为讲授好这门课程，我不得不博览西方管理学的各大流派，发现绝大多数学派都与科学技术哲
学相关，于是乎，就步人到了这一研究领域。
1994年，我尝试着用伊·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解释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思想，
论文题为“试论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新思路”，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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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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2章，内容包括：物质与实在；科
学认识何以可能；因果关系、归纳与演绎；相互作用：自然界的复杂性；科学的边界；怀疑论、科学
与形而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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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周平，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现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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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哲学认为，有可能通过语言的句法、语义、语用和逻辑的分析提供一套判定某一认识是否具有合
理性的判别标准。
这个看法是荒谬的。
语言是一种符号标识系统；语言规则仅仅是一种符号标识的规则，它不是认识论的理性规则。
作为认识的合理性规则与作为符号标识的规则不是同一回事。
逻辑规则是人们进行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则，但是逻辑规则并不是认识事物的理性法则，虽然人的认识
必须遵循逻辑规则。
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可以起到某种辅助性的作用，但是这两类分析本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样的认识才是
合乎理性的判定标准。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及习俗能否提供一个合理性的标准呢？
答案是：否。
对于人文及社会规则的形成来讲，文化传统及习俗可以对此提供社会制度规则之正当性的合理性标准
。
但是，对于科学来讲，情形就不同了。
科学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对话渠道；与自然对话的理性不同于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理性，与自然对
话的理性必须普遍地适合于人类所有民族，而制度规则作为特定民族内部的交往规则体系主要是由历
史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没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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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技术哲学新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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