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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困境与突围：科技时代人类生存问题研究》立足于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着眼于人的现实
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以全新的视角，系统、深入地分析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并力图从人类
生存观的变革人手来解决时代困境。
人类生存观的变革主要是主张通过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塑造及自我完善，使人类自觉用一种新的生
存观、价值观、道德观、科技观来指导自己的活动，全面提高生存质量，走向健康的生存方式，从而
走出生存困境，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困境与突围：科技时代人类生存问题研究》在整体上以人类的生存应当维持其三个维度（人与
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平衡为理论基石，来观照人类在科技时代所面
临的困境问题。
《困境与突围：科技时代人类生存问题研究》的逻辑结构是，从纵向来看，以人生存的三个维度为经
度来架构全文；从横向来看，以科技与人类生存的相互关系为纬度来分析科技时代人类生存的困境何
在、困境的缘由以及走出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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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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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自然界是人的实践对象。
自然界构成了人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实践把整个自然界或者作为人直接的生活资料，或者
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它是工人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和材料。
”①　　（3）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人的意识对象恰恰是自然界。
自然界不仅为自然科学提供丰富多彩的研究对象，而且为艺术提供可加工、消化的素材和对象。
没有自然界，人类意识便会失去了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是人的精神食粮，“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从以上三层含义可知，人与自然是直接同一的，自然是无机的人，人是有机的自然，人对自然有
着深刻的依赖性。
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用大量笔墨满怀深情地写道：“无论在是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
方面说来就在于：人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范围就越广阔。
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
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
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
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
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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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困境与突围：科技时代人类生存问题研究》是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与现实困局的启智之
作，既可作科学技术哲学著作来读，也可作社会人类学著作来读。
作者深刻反恩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迁就、盲从，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俯瞰人类生存轨道中的科学技术发
展进程。
肯定科学技术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馈赠，但人类生存不能盲目屈从于科学技术，要以生态人文的
智慧理性导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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