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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了数不完的好处，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可怕的危险。
观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对人类道德提出了种种挑战。
《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作者卢风)反思科技与道德、科技与人类生
活方式以及科技与文明的关系，并对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由进行批判性反思。
本书着力论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运用科技征服自然愈烈，则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愈烈；为能过有
意义的、幸福的生活，人类无需征服力越来越强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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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风，1956年11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北京
市政协委员。
1999年曾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道德哲学系做访问学者。
2004年8月在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
2007年2月至8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合作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科技哲学和现代西方价值观。
主要著述有《人类的家园》、《享乐与生存》、《启蒙之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
学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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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避公众的检查和批评。
科技已成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因为它是创造利润和管理控制的无可争辩的关键之一。
　　总之，科技参与了以上所说的伦理转变的三个现代过程，即取代、淡漠化和殖民化。
科技实践不仅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取代了伦理学，而且对从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驱逐伦理发挥了作用。
规范合理性被认为是与工具主义要求不相容的，被认为是与技术上有用的客观知识内在冲突的，于是
被限制在私人领域。
科技把非道德性提升为一个新的社会性原则，一个彻底限制了我们对社会建制之作用的理解的原则。
国家和市场变成了严格的解决问题的组织，其结构则服从于控制、效率和功利的要求。
人们认为，它们不过就是不同利益（冲突）的中立裁决者，它们通过配置资源和对偶发危机提供技术
解决而管理着现存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如何使社会的自我建制以及公民的规范性自决得以重塑？
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回答另外两个问题。
如何填充科技在其自身活动范围和更广泛的社会范围所造成的伦理真空？
如何克服与此相关的民主失误？
能支持公民自主性的科技的伦理化和民主化是不能分别考虑的。
仅当科技被置于公共领域的振动之中，即科技的可接近性、责任和义务能得到讨论时，它才可能被伦
理化。
另一方面，科技的民主化又依赖于一个能使时代的重大社会和伦理主题得到认真审视的公共空间的存
在。
　　为把科学技术重新放置于公共领域，既要通过规范性的生活世界把科技领域的殖民化颠倒过来，
又要用实质性的、价值导向的和出于公心的行动和思维方式去抵制官僚化和商品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着手抵制取代、淡漠化和殖民化，从而把科技置于“伦理化”和民主化的社会一
文化体制中，这样的体制是充满伦理关怀的，是服务于公共善的，同时又是受全体公民控制的。
首先，科技必须根植于公共领域，这公共领域是就科研一般方向、具体技术发展后果以及两者的伦理
标志进行讨论、争论和慎思的竞技场，人人都可参与这样的竞技场。
所以，公共性要求科学成为充分可接近的，是可以被公民们所审视的，且最终是对公民负责的。
关于科学发现之方向、意义和应用的重大决定不能只留给专家们，无论他们是政治家、军事领导人、
公司经理，还是科学家。
科技的最终主权必须归于公共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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