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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风中静思的收获　　庄子说：风是大地的箫声。
大风一吹，山林巨木的孔穴一齐发出声响，何等壮观！
近些年来，或许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地的箫声变得格外高亢。
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一次次光顾人间，吹得人东躲西藏，不及躲避的只好任凭风力推搡。
我去年春季去五台山，正赶上扬尘天气。
早上还是晴空朗朗，随着风力加剧，午后尘埃便直上九霄。
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在呼啸的风声中，我静静地思索着生态环境与技术发展的关系，思索着大自然对
人类的报复。
蓦然回首，发现能在风中静思的，一是肃穆庄严的佛像，二是像我这样作哲学思考的“怪人”。
　　风中静思是一种意境。
这种意境并非只能在自然界找到。
人世间的各种“风”同样会把人刮得晕头转向，此时的风中静思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年社会上许多事情成“风”，诸如出国成风、炒股成风、卖保健品成风、办“补习班”成风
、开网吧成风。
这些“风”开头或许是某些人有意所为，而后盲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风势，愈刮愈烈，使人随风
而起，飘飘然不知将被吹向何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素以客观、冷静、理智为思想特征的科学技术，也时常被用作助长风势的工具。
人们相信某种“灵丹妙药”，是因为广告里大讲其“科学”根据。
人们追求奢华的享受，是因为可以体验高技术的魅力。
似懂非懂的科学新名词，花样翻新的技术新产品，引得许多人追来逐去，忽东忽西，并不知晓自己身
处风潮之中，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当种种风潮此起彼伏的时候，只有静下心来细心思索，方能真切体会到这社会流行之风的存在和力度
，体会到它的喧闹和荒唐。
这毫不亚于在大风呼啸之中静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体察和静思社会流行之风更难。
因为人在社会之中，想不随风而动而又识得风情，必须练就一种入俗而又超俗的功夫。
多年来哲学思考的训练，一种可以边教书边思考些“怪”问题的职业保证，使我有可能在社会流行之
风中静思其本性、趋向和后果。
我在而后能思，我思故我在。
　　几年过去了，风中静思有所收获。
这本文集里收录的就是近年来的一些心得。
　我的哲学思考多与科学技术有关，因而着眼点多是借助科学技术兴起势头的社会流行风潮，这其实
是一种对科学文化的考察。
许多人以为，科学技术就是相对论、原子弹、DNA、因特网这一类东西的总和，这种理解是很狭隘的
。
科学技术更应包含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理念。
一种使其不被滥用的思想根基。
正是由于许多人忽略了这根基，科学成果、科学知识以至科学名词才会飘了起来，成为助长风势的东
西。
因此，风中静思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找回这根基，以科学的理性刹住种种使人晕头转向的风潮，
恢复一种晴朗稳健的心态。
文化的生态环境也是需要精心保护的。
但愿在风中静思的人多起来，逐渐成为人世间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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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人以为，科学技术就是相对论，原子弹、DNA、因特网这一类东西的总和、这种理解是狭隘
的。
科学技术更应包含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使其不被滥用的思想根基。
　　风中静思是一种意境。
这种意境并非只能在自然界找到。
人世间的各种“风”同样会把人刮得晕头转向，此时的风中静思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年社会上许多事情成“风”，诸如出国成风、炒股成风、卖保健品成风、办“补习班”成风
、开网吧成风。
这些“风”开头或许是某些人有意所为，而后盲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风势，愈刮愈烈，使人随风
而起，飘飘然不知将被吹向何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素以客观、冷静、理智为思想特征的科学技术，也时常被用作助长风势的工具。
人们相信某种“灵丹妙药”，是因为广告里大讲其“科学”根据。
人们追求奢华的享受，是因为可以体验高技术的魅力。
似懂非懂的科学新名词，花样翻新的技术新产品，引得许多人追来逐去，忽东忽西，不知晓自己身处
风潮之中，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当种种风潮此起彼伏的时候，只有静下心来细心思索，方能真切体会到这社会流行之风的存在和力度
，体会到它的喧闹和荒唐。
这毫不亚于在大风呼啸之中静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体察和静思社会流行之风更难。
因为人在社会之中，想不随风而动而又识得风情，必须练就一种入俗而又超俗的功夫。
多年来哲学思考的训练，一种可以边教书边思考些“怪”问题的职业保证，使我有可能在社会流行之
风中静思其本性、趋向和后果。
我在而后能思，我思故我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中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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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1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评为教授。
2000年在职获博士学位，现为大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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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在西方，作为现代技术诞生标志的纺织机和蒸汽机出现在18世纪，可是现代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则在
此之前早已形成了。
对于我国民众来说还颇感新鲜的不少商品经济组织形式，在欧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西方13世纪开始使用汇票，16世纪欧洲各地已有债券发售出让，7世纪出现了证券交易市场和大商业公
司。
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完善和发展不仅为近现代技术准备了充足的资金，造成了巨
大的市场需求，使高速度大批量的机器生产有充分的用武之地，而且通过建立各种经济组织，确立各
种法律、规范和行业规则，使市场经济活动大体上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行，保证了近现代技术的应用与
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基本协调。
可是在我国，要完全重复这一历史过程已经不可能了。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必须一边发展现代技术，一边构建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体”与“用”尽管都在发展，但很难完全同步，两者的错位在一些方面
难以避免。
许多时候，“体”的落后导致了“用”的混乱。
我国技术发展中的一些久拖不决的现实问题，往往是经营管理中一些旧的体制、模式和观念影响的结
果。
　　　　　　　　　　  七　　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问题之一是产品质量问题，如机电产品使
用寿命缩短，性能下降；有些药品和营养品有效成分含量降低；有些原材料杂质太多，达不到工艺所
需要求；有些建筑物交付使用后不久就出现屋顶渗漏、墙皮脱落。
这类事情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似乎这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尽管国家已经有了《产品质量法》，而且经常有“质量月”之类的突击检查活动，但目前看来并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并没有真正落实。
像质量法规、制度、标准、检验报告这一整套形成文字材料的东西，可能都是无懈可击的。
但这些书面的东西可能和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
一些企业管理者和质量检查人员都有可能出于私利而随意修改数据，变通检验结果。
在对检验评比、处罚规定、统计数字、考试分数都有人加以变通的情况下，技术标准上的变通并不是
孤立的事情。
这种“不该变通的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缺陷，是一种潜移默化但有着巨大影响的行为。
另外，我国不少企业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偏低，工业产品单位能耗编高，没人时灯常亮、水常流的事情
并不少见。
这种粗放式管理，反映了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经营的潜在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有许多发明创造，然而自古以来技术发明并无“专利”可言。
一项新技术、新产品问世之后，大家无偿地学习、模仿、辗转流传是很自然的事情。
受这种观念影响，至今不少人专利意识仍很淡漠。
一项新技术、一种新产品一旦被市场看好，效仿者马上蜂拥而至，很快就会把新东西淹没在模仿攀比
的汪洋大海之中。
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文化观念之“体”的落后，造成了现代技术之“用”的混乱。
　　与我国传统技术“以人为本”的特征相对应，西方技术发展更多地体现了“以物为本”的特征，
这就是注重发挥物力(自然力)和下具的作用，尽可能提高效率。
同样是利用畜力、水力、风力，古代西方人总是力求使其有更多的用途。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用大量史料表明，西方于12和13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机械革命，他指的
是由水磨和风磨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革命。
通过用齿轮传动将水轮的垂直运动转化为磨盘的水平运动，可以大大提高磨盘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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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还可以用来带动粉碎砂石的臼槌、打铁的重锤、铁匠炉的风箱和机械锯，等等。
风磨经过改进后，功率也大为增加，一个轮子可以带动几件工具。
这些变化显然是为了节省人力资源和提高效率。
出于性能和效率的考虑，古代欧洲的工具制作多用金属，这同我国古代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工业革命的爆发是以将工具发展为大机器为突破口的。
18世纪可用于精密加工的车床、镗床、刨床等机床的发明，使得工具与动力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能
够生产各种大型机器的工作母机系统。
冶金、采矿、交通等领域的机械化，则为大机器的生产提供了材料和能源基础。
蒸汽机、发电机、内燃机、燃气轮机在代替人的体力方面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而后电子计算机
在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面异军突起，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
近现代技术体系中的各种工作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繁多，以至于工人的技巧的作用范同越
来越小，直到在自动化的工厂中近乎为零。
这是一种呈加速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导致了一个与我国传统技术形态完全不同的机器世界。
从理论上讲，用机器取代人的绝大部分体力劳动和相当大部分脑力劳动，应该是可能的。
不要以为这种理论设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不过几百年时间，机器的应用就造成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完全准确算出再
过几百年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如果人本身几乎不劳动，又不参加体育锻炼，势必引起体力的下降甚至
生理的退化。
可是让机器去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人却无所事事，还要靠体育活动维持生理机能的强健，这是不
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呢?如果绝大部分人游离于机器系统之外，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
庞大的机器系统，一旦出现非法操纵机器以图私利的行为怎么办?我们如何保证极少数控制机器的人的
决策是公正、合理的呢?况且机器本身并不是完全可靠的。
机器系统越复杂，由于个别部件偶然失灵造成的影响就越大。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进行体育锻炼，人们抵御疾病的能力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至于机器系统的可靠性，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事故，计算机网络上“
黑客”的骚扰，等等。
2001年美国“9．11”事件，暴露出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和建筑系统也存在某些不安全、不可靠的弱点
，在恐怖分子的意外袭击下甚至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
机器系统越庞大复杂，人为干扰后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将来这类麻烦可能更多。
面对这种“异化”的技术，许多人持有一种恐惧心理，技术恐惧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当这种技术发展到极限时，或许人们应该回想起《庄子》里那个抱瓮灌溉的老人所说的话。
如果机心太重，搞得纯白不备，神生不定，那就真可能是“道之所不载也”。
  　　五　　西方近代技术从明末清初开始传入我国，当时影响不大。
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国人才开始明显意识到中西两类技术的差异与差距。
从那时起，“以人为本”的技术与“以物为本”的技术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
起初，我国传统技术处于竹节败退的境地。
大刀长矛的十八般武艺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攻击。
随之而来的“门户开放”，使得一些两方技术伴随着新型工厂、矿山的建立而安家落户。
尽管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明智主张，但仍有顽固派主张“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
之器也。
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
洋务派开办新型产业仍遇到重重困难。
我国近代下业发展速度一直很慢，而且集中在大城市和矿山。
广大农村仍顽强维持着传统技术。
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无多大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下业化速度加快，技术在器物层面上和制度层面上大都达到近代或现代水平。
然而，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技术文化观念仍发挥着潜在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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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技术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是企业设备更新比较缓慢，技术设备严重老化，这种局面直
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根本改变。
除了经济等方面原因外，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就是以为千具能用就行，实在不行了再换新的，这实际
止正是我国传统技术中对待农具和手工工具的一种心态。
另外，一些新技术推广较慢，除了经费、宣传、教育等因素外，还有一个人们能否适应的问题。
一些老技术往往与工人们多年的经验、技能、诀窍紧密相连，要舍弃这些东西重新学起势必遇到许多
困难。
所以，许多人宁愿在管理、促销上下功夫，也不肯投入很多力量，通过采用新技术推动企业发展。
　　将文化思想模式看做科学发展的文化路标，对于理解科学与文化的一般关系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讨论文化思想模式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对科学思想发展规律的新理解。
文化思想模式的作用既涉及科学的“外因”，也涉及科学的“内因”，它是科学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
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社会文化思想的背景上，可以看到科学思想的发展呈现被选择的特征。
换言之，科学的“内因”也并不是完全决定论的。
其中包含的科学之外具有统计性质的因素的影响，或许远远超出以往人们的习惯想像。
因此，有必要在社会文化思想背景下重新审视科学的历史和现状，对东西方科学思想的性质、价值、
优缺点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以促进东西方科学思想的相互补充，促进现代科学健康、
全面地发展。
　　第二，讨论文化思想模式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改进科学教育。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往往受到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模式的强烈影响，
这样很难避免传统文化思想模式的弱点。
如何在科学教育中创造一种开放的文化思想环境，使学生容易接受先进的科学思想模式，是一个有待
解决的复杂问题。
近年来，我国很多理工科大学生表现出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艺术、美学、心理学等方面问
题的浓厚兴趣，这应该说是件好事。
但这种兴趣的自发成分居多，还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引导。
从科学研究角度看，学习科学之外的文化知识，目的在于形成适当的文化思想背景，以便于掌握现代
科学的思想模式，具备适当的心理情态。
因此，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应有所选择，以提高效率，漫无边际涉猎并无好处。
另外，科学教育本身也必须重视对科学思想模式的培育，使学生自觉领会现代科学的精神。
这方面比较适合的途径，是开展科学思想史的教学，最好把科学思想史教学融会于科学理论知识教学
之中。
这当然对现代教学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要培养出能把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推向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代科学精英，就不能不进行这方面的改革
。
　　第三，讨论文化思想模式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协调科学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
表面上看来，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社会气息，科学工作者似乎也远离社会生活。
实际上，科学思想模式与其他文化思想模式的相互作用，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以各种隐蔽方式广泛
存在。
要保证科学的顺利产生、发展和传播，必须促进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环境的形成，使社会各方面理
解科学，尊重科学，保护科学事业。
应该看到，由于传统文化思想模式的潜在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还要克服很大思想阻力。
科学与文化的深层关系，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科学技术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历史告诉人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需要科学研究机构和设备的现代化，还需要科学工作者思想
模式的现代化，需要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环境的现代化。
科学表面上看与人的社会生活无缘，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的影响才更深刻，更值得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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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风中静思的收获　　庄子说：风是大地的箫声。
大风一吹，山林巨木的孔穴一齐发出声响，何等壮观!近些年来，或许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地的箫
声变得格外高亢。
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一次次光顾人间，吹得人东躲西藏，不及躲避的只好任凭风力推搡。
我去年春季去五台山，正赶上扬尘天气。
早上还是晴空朗朗，随着风力加剧，午后尘埃便直上九霄。
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在呼啸的风声中，我静静地思索着生态环境与技术发展的关系，思索着大自然对
人类的报复。
蓦然回首，发现能在风中静思的，一是肃穆庄严的佛像，二是像我这样作哲学思考的“怪人”。
　　风中静思是一种意境。
这种意境并非只能在自然界找到。
人世间的各种“风”同样会把人刮得晕头转向，此时的风中静思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年社会上许多事情成“风”，诸如出国成风、炒股成风、卖保健品成风、办“补习班”成风
、开网吧成风。
这些“风”开头或许是某些人有意所为，而后盲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风势，愈刮愈烈，使人随风
而起，飘飘然不知将被吹向何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素以客观、冷静、理智为思想特征的科学技术，也时常被用作助长风势的工具。
人们相信某种“灵丹妙药”，是因为广告里大讲其“科学”根据。
人们追求奢华的享受，是因为可以体验高技术的魅力。
似懂非懂的科学新名词，花样翻新的技术新产品，引得许多人追来逐去，忽东忽西，并不知晓自己身
处风潮之中，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当种种风潮此起彼伏的时候，只有静下心来细心思索，方能真切体会到这社会流行之风的存在和力度
，体会到它的喧闹和荒唐。
这毫不亚于在大风呼啸之中静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体察和静思社会流行之风更难。
因为人在社会之中，想不随风而动而又识得风情，必须练就一种入俗而又超俗的功夫。
多年来哲学思考的训练，一种可以边教书边思考些“怪”问题的职业保证，使我有可能在社会流行之
风中静思其本性、趋向和后果。
我在而后能思，我思故我在。
　　几年过去了，风中静思有所收获。
这本文集里收录的就是近年来的一些心得。
  我的哲学思考多与科学技术有关，因而着眼点多是借助科学技术兴起势头的社会流行风潮，这其实
是一种对科学文化的考察。
许多人以为，科学技术就是相对论、原子弹、DNA、因特网这一类东西的总和，这种理解是很狭隘的
。
科学技术更应包含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理念。
一种使其不被滥用的思想根基。
正是由于许多人忽略了这根基，科学成果、科学知识以至科学名词才会飘了起来，成为助长风势的东
西。
因此，风中静思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找回这根基，以科学的理性刹住种种使人晕头转向的风潮，
恢复一种晴朗稳健的心态。
文化的生态环境也是需要精心保护的。
但愿在风中静思的人多起来，逐渐成为人世间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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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以为，科学技术就是相对论，原子弹、DNA、因特网这一类东西的总和、这种理解是狭隘
的。
科学技术更应包含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使其不被滥用的思想根基。
 　　风中静思是一种意境。
这种意境并非只能在自然界找到。
人世间的各种“风”同样会把人刮得晕头转向，此时的风中静思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年社会上许多事情成“风”，诸如出国成风、炒股成风、卖保健品成风、办“补习班”成风
、开网吧成风。
这些“风”开头或许是某些人有意所为，而后盲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风势，愈刮愈烈，使人随风
而起，飘飘然不知将被吹向何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素以客观、冷静、理智为思想特征的科学技术，也时常被用作助长风势的工具。
人们相信某种“灵丹妙药”，是因为广告里大讲其“科学”根据。
人们追求奢华的享受，是因为可以体验高技术的魅力。
似懂非懂的科学新名词，花样翻新的技术新产品，引得许多人追来逐去，忽东忽西，不知晓自己身处
风潮之中，与真正的科学相去甚远。
当种种风潮此起彼伏的时候，只有静下心来细心思索，方能真切体会到这社会流行之风的存在和力度
，体会到它的喧闹和荒唐。
这毫不亚于在大风呼啸之中静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体察和静思社会流行之风更难。
因为人在社会之中，想不随风而动而又识得风情，必须练就一种入俗而又超俗的功夫。
多年来哲学思考的训练，一种可以边教书边思考些“怪”问题的职业保证，使我有可能在社会流行之
风中静思其本性、趋向和后果。
我在而后能思，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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