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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一部科学技术哲学专著，涵盖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技术哲学四方面内容 全书
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自然辩证法、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划界、科学
结构、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模式、科学与真理的关系、技术的本质及价值、后现代科学与技术、理性方
法、非理性方法、多元方法论，后现代思维等问题都进行了有创见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
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哲学回应 突出了后现代的哲学思潮对科技创新的重
要意义。
本作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观点新颖，论证充分，有理论深度，可供哲学专业，特别是科学
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习、研究和教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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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之沧，1948年生，江苏邳县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科学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
1981年于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1987年于吉林大学获全国第一个科技哲学博士。
1990年赴美国P。
mona大学学习；1993年赴美国Hastingscenter从事合作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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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质观物质观问题，作为自然哲学中的核心内容，从古至今，对于人类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生
命观以及有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假说的形成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古希腊的有关宇宙构成的各种本原论和物质论，诸如水成论、“无定形”实体论、气成
论、火成论、“四根说”、种子论和原子论的问世，就不会产生后来有关自然界的各种哲学观念和科
学理论。
为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智慧大加赞美，指出：“在希
腊人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
去。
”①另外，即便是对18、19世纪以来取得的最新自然科学成果，恩格斯也从自然观和物质观层面追溯
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线索。
比如他在谈到物质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的伟大发现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
实际起作用之前很久，哲学就得到了这种认识，所以很容易说明，哲学为什么比自然科学整整早两百
年就做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
”②然而在作者看来，由于迄今为止，人们对待自然界的物质基础持有的最成熟认识要数马克思主义
的物质观，正是它在物质观和自然观上完成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论的三统一，故本章将着重从如
下三个方面给予陈述和论证。
一、马克思的辩证物质观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在物质观上，从未离开辩证思维来孤立
地论述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与实质。
特别是在论及物质客体时，总是将其指谓为“思想客体、感性客体或属人的对象”；而且总是站在辩
证法的高度批判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实在论和庸俗唯物论；批判旧唯物论的主要缺陷，
即机械论的、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以及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的形而上学缺陷。
当然，他也不完全赞同黑格尔的否定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创造主的唯心论，主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
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坚持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
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的理论”。
但与旧唯物论不同，他明确指出，人在生产劳动中既作为感觉论的唯物主义者发挥作用，也作为主体
的唯心论者发挥作用。
特别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拥有把唯心论和唯物论相统一的真理。
当然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②。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但是“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
、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物质，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
所谓的“‘客观实在”除了全部经验所给定的物质之外，还包含着构成它的形式。
而这些形式作为观念的东西，只能由纯粹精神的、智力的内省来揭示。
然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论的“主要缺陷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
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④。
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等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
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
”⑨在费尔巴哈那里，纯粹的自然人，作为空洞的原始主观性，不是能动地、实践地而是被动地、直
观地同自然的死一般的客观性相对立的。
尽管费尔巴哈也谈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但他只是基于人是自然界长期孕育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而论的
，“与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无关”。
费尔巴哈的人不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出现的，而是和人类出现之前的纯粹自然
相关的。
而马克思则是要把自然消融在主客体辩证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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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物质概念既是人的实践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总体。
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和实践的产物，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
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
费尔巴哈由于无反思地单纯强调总体，因而陷入“纯粹自然”这种素朴的实在论神话，并以意识形态
的方式，把人的直接存在与其本质等而视之。
而马克思既没有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同样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来替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也
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去抽象地责难黑格尔的唯心论，而是看到了真理是在不真实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
。
为此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看到世界是以主体为中介的，这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在弄清楚从康德到黑格尔等哲学家之所以会产生独特的激情之后，“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客
观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生活过程这一思想的全部意义”。
所以，当马克思把物质和一切关于物质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时，不仅克服了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抽象的本体论性质；而且由于人作为中介的主体，作为从有限时空上规定了的人，
本身也是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因而关于直接事物的中介性观点也不会导致唯心主义
。
这种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在马克思看来，既独立于人，又以人为中介。
关于这种实在，马克思运用“物质”、“自然”、“自然材料”、“自然事物”、“大地”、“劳动
对象”、“客观的”或“实在的劳动条件”等一些同义术语给予表述。
由此，既表明他的物质概念和“全部实在”是同一的，也表明作为全部实在的物质概念并不导致一种
终极的世界观或独断的形而上学，只是标定了一种新唯物论的思维水平。
换句话说，任何时候，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物质世界，对于人说来都是无。
“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
单纯的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不过是物化劳动。
”①据此，马克思在批判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时，抨击了那种主张自然无需人的中介而自在存在的观
念；在批驳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和整个德国哲学的主观概念时，批判了那种将意识及其机能独立于人的
观念；认为进行中介作用的主体不只是精神，也包括作为生产力的人。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为唯物主义命题的主要源泉之一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给人们
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就是因为人们对这实在的关系从首要意义上讲，不是理论的东西，
而是实践、变革的东西，而且都是由社会规定的。
如果没有作为认识主体的社会，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或自然与实体的认识。
因为在人的一切认识中，“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
来才提供给他的。
⋯⋯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
得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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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学技术哲学”在当代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原因是，它不仅研究科学技术自身的性质、功能、价
值、规律、模式，以及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形式等问题，而且必然涉及自然、生态、社会、
技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
为此，国内外许多哲学家都献身于这门学问。
类似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赖欣巴哈的
《科学哲学的兴起》、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哈贝马斯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绍伊博尔德的《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舒炜光的《科
学哲学导论》、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等，都涉及该领域相关内容。
而本作则立足哲学，从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和人的辩证关系人手，结合国内对于“科学技术哲学
”的特殊规定，主要是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技术哲学”四个方面建
构了本书的基本框架。
全书结构为张之沧教授设计，并撰写了第一篇“自然哲学”。
其他三篇“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技术哲学”则分别为董美珍、姚国宏、曹伟三位副教授
撰写。
本作虽然通过科学、技术、方法和实践将自然和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四方面内容成为一个整体，但
毕竟每一方面都还拥有其特殊性，故在写作的方式方法、行文的表述和表达上，都还有很大不同，加
之每个人的知识结构的不同，故整体上难免有不协调之处，诚请读者赐教。
另外，本作的出版得到南京师大出版社徐蕾主任的大力支持，朱海榕编辑更是为其花费艰辛劳动，在
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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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技术哲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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