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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海庆博士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
同时，他喜爱哲学。
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去从事热门、赚钱的工作，而是考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读哲学。
接着又考入了复旦大学，攻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加上他的谦虚好学，耐得住寂寞，我建议他以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为研究
方向。
显然，这是一项重大而又困难的课题。
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机器人”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
的进步，进入了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对此，公众持欢迎而又有点不安的态度。
受一些科幻影片的影响，更增添了人们的惶恐心态，似乎“机器人统治”的时代必将到来。
从学术层面看，研究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需要具备相关学科的系统知识，及时跟踪新的发展，以及
技术哲学的新成果等。
虽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文献多、异见纷呈，精芜驳杂，如何鉴别取舍是一个
大问题。
而且，相对于西方长期的积累，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很高兴，计海庆博士面对这样重大而艰难的课题，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拿出了自己的初步成果。
当我读到《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机器人”》一书的修改稿时，说实在的，我依然禁不住心中喜悦之情
。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对“机器人”进行认真的哲学解读的著作，将在我国人与机器相互关系研究中占
有一席之地。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机器人，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工程师眼中的自动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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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机器人》将要进行的分析论证，属于对技术及由技术引发的人的自我认识问
题展开的哲学反思。
连接这两方面反思的纽带——同时也是《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机器人》的主题——便是“机器人”。
对于机器人，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工程师眼中的自动机器，可以是企业家眼中的
生产设备，也可以是科幻小说家笔下的未来战士。
但是，在哲学视野内的机器人却是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概念，是一个逼迫哲学家们必须不断反思传统
概念和知识体系的异端。
究竟是“人是机器”，还是“机器可以是人”，或者更进一步引出“机器是什么”，“人又是什么”
的终极追问。
由此，产生出种种的疑问和迷惑的“机器人”，实在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打发掉的概念，值得我们
用哲学的眼光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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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计海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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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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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看来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动作，如果要一台机器来做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比如直立行走这个动作，研究者们发现要想让一个仅有两个支点、重心又是那么高的机器保持平衡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大量的经过计算机协调好的力之间的相互平衡，而行走则需要更多的计算量
来保持一个在动态中的平衡。
于是这个技术难点导致的后果便是：不少机器人看上去不像人，更多的像是一个机器蜘蛛或机器昆虫
。
因为毕竟支持点越多越稳定，也更容易站立和行走。
当然近年来已经研制出了能够双腿直立行走的机器人了，但仍然是“邯郸学步”的状态。
除此之外，对于感觉的模仿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感觉对于人来说往往与意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点轻
微的触觉表达的可能是双亲慈祥的爱抚，一阵芬芳的草香可能让人产生郊游的向往。
但机器人通过传感器或许能精确地算出压强、或是分析出气味中所含的化学物质，但判断意义对于机
器人来说却是一个大难题，多大的压强才代表友善呢?这似乎也不是单单定义一个数值就能说明问题的
。
总体来看，在科学技术领域内进行的机器人研究都是建立在机械还原论的基础上，即把人这一有机体
展现出来的种种功能通过数学算法和无机材料加以还原和重现。
在这方面，不否认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而达到惟妙惟肖的模仿，但模仿终究是模仿，能够被模仿的东西
只是那些已经被认识了的东西。
但诸如情感、灵感、赋予意义等这些人类的能力，对机器来说还是勉为其难的。
因为这些能力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不可复制性。
玫瑰花可以代表爱情，但具体到怎样一种爱情则要根据具体境遇而定，且各人的体验是在不断变化的
，无从复制。
灵感、意义等皆是如此。
那么既然机器只能是机器，可是“机器人”又从何说起呢?这便需要跳出技术的范畴来对技术进行反思
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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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虽然在修订过程中又重写和续写不少章节，但这仍难免
是一本不很成熟的著作，其中的不足和差错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博士入学之初，我的导师沈铭贤先生为我大致指定了这个题目，当时的感觉比较盲目，不知如何下手
来谈机器人的问题，当然还得是从哲学的角度。
不过想来博士三年时间还长，慢慢酝酿再说。
恰逢复旦哲学系开了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一书的原著课，一学期听下来，论文怎么写，竟然
也有了眉目。
所以，熟悉阿伦特的读者，应该会发现本书的概念框架是受了《人的条件》的影响，尤其是活动论的
技术观；当然阿伦特没有论及机器人问题，本书的大部分还是自己拍脑袋式的发挥，幸而也侥幸毕了
业。
一晃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毕业之后，还是做学术，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工作期间，各方师友不断督促和鼓励出版，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本小书。
在哲学所，领导对青年科研工作者关心有加，本书的出版也受到了哲学所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
感谢。
我的同事李元博士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杨国老师的辛勤工作促
成了本书的面世，同样致谢。
本书的写作凝聚了沈铭贤老师的心血，从选题到构思乃至诸多细节都得到了沈老师的精心指导。
初稿完成后他通读了全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欣然答应作序。
师恩浩荡，心存感激。
沈老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更是自己修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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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机器人》为学术新视角丛书之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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