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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
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
已有一批博士毕业。
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
文章。
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
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
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
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
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因此。
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
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
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

内容概要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对于以伦理道德规范制约技
术应用的不同理解，揭示了技术应用脱离道德制约的现实表现，分析了这种背离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
转型期由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由“私德”向“公德”的转换出现“空档”，以及传统文化
中“道”的“术化”。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技术与良知结合的必要措施。
　　在技术发展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技术注重“以人为本”，而西方传统技
术强调“重物轻人”。
但在现代技术发展中，这两种思想倾向都出现某种程度的逆转趋势。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分析了不少企业重设备更新而轻技能培训的问题，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
临要求建立“人”与“物”关系的新范式，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还讨论了技术发展中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问题，分析了“悟性
技术”与“理性技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及各自的长处和弱点，指出两种类型技术的合理关系模
式以及不合理相互渗透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正确处理这两种类型技术的关系问题。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最后指出。
技术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又是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
过程。
只有从文化角度审视技术、调整技术、发展技术，中国的技术发展才能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
一致，才能真正实现技术的现代化。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关于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的研究，从广义上讲，是技术哲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哲学需要讨论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尤其是观念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制约，从中揭示技术与文化
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
就中国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关于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的讨论，是技术哲学研究中本土化色彩
很浓的课题。
当许多技术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久拖不决的时候，从文化制约的角度可以发现新问题，开启新思路，找
到解决问题的新的途径。
这对于所有参与和关心中国技术现代化进程的读者来说，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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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天斗地”思潮的形成，与中国社会革命的思想背景有某种关联。
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革命运动之后，我国才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中解脱出来，走上了
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革命的成功主要是靠军事手段完成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成功经验很容易迁移到其他领域的工作中去。
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术语，如“大会战”、“攻坚”、“统帅”、“突击”等，都带
有革命战争年代思维方式的痕迹。
我国传统的天人和谐、天人合一观念不完全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还包含着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
的含义。
“天命”、“天朝”、“天子”等概念都是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现代角度看都属于革命
和斗争的对象。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思想切断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同传统政治观念的联系，“奉天承运”之类的
东西作为封建糟粕被扫除掉了，而传统文化中一些对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东西也往往被人们忽
略[54]。
自然观意义上的“天人和谐”、“天人合一”观念就处于这种状况。
人们敢于“战天斗地”，其思想前提就是不再对天地抱敬畏之心。
社会生活中“改天换地”的成功自然使人们把“战天斗地”作为革命的继续，而“战天斗地”的消极
后果，也往往被人们当做战斗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而接受下来了。
　　当然，由“天人合一”向“战天斗地”的转变也不完全是社会变革影响的结果。
这里还有经济生活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原因。
近现代技术的传入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毕竟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物质财富
增长和生活便利。
社会生产和经济方面的变化逐渐扭转着人们的天人观，使自然经济时代形成的“畏天”、“敬天”心
理逐渐淡化，到了一定程度势必出现逆转。
其实，我国古代对“天”的态度也并非一味顺从，逆来顺受。
强调“天人合一”并不意味着在自然界变化面前无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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