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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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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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技术异化的研究一直是技术哲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技术异化的现象来讨论
的，而对技术异化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一些问题的探讨尚不够深入。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厘正技术、异化和价值概念的内涵，是讨论技术异化的基点。
技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工化过程中的价值创造；在价值范畴内，异化是相对于特定主体的价值
负向实现过程、结果或状态，它体现于社会、生态和人本三个层面上；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
响，即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正效应就是正价值，负效应就是负价值；价值有潜在价值、内在价值、现
实价值三种形态。
    从技术的价值形态入手，可以厘清技术的价值负荷问题，从技术的内在价值来看，技术是价值中立
的，从技术的现实价值来看，技术是价值负荷的；技术价值的存在形式表现为一种形态上的演变，并
在形态演变中实现其现实价值，技术现实价值的实现表现为社会、生态和人本三种价值实现类型。
    历史上的技术异化观多是一种片面的技术价值异化观，马克思的技术异化思想是一种合目的的社会
价值观。
技术异化是技术现实价值的负向实现，它存在于技术价值负向实现的一切过程、结果和状态之中，表
现为社会、生态和人本三种技术异化类型。
    从技术异化的本体论看，技术异化的客体性原因主要在于：技术结构价值、技术自然属性价值、技
术功能价值和技术静态现实价值的负向实现；技术异化的主体性根源在于技术创造主体和技术应用主
体的失当价值观，这些都是非合目的的社会价值观。
    弱化技术异化，必须以合目的性整合失当价值观，确立合目的的社会价值观，建立合目的的技术价
值评价规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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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各学派观点看，早期人本主义的技术异化观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异化观点，仅仅看到了技术在人
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控制（异化），而没有从技术的社会层面分析技术的价值正负效应，更忽视了技术
在生态层面的负价值实现；埃吕尔的技术异化观点是从强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论述技术异化的，从某
种意义上讲，他有强调技术本身的生态价值属性决定着技术异化的必然性之意，但他消解了社会建制
中技术的社会价值属性，因而该理论不可能全面阐释技术异化的本质，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拉普虽
然不是强技术决定论者，但他把技术异化的必然性归因于“技术程序本身的性质”，可见与埃吕尔的
技术异化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在如何解决技术异化问题上，他也难免同样走向了技术乌托邦
：认为异化“只有在人们乐于放弃现代技术的效益的范围内才能清除掉”；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异化观
则多是从技术在生态层面上的技术价值负效应来加以论述的，并以此为基点来解释技术异化“导致人
的精神上的分裂”，但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正确描绘了技术异化现象的过程。
而它错误地把这一过程当作技术异化的根源，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异化观也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诠
释技术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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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作为一本专著，从常理而言，它虽难做到完美，但至少应该是少有缺憾的。
但事实上，我发现，本书不但未能圆满回答该研究领域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反而正是因为只解释了那
么一两个小问题，却因此又始料不及地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基于学者惯有的迂腐理念，笔者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新问题的不断产生，才更体现出该项研究的
价值；如果一项研究完结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问题，则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该领域的未来研
究而言，都是不幸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的确，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就不断有困惑袭来；此时，作为专著即将面世，则感受到的困惑更多更
重，丝毫没有“完成任务”的如释重负之感。
好在有了上述借口，这里不妨把未能化解的那些缺憾大致归纳出来，聊以释负，或未偿不可。
——既然我们认为，作为过程的技术本身与技术的社会应用没有截然的区别，那么，作为过程的技术
现实价值的异化与作为应用过程的技术现实价值的异化有何异同？
——为什么技术的内在价值决定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现实价值决定于技术的社会属性？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命题？
技术的属性与技术价值形态、价值特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技术的内在价值与技术手段、技术的现实价值与技术目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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