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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瞻之在前，乎焉在后”，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转瞬间，2007—2008，这个使国人难以忘怀的不平凡岁月，使我们慨叹人生的短暂和岁月的无情
。
然而，人们在发出对时间的慨叹之时，人的思想的翅膀往往会使我们摆脱时间的束缚，而把我们带到
那永恒的伊甸园，在那里我们自由欣赏人类在有限的时问里留下的无限的智慧．在那里我们为人类创
造的这些智慧感到兴奋与欣慰。
　　一位西方哲人曾经说：“科学使人获得知识，哲学使人获得智慧”。
哲学就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引起了无数人对它的爱慕与珍惜。
我们在今天仍然可以在这朵花前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身影；仍然可以感受到孔子、孟子的气息
；仍然可以听到黑格尔、马克思的片片争语。
这朵花的魅力促使今天的我们为它付出更多的努力，为的是多一分耕耘，希望它开得更加灿烂无比。
　　哲学，这朵无比鲜艳的生命旺盛之花，使人们知道了自己的辉煌和暗淡。
知道了自己的渊博和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无畏与懦弱。
技术哲学就是这朵哲学奇葩上的一片最丽的花瓣。
　　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里，技术已成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
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通讯、交通、健康、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
活动，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磁悬浮列车，承载着我们掠过生活中光怪陆离的影像和五光
十色的梦幻，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
部分。
技术之于我们，正如蜗牛的壳之于蜗牛，蜘蛛的网之于蜘蛛一样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技术哲学具有无比的时代前沿性和无比的时代紧密性，显然，技术哲学本身在人类思想的海
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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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阶段，“两难”问题凸显。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知识体系，帮助和唤起我们渡过历史“
难关”。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视为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这是发展观的一次伟大革命。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技术与哲学研究涉及范围广，接触面积大，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超强的实践性，可以在理论和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层面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这关乎最广大人民的福祉。
　　蒲松龄在他的落第自勉联中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
越甲可吞吴。
”这一天下“绝对”，将成为我们的自勉联。
“花开堪折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借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强劲东风，在技
术哲学的学术海洋里乘风破浪；在学术的画卷里谱写新篇；在学术的山巅上“欲与天公试比高”。
　　我们应当放弃附庸时尚与风雅，应当发扬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精神作风，努力摸到那扇再次让思
想走进广阔天地的大门，让我们期待精神领域的再度飞跃，拍天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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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哲学元理论·　　关于科技哲学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陈文化（中南大学亚太
问题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20多年来我国哲
学和自然辩证法界的不同变化，自然辩证法曾经的壮丽景观现在似乎变成了表面上的热闹。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自然辩证法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与时俱进地实现根本转变。
2004年编撰出版的一本自然辩证法全国通用教材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自然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并且，它“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和自然技术观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整个理论体系”。
还多次讲“自然界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而且只说“人是自然存在物”，没有同时讲“个人是社会
存在物”和“人等于自我意识”，以及“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
接区别开来”（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样，就把人等同于其他动物（自然）了，世界就被还原为自然界，即无人的世界，还有学者甚至提
出“世界即自然界”，“科学技术仅仅指自然科学技术”，“自然科技独自能够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
所有难题”，自然“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或者“是对科学技术的系统哲学反思”。
这些观念和观点直接关涉到科技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我们要严肃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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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与哲学研究（2007-2008年）（第4卷）》介绍了哲学，这朵无比鲜艳的生命旺盛之花，使
人们知道了自己的辉煌和暗淡。
知道了自己的渊博和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无畏与懦弱。
技术哲学就是这朵哲学奇葩上的一片最丽的花瓣。
　　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里，技术已成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
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通讯、交通、健康、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
活动，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磁悬浮列车，承载着我们掠过生活中光怪陆离的影像和五光
十色的梦幻，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
部分。
技术之于我们，正如蜗牛的壳之于蜗牛，蜘蛛的网之于蜘蛛一样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技术哲学具有无比的时代前沿性和无比的时代紧密性，显然，技术哲学本身在人类思想的海
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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