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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是对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中的重大前沿性问题的全景式鸟瞰，范围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主
要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闻题，进行挖掘和整理，力图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
宏观视野，刻画出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态势和前沿动向，以期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参考或启示，对推
进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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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当全面地看待科技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本质上是
一致的，科学技术是人的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的发展也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在一定的条件下科
学技术对人的发展也会产生“负效应”，它可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影响人的发展，可能
加剧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从而恶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体系细致分工也不利于人
的身心的全面发展，等等。
造成这种“负效应”的根源既有人类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
因此，我们既应当承认科技的解放力量，同时又不能忽视其破坏力量。
 第四种观点把科技的作用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待，认为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不能只看某个历史阶
段，它体现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马克思把人的片面化看作历史发展并完善自身的一个必要的、不可剔除的内在环节。
但人类异化的克服，从根本上仍然需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工业文明。
技术与工业文明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根本力量，同样也是人类最终获得自由的根本动力所在。
科技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以其自身的多样性的异化得以体现和实现的，科技在根本
上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杠杆，是人的根本解放力量。
 在上述四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强调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社会根源外，其他几种观点则都强调了
科学技术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是历史的发展过程。
这些看法所表达的，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点。
我们以为，还应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性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科学技术到底是一种解放力量还是一种破坏力量？
要对这个问题来个定性的回答并不容易。
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思考不仅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整个人类进步理念的挑战，对马克思
哲学进步理念的挑战，而且是对世界各国现实发展方式的自觉反思。
中国属于落后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科技和生产力，同时我们又必须避免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给我们带来
的破坏。
因此，在实践方式上，我们就处在一个“悖论”当中，在理论方式上，我们则必然要处于自相矛盾的
理论夹缝里面。
因此，我们必须在全面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根据现实而有所侧重地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之间，保持
一个合理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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