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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一经常被世人引证的至理名言，不禁使我们联想到：石与玉、他与我、自然物与人工物、天然自
然与人工自然、本体与价值、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等重大哲学问题。
在任何一个文明时代，对哲学的重新研究与定位，都是一个不需要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正当要求。
雅斯贝尔斯说过：“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着说：哲学是自由的思想之路。
同其他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对象域和定位似乎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每一时代的真正哲学都是人的
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与显现，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和不变的定位。
哲学总在途中，哲学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生存之路、思想之路、创新之路和开放之路。
哲学研究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涌动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
因此，“以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不啻是哲学创新与发展的必然逻辑。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生活、生命、生态中
的显象，科学技术哲学合乎逻辑地成了人类社会知识百花园中的一门显学。
特别令人感叹的是，技术哲学和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独辟蹊径，异军突起，捷
足先登，方兴未艾，在20多年的发展中，技术哲学与STS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而肥沃哲学土壤的国度
里已经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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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社会学》从技术、文化、社会三者关系着手，力图明确技术社会学、技术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立
场、视角及其对象，揭示了社会学视野中的技术的本质与特征，特别是从文化视野对技术进行了深入
分析。
该书的翻译出版，将促进我国技术社会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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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仓桥重史 译者：王秋菊 丛书主编：陈凡 秦书生王秋菊，女，1962年生，教授，现任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主任，科技与文化（STC）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编辑辞书两部、教材五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五项。
陈凡，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教
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技术哲学学会理事长
、科技与社会（STS）学会理事长。
主要著作有《解析技术》《技术社会化引论》等，并在《哲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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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技术文化社会学问题之所在，提出了不少，这里特别想从技术的评价、意见等方面加以阐述。
对现代的称呼是多样的，其中将现代称为技术时代已经普遍化了，这·点毫无疑义。
产业革命以后，获得急速发展并给予社会各方面重大影响的正是科学和技术。
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科学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其之后的科学和技术给所有的产业部门
以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冲击也相当大。
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各种技术成果常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技术自古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存在，并与宗教和艺术一道发展至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东西。
既然如此，为什么将现代称为技术时代、宗教时代呢？
另外，我们把技术和“技”、“伎俩”、“技能”、“技艺”这些词语并用，外语的也含有技术与艺
术这两个意思。
但是在今天，这些含义似乎正在分化为截然不同的领域。
例如，一般认为艺术是我们的感情世界，技术是没有感情的世界。
艺术同情绪、感情的生产相关，而技术同“物”的生产相关。
技术这个词本身就存在着广义上的意思和作为与生产有关的这一狭义上的意思。
把今天称为技术时代是特指在文化整体中与生产相关的技术。
生产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的发展，而是给予了社会各方面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生产技术以外的广义技术，例如统治技术、交流技术、军事技术等的影响也是如此。
再者，技术对我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
，影响波及到了全体文化。
奥德姆把这理解为技术表现，这是与以民族和人性的自然欲求为基础的个人表现相关的。
所谓技术表现不是技术学本身，而是与技术学相适应的方法和技术学的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动
样式①。
就这样，生产技术对其他技术和整个社会，进而对文化的各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丰富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使之更加便利。
但是，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我们并不期待的结果，例如技术所导致的破坏、无秩序和病理现象等。
这些主张从常识上来讲，可以分为两类，就是关于技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
这两种见解各自对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结果一分为二。
悲观论主张技术的发展本身是客观事实，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在关于技术今后的发展中否定这一点
；或是考虑技术施加的各种影响，欲阻止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乐观论的主张主要是积极评价技术的发展和它的结果这两方面，并通过技术以外的其他事
物来驯服引导技术的发展及其结果。
否定技术发展本身这一观点当然在现实中无法立足，所以可以将其主张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技术发展致使我们的生活机械化和自动化，使人类非人类化，把技术引起的灾害和破坏的
原因主要归结于技术自身。
这种情形之下，存在着一种主张，即对技术过去的发展加以批判，并对现在和未来的技术发展加以某
种限制，甚至阻止其发展。
这时就必须作出选择，是带来所期待的结果的技术，还是并非这样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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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科斯·韦伯所说的合理，便是众所周知的在跨经济、法律、政治、宗教、学问、社会等方面，西欧
国家所固有的特征。
宗教社会学的合理化表明了宗教消除巫术的程度，它在支配的正当性上则出现了这样的特征：相对于
神授的、传统的、成为条款的法，宗教以支配成员信念的形态为特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技术
的合理性问题上，以可计量性为基础的技术才是目标。
这个合理性技术，是最追求完全形式的目的合理性，试图用计算来支配一切事物。
这个方法脱离了经验主义，而是数学方法，表现为重视有正确测定可能性的量。
近代技术在这一点上。
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在与科学的结合的方面取得了成果。
这个事实的具体例子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明和其实用化的期间缩短了。
贝克尔列举了各个缩短的事实，即1821年发明电动机的原理，在1886年被应用、完成、实用化，这个
期间用了65年，与此相对，真空管的原理和实用化是在1882年和1915年期间，前后有30余年，无线电
广播是从1887年到1922年的35年，各个原理的实用化时间都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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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社会学》：国外技术哲学与STS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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