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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技术成为哲学反思的重要对象。
由于技术具有深刻的人性根源，因此技术研究也呈现出复杂的研究进路。
王治东编著的《技术的人性本质探究(马克思生存论的视角思路与问题)》借助马克思生存论展开视角
、凝聚思路、聚焦问题。
马克思生存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的一种新转向，这种转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也为解读技术开启了新视角、提供了新方法，拓展了新的问题域。
《技术的人性本质探究(马克思生存论的视角思路与问题)》力求通过追寻人的本质从而探寻技术的人
性本质，呈现和揭示人与技术之间相互建构和相互回馈的复杂关系，推进对技术的理解和研究，为技
术哲学研究提供一种认识途径，为人一技关系和谐探寻合理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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