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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时代是现今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根本性境遇的描述。
人的这种根本性境遇，缘于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技术不仅是人类生产方式，而且业已成为人类
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本源；技术现象不仅成为人类一切现象的主导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业已
成为人类一切现象的本源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国外学者从十九世纪开始，对技术现象开始关注，技术现象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
问题。
在对技术的追问中，技术现象学以其现象学方法独特的优势，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
思想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技术现象学概论》共七章，分为四个部分，研究了技术现象学的各个方面。
本书由陈凡、傅畅梅、葛勇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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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胡塞尔把当时欧洲面临的危机叫做“科学的危机”。
“科学”一词，在他这里，不仅标识着自然科学，同时更标识着包含一切精神成果在内的大的科学范
围，比如人文社会科学等。
在胡塞尔看来，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而在于欧洲人对科学的态度，在于近代以来形成
的一种错误的科学观，是对科学的片面理解。
他认为，在古希腊，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的观念，那就是体现真正理性主义的科学和哲学一体的
大科学观。
在这种科学观念下，一切利用理性的原则来获取知识的活动和结果，都被纳入其框架之中。
然而，近代以来，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从各种科学活动中异军突起。
由于受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近代欧洲逐渐发展起一种片面的唯自然科学是从的科学观念，最
终导致其他的理性的知识获得活动被从科学的定义中删除，也导致形而上学被逐出了科学，科学的丰
富意义由此逐渐削弱。
最大的原因，是在于把数学的方法看做是理性的唯一标识和特征。
事实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阿卡德米院门上铭文的解读，已经充分地说明这点迷误，即古希腊的数
学意义，与近代的数学意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自伽利略以来数学的这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把自然数学化，使得自然科学背离了自己直观的基
础，也将理论与现实脱离开来。
在这里，数理科学成为一种按照技术的规则，通过计算的技术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
简单地说，数学不再单独作为形式科学存在，而是作为技术存在着。
如果不利用数学作为中介，人们就不能将理论描述与感性世界联系起来。
问题是，理论一旦通过数学作为工具在抽象领域中延伸，便远离了感性，导致人们不能通过直观的方
式去理解它。
理论与现实出现了断裂。
这种技术化方法抽空了自然科学的意义。
而直观恰好是现实中人类经验世界的方式。
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的言说方式业已抽空了生活的意义，由此产生的科学的实证观念忽视了
人生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支配下，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真正地给予这种技术过程以意义和给予这些
正常的结果以真理的本来思想被排挤出去了”。
科学符号被数学技术所操作，操作的结果形成的理论意义，远离了事物本来的意义，也就是能指与所
指发生了分离。
如此一来，科学活动变成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
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
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
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理论上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
“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
如此，由于近代物理客观主义标榜自己是理性的真正代表，忽略理性的其他表现形式，从而遮蔽了生
活世界的原初丰富性以及人和主体的意义，这是导致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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