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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严峻的
现实迫使西方学者对其现代化的方案进行反思。
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展开了批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是科技理
性僭越了价值理性的危机。
“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等成为流行话语，交织而成
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反科技理性思潮。
其反科技理性的论调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形成了思想上的侵害。
 　　本书作者认为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主干上的两大支干，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和人自身
的两种能力，两者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作者进而提出了价值理性工具化的观点，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以价值理性为工具实施侵略
和扩张的事实予以了分析，并阐述了中国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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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框架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的理性的产物，是
人类理性主干上的两大支干。
只有用历史的观点才能对理性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把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置于历史展现的动态视角之
中，才能现实具体地理解理性发展的轨迹。
由于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撞在西方国家的现实和理论中先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概
念都是由西方学者建构的。
可见对概念本身的合理性的解读必须充分考虑到西方文化的背景，我们当下来研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
性问题，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文化资源背景之下的，其目的是为了对这一全球突现的问题进行梳理，
为中国科技理性的成长和价值理性的建构扫清思想理论障碍，因而我们必须坚守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
价值体系。
第一节 理性与理性主义一、理性古希腊哲学的形成与理性概念的建构几乎是同步的。
赫拉克利特(Heracfitus)认为理性是自然界固有的；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认为理性是构成世界的无
穷的元素之一。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性与哲学这两个概念是共有相同时段的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哲学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再到现代人论不断转换其研究重点。
理性也同样具有与本体论、认识论和人论相关的不同含义。
理性是一个非常多义的概念。
在本体论意义上理性被作为世界的本原，也即是支配自然万物的“逻各斯”。
“逻各斯”的本义是指规律、道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运行正是受制于“逻各斯”的。
在这里“逻各斯”就是理性的最初含义。
人不能凭自身的能力去把握这种决定自然万物的“逻各斯”，因而靠神的力量达到对“逻各斯”的把
握就成为一条首选之路。
由于本体论思维所固有的特征，以还原论的方式去追问最终之本源，这就会造成把理性神秘化的倾向
。
黑格尔是把理性客观化、实体化的最典型的代表。
黑格尔认为，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均是客观理性外化的产物。
理性在认识论意义上是作为人类认识外在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即依靠逻辑思维去认识事物。
理性是表征哲学的认知方式，信仰是表征宗教的认知方式。
理性认识在狭义上还有作为一个认识过程中比感性认识更高级的一种认识形式的含义。
在人论意义上，理性是指人所特有的高于其他生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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