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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
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
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
文章，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
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
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
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因此，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
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
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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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在社会建构论和固持网兴起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对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
判理论的新发展，是费恩伯格在苏东巨变以后对技术的民主控制和现代性等问题的新思考，已在西方
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于这一理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国内还缺乏相应的专题研究。
因此，以批判与建构为两大主线，对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作系统的梳理与剖析，一方面可以推进
国内对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发展状况的研究，弥补我国一直把研究视角定位于欧洲大陆的不足
；另一方面还能借鉴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推进我国技术哲学、技术政治学
学科的发展。
    本书首先分析了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进而通过对多种技术理论的比较，
剖析了这一理论的理论内涵。
在此基础上，本书把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理解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其中理论根基是
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重构，理论核心是“民主的理性化”，理论目标是现代陛的选择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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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特加和海德格尔是两个最先提出技术问题的职业哲学家，他们都是在一种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框
架内思考技术，这种现象学强调实践问题高于理论问题，对自由和命运问题很敏感，而且承认不同种
类技术之间存在历史的或生活世界的差别。
两人都断言在人性和技术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否认技术的东西耗尽了人的精神或者只有
通过技术的东西才能掌握技术的本质。
两人都反对把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认为现代科学实质上是技术的东西，且看到了过多技术的危险。
其技术哲学的不同在于，海德格尔明确反对把技术看作中性工具的观点，但奥特加却似乎同意这种观
点。
　　埃吕尔对作为现代世界最重要社会现象的“技术”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20世纪，技术已取代
资本成为统治的力量。
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两个概念。
提出现代技术有七个主要特点：合理性、人造性、自动性、自强性、不可分性、普遍性、自主性，技
术正在进行的事不是对自然的某种彻底征服，而是用技术背景代替自然背景，从而使技术成为20世纪
的赌注。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充分体现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
的社会批判理论中。
他们在讨论技术问题时更强调技术对人性的压抑，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和现存
的制度，他们最终关注的是人的解放。
他们认为在发达的工业国家里，技术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
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与人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了技术统治论
思想，但却抹杀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也难以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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