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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理念”概念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传统哲

学就是以这一概念为根基，建构了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哲学大厦，也是从对这

一哲学根基的批判入手，西方哲学展现出了它的既是“一个杀死另一个”，

又是“花朵、花蕾和果实”之扬弃过程的辩证历史。“理念”概念代表了西

方文化的一大传统：理论传统。这一传统由对世界的起源和人的本性的探讨

为开端，包括了古希腊的哲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

成就，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哲学那里达到顶峰。由这一理论传统出

发，西方哲学从中世纪到近代都在为寻找主体而作出努力，只不过它们所寻

找的主体从神转向了人，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同时，否定之否

定阶段也悄然来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哲学的解构。

西方文化中的“技术”一词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过程。现代人们常用

的“技术”（technology）一词源自于希腊语的“tekhnologia”和拉丁语的

“technologia”，表示对艺术或工艺的系统的应用；而这两者都出自希腊语的

“τέχυη”，兼有艺术（art）或手艺（craft）的含义，表示技能。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技术”是和“自然”并列的两种生成事物的方式，其不同在于自

然物是由其内部的原因而生成，技术物则是由于外力而存在。据海德格尔考

证，“技术”概念在古希腊写作“τεχύικόυ”，意指 τέχυη，而 τέχυη“不只是

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的名称，它也是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艺术的名称。

Τέχυη 属于产出”a。“技术”概念表征了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传统：工匠传统。

a［德］海德格尔 .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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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统发端于古希腊人在维持自身生存的过程中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包括

了古希腊的农业、手工业等相关领域的成就。苏格拉底的父亲就是一位雕刻

师，他自己早期也有过一段时间的雕刻生涯。

古希腊文化的这两大传统表现出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亚里士多德将人

的活动概括为理论的、制作的和实践的三种类型，在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

命题的同时，又提出了“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命题。然而，在近代以

前，这两大传统是分开的，哲学似乎一直遗忘了技术，而技术则一直淡出在

哲学的视野之外。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技术制品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科学研究中，两大传统才逐渐走向统一，也才出现了现在普遍使用的“技术”

一词的英文写法“technology”。这个概念按照英语的构词法，是把古希腊的

“技能”（τέχυη）和英语中的后缀“-ology”( 知识 ) 连接组合而成，表征的是

关于技术的知识体系。由此，对“技术”一词的理解，就从古代的经验型的

“技能”发展到近现代的实体型的“机械”和知识型的“技术”。

实际上，无论“技术”概念的内涵如何改变，在技术的形成和使用过程

中，都会有一个促成其形成和发挥功用的理念存在。这个理念存在于技术形

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它既包括了技术中的人的目的和意图，也包括了技术中

的自然规律因素，提供了某项具体技术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目的、根据、

动力和形式。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技术理念的认识尚处于自发状态，

那么，近代以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越来越让人们能够自觉认识技

术中的人的主动性因素，越来越意识到不同的理念所导引的不同的技术方

向，由此，对技术理念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比如，有人经过对西方技术发

展的整体考察，提出从总体上讲，西方从古至今，已经历了技术无政府主

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控制主义等四种技术理念。当前盛

行的正是这第四种即“技术控制主义”的技术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是对前

面几种技术理念辩证综合的结果；又如，以往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很少关

注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问题，自从环境问题受到关注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

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化趋势开始感兴趣，这样，生态技术就成为技术发展

过程中的技术理念。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形成与发展的历

史。由此，对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性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一直贯穿于技术

哲学发展的全过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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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技术理念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全书在对“理念”概念产

生发展历程的梳理基础上，探究了马克思对“理念”概念的改造，揭示了

“理念”概念回归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意义，探讨了技术的本性问题、技

术编码问题等技术理念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进而从技术和现代性关系的视

角研究技术理念问题，阐述了马尔库塞、麦克卢汉、费恩伯格等人的技术理

念，分析了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和伦理问题，阐述了生态化、信息化、

美学化等技术理念在现实中的多种表达形式，最后探讨了技术理念与技术哲

学的当代发展问题。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

第一章阐述了技术理念的哲学基础，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

了“理念”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本部分从“理念”概念的起源入手，在明

确了“理念”概念的词源学解释之后，从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发生学

四个层次上阐述了“理念”概念的含义。本部分在阐述柏拉图哲学“理念”

概念的局限性之后，追溯了“理念”概念的演化过程，阐述了黑格尔哲学和

柏拉图哲学的关系、黑格尔“理念”概念的含义、黑格尔“理念”概念的独

到之处及不足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对传统“理念”概念的

改造。这部分首先阐述了马克思对传统哲学主要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包

括对哲学出发点的改造、对“实践”范畴的改造和对绝对理念的“人”的底

蕴的揭示三个方面；接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念”概念的理解，指

出“理念”的演化过程与人类实践活动发展过程的一致性，论证了马克思对

理念问题的关注与他关注的最终目标——人的解放的相关性。本部分在阐述

了马克思对“理念”概念的改造的意义之后，对马克思去世之后尤其是近年

来中西方对马克思的接受给予了一定评述。

第二章是对技术理念的理论解读，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技

术本性的哲学诠释。本部分由对《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说起，

指出“这两个悟空本来就是一个人，他们都是真的，但不是两个人，而是一

个人内含的两个不同方面，善与恶的不同方面”，由此提出技术也具有双重

本性。就是说，技术作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

媒介，它必须具有把自然与人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技术的双重性

特征。一方面，技术体现着自然规律，这是技术不可超越的自然边界；另一

方面，技术内含了人的需要、价值、意向和审美等因素，这是技术的社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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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因此，技术是自然规律与人类价值的统一。第二部分是对技术、时间

和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民族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指出技术的全球化改

变了事物的自然属性，从而时间和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此在全球化

的世界趋势下，既要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又要努力发扬本民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走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第三部分是对“技术编码”

（technical code）范畴的解析，提出“技术编码”一词是费恩伯格整个技术

批判理论的“阿基米德”点，正是以这一范畴为根基，费恩伯格展开了他的

技术设计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技术本质批判和民主政治批判，为建构他的

技术批判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从现代性的问题域阐述了技术理念问题，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阐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审美救赎理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对技

术的批判为契机，展开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批判，他在

晚年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激进革命转向审美救赎道路的探索，以其美学救赎

理论探寻艺术作为新感性对抗工具理性的现实作用，也就是艺术所具有的政

治革命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观。本部分以麦克卢汉媒

介技术思想为主线展现现代性在各个领域的表征，从现代性对人与社会作用

的内在逻辑性出发，阐释其与内涵，并通过现代性的二重性影响在技术哲学

视域下反思现代性。第三部分阐述了费恩伯格从技术批判的视角对现代性的

诠释。“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是费恩伯格以对技术的本质问题和民主化问题

为基础，将思考的视角拓宽到整个现代社会得出的结论。既然技术的本质依

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定，具有选择性，既然当今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压抑

了人的潜能，就可以在技术全球化的条件下用“颠覆的理性化”的方式更换

一个不同的现代社会。

第四章是技术理念的现实表达。本章共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高

技术发展和技术的生态化、信息化、美学化趋向引发的哲学思考。第一部分

通过对人之本性、起源、生成、存在和伦理等各方面的学理分析，阐述了在

技术许可的前提下“克隆人”存在的合理性及可能出现的趋势，提出人的伦

理观念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形成的，应该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

渐演进，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属自组织现象，人天生有着向善的本性，因

此在克隆人问题上应审慎思考科技发展和传统伦理的关系，在科技和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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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第二部分分析了原有环境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

主体缺失，进而在分析生态化环境管理模式的意含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应

当不仅重新思考环境管理主体的范围，还要对环境管理主体的素质提出更高

要求，这包括在价值观上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

义”，树立生态文明观；在伦理观上正确处理经济理性、生态理性、法律理

性的关系；在利益观上正确处理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代内利益和代际利益

的关系等方面。第三部分阐述了信息技术对文化创新的作用二重性。信息技

术是当今时代高新科技发展的代表性技术体系，在思想观念、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的各层面上对文化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要重视信息技术在文化创新

中的应用，以信息化的文化发展带动现代化的文化发展，同时也要分析解决

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解决问题。第四部分以对上海虹桥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的分析为例阐述了工程美的问题，提出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

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

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并以

之为基础，从工程理念、工程造型、工程技术、工程材料、工程环境和工程

管理等方面分析了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美学意蕴。

第五章阐述了技术理念与当代技术哲学发展问题，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阐述了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兴起于美国的技术现实主义思潮。技

术现实主义面对迅速崛起的网络化，提出了被称为技术现实主义宣言的八条

原则，表现出在技术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审慎态度，但由于其尚缺乏理论的

深度及系统性，这一思潮也受到包括技术卢德主义、技术超现实主义在内的

各种思潮的质疑与批判。第二部分阐述了当代技术哲学呈现出发展中的“经

验转向”问题，提出“经验转向”的真实内涵是指要求把关于技术及其效果

的哲学分析建立在对技术的充分的经验描述之上，阐释了这一转向的存在根

据即技术人造物具有的二元特性，论述了“经验转向”在技术哲学的本体

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领域中的表现，最后对与“经验转

向”相关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第三部分阐述了科学哲学中的语

境论对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使技术哲学研究从两极对立到

相互融合，使技术哲学研究从抽象走向具体，使技术哲学研究由关注“宏大

叙事”转向关注“微小叙事”，从而影响到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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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式的更替，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起到不能忽视的作用。

本书的各部分是我这些年来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成果，部分内容

是指导研究生完成的课题成果。其中，第一章是在我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

而成的，我硕士期间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论文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对

“理念”概念的改造及其意义问题。在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硕士

学位的三年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记忆。从第二章开始的部分内

容此前已发表在多个杂志上，这主要有：《从真假悟空案看技术的本性》，发

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 年第 3 期；《费恩伯格“技术编码”理论的内涵

透视和意义分析》，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 年第 1 期，第二作者是陈

凡教授；《论马尔库塞的美学救赎之路》，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1 年第 6 期，第二作者是张丽博士；《技术批判视野下的现代性问题探

究——安德鲁·费恩伯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分析》，发表在《科学技

术哲学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二作者是陈凡教授；《克隆人：一种可能的诠

释》，发表在《科学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二作者是陈凡教授；《论生态

化环境管理模式的主体生成策略》，发表在《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 年第 2 期，第二作者是陈凡教授；《略论工程美》，发表在《自然辩

证法研究》2011 年第 7 期；《现代西方技术现实主义思潮评析》，发表于《江

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年第 1 期；《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

特征》，发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二作者是陈凡教授。

另外，本书第三章第一节“马尔库塞技术的审美救赎理论”的部分内容是在

张丽的硕士论文《马尔库塞审美救赎思想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的解读》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三章第二节“麦克卢汉媒介技术观对现代

性的确认”是在于珈琳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麦克卢汉媒介技术思想对现代性

的确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四章第三节“信息技术对文化创新的作用

二重性”是在荆磊的硕士学位论文《信息技术对文化创新的作用二重性探析》

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现在把这些部分整理在一起，在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

的完整性。可以说，本书的形成具有团队研究的特点。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机制研究”

（12AZD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尔库塞技术美学思想及

其当代价值研究”（10YJA720045）、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科技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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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问题研究”（wt2013005）、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

义科学技术观批判”（L11BZX003）、2011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技

术哲学基础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N110714001）等多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各位评委的认可，让我和我的课题组有幸获得资助，这为我们研究的顺

利展开提供了诸多便利。

感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系各位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和他们一起相处

的日子是愉快的。

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阎伟萍女士，是她忍受了我的无数次的拖

延，并以无比的耐心与细心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感谢我的家人的付出。百岁老人杨绛曾说，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亲人间的彼此珍惜，相濡以沫，支撑起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幸福生活。对我来

说，家庭是永恒的港湾，是我的灵魂得以驻足的场所，家人的殷殷期望也是

我精神创作的不竭动力。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应该是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庆幸自己可

以有机会过这样的生活。

                                                           朱春艳     

                                                                                                  2013 年 8 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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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技术理念的哲学基础

“技术”概念无疑是技术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当我们考察技术、追问

“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时，总会看到特色各异的多种技术理论，这些理论把

“技术”视为或物体、或知识、或活动、或意志，并进而导引出各自的技术哲

学理论体系。那么，这些不同的技术理论所赖以产生的哲学源头在哪里？又

各自导向怎样的技术实在？

本章分两个部分考察技术理念的哲学基础，对“理念”概念的历史由

来、演变历程进行探究。

第一节 “理念”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

“理念”概念表征的是人的理想，是人对自身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是

人们追求的目标，它表明，哲学（形而上学）乃是人的本性，它与人类共存

亡，是“消解”不了的。

一、“理念”概念的提出

1. “理念”概念的含义

 “理念”一词的希腊文是 είδος（复数是 είδη）和 ίδέα，都出自动词“ίδεΐν”

（意思是“看”），这两个词的原意是指“图形”“形状”“形式”或“可见的形

式”，指呈现在视觉中的事物的外形、形状；后来就从这种比较具体的感性的

含义，引申出比较抽象的“本性”“种”等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

图最早把它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并以其为核心概念建立了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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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体系。关于理念a，柏拉图指出：“当我们给许多个别的事物加上统一的

名称时，我们就假定有一个理念存在。”b 例如，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床和桌

子，尽管它们的式样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为床和桌子，

这就表明它们有共同性，正是这个共同性使他们分别成为床和桌子。这个共

同性就是“床”和“桌子”这两个同一名称所表现的东西，柏拉图就把它们

称为“理念”。第欧根尼·拉尔修曾经指出：柏拉图“常常用不同的措辞，表

达同一样东西。例如，他把理念（ίδέαν，idea）称作形式（είδος，form）、种

（γένος，genus）、 原 型（παράδειγμα，archetype）、 本 原（αρχή，principle） 和

原因（αίτιον，cause）”c。可见，在柏拉图那里，理念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它

既是对事物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形式，又是逻辑上所讲的“种”概念，

还是创造一件物品所根据的原型，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含义：

第一，从本体论上讲，理念是本体。把理念看作脱离和先于可感个体事

物的客观实在，理念和可感个体事物分属两个彼此分离和对立的世界。

理念在柏拉图那里不是主观的概念或依赖于主体而产生的观念，而是客

观实在本身，它不依附于主体的意识，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追问的“美

自身”，它是贯穿在一切美的个体事物中的共性，是它们的本质，美的个体事

物之所以为美，是由于具备了这种客观共性的美本身：“是否有一个美本身存

在，才叫那些东西美呢？”d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更明确提出理念是本

体，“各种事物有它自己的牢固的本体（οΰσία），这种本体不是相对于我们的

东西，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想象力量而动摇不定，而是在各种事物的自身中，

a这个术语究竟怎么翻译，在国内外都有种种不同意见。国外一般将它译作开头字母大写的“形

式”或“观念”。国内一般译为“理念”，陈康在他译著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中主张译

为“相”（详见该书第 23—24 页）；郭斌和等在其合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中译为“理型”或

“埃提”；吴寿彭在他译的《形而上学》中主张译为“意式”或“通式”；朱光潜在他译的《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中译为“理式”，个别地方译为“概念”。罗念生主张把 ίδέα（idea）、είδος（eidos）、

τνπος（typos）、παράδειγμα（paradeigma）、εικων（eikon）分别译为“原型”“模式”“榜样”“模型”

和“样式”。本文采用把 ίδέα（idea）和 είδος（eidos）译为“理念”的译法。

b柏拉图：《国家篇》，596A. 引自谭鑫田等编 . 西方哲学史教程［M］.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92.

c第欧根尼·拉尔修：《明哲言行录》第 3 卷第 64 节 . 引自谭鑫田编 . 西方哲学史教程［M］. 山东大

学出版社，1987：92.

d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288A. 参见朱光潜 .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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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和它们自身固有的本性有关的”a，这一本体是超时空的，它“无色、无形、

不可触摸”，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b，是真正的

实在，是理性认识的对象，由此产生知识。这样，以“理念”概念为核心概

念，柏拉图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建立了成体系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其思想主要是：其一，理念和可感物体是不同的，它先于可感物体而独立存

在，永恒不变不动和自身等同；其二，理念是客观实在，它既不是指依附主

体的思想、观念，也不是指思想的内容，而是单个的存在物；其三，可感事

物“分有”或“摹仿”同名理念而产生，是可变的，不真实的，而理念是真

实存在、永恒不变的。

第二，从目的论上讲，理念是万物追求的目标和赖以产生的动因。

柏拉图把理念看作是可感事物运动、变异和生灭的动因和追求的目的，

把善理念看作是最高理念、终极目的。他先是从回忆说推出理念的存在，认

为知识是不死的灵魂所固有的，所以强调“所谓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回忆，如

果这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所回忆的必定是我们在某些时候以前学过

的东西，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的灵魂在投生为人以前就存在于某个地方，否

则就不能回忆生前所学的东西”c，这说明理念具有先验性。而回忆说必然得出

理念和可感个体事物是彼此分离的结论，因为既然关于绝对本质、理念的知

识是不死的灵魂所固有的，而灵魂又是独立于人体的，人体的感官只能感知

可感事物，所以理念和可感事物也是彼此分离的，理念的存在是具体可感事

物赖以产生的前提，可感事物是由于“分有”或“摹仿”了理念而产生的。

柏拉图进而提出可感事物以同名理念为目的。他以相等的理念（即等自身）

为例旁及其他理念说明共相、理念的存在是具体可感事物赖以产生的前提，

所有的可感事物都在追求等自身，却总是赶不上，所有这类事物都力求变成

等自身，却总是不及，这样，理念成了事物的目的。及至后期，柏拉图更是

把善理念和神相连，从而使他的理念论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

第三，从认识论、逻辑学上讲，理念是种、一般概念、共相、范畴。

a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6D_E. 引自范明生 . 柏拉图哲学述评［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136.

b柏拉图：《会饮篇》，247C_D，211A. 引自范明生 . 柏拉图哲学述评［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42.

c伽达默尔 .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 余灵灵，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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