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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置身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对技术过多的依赖和期望，使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却

失去了自主性，成了被动执行系统命令的存在物，由此人的意义和价值失落了，技术正在以一

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和不可杭拒的力量塑造着一个单面的人与社会。因此，在当前适时建构技

术本质规定性的德性思维尤显迫切，这是使技术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其积极作用的

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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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以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其对人类

生活的渗透性影响日趋加深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理论界将这个

时代称之为— 技术时代。当前，无论是在国际竞争的较量中和

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还是在个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

生活的需要满足中，技术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技术正

在主宰着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它以强大的效能给

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物质上空前的便利、舒适和满足，技术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的濡染、渗透着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侵人到了社

会结构的各个方面，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然而，物极必反，过多的给予或馈赠必然导致人对技术过度的

依赖、沉溺、要求和期望，人在不断追求技术更新以更快更好的满

足自己的过程中，进而又必然导致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目的化，

所以，现在的技术已不再是人类所操纵的、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工具

或手段，而是变成了社会生活须臾不能脱离的基础以及无法摆脱

或不可抗拒的目的，人在技术的操纵下已经开始异化，远离人性真

善美的生活真谛和追求却全然不知，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悲

哀一 一方面有着用先进的专业技术武装的头脑，另一方面却是

籍此拥有一定物质财富之后的人生茫然— 当前的价值真空或信

仰缺失就是这种状况最为真实的写照。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表明，技术越先进、进步，它的异化程度就

有可能越严重，危害性也越大。或者说，技术越进步、先进，它迷失

掉原先的目标、原点和意义也会越厉害，甚至会演变到面目全非的

程度。这对于人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失去了意义的世界.)YEI〕可

以说技术正在以一种貌似合理而又更加隐蔽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

力量塑造着一个单面的社会与单面的人。因此，在当前适时建构

技术本质规定性的德性思维，正确认识技术的本质就显得尤为重

要，这是我们用以使技术在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

积极作用的思想保障。

    首先，从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技术

是依附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

    技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含义在技术发展史上是逐渐深

化的。“在古希腊时期，技术泛指艺术、技能、本领。在我国古代，

技术是技能、技巧、技艺、诀窍的总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许

多人强调物质设备的重要，认为技术就是机器、工具.最早对技术

做出比较完整解释的，要算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

1784)，它在《百科全书》中把技术定义为‘为达到某一目的而共同

协作组成并采取的工具和规则的休系。’这个规则可以理解为方法

和工艺等知识因素。狄德罗实际上把技术看作硬件(机器、工具、

设备等)和软件(方法、经验、工艺等)这两方面的统一体。目前，对

技术的定义虽然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但狄德罗讲的基本点还

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标示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

它是人类为了进行物质生产、社会建设和精神生产的需要，根据科

学知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界或客观对象的手段和方

法的总称。n[2〕由此可见，技术并不是独立产生形成的，它是依附于

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

    恩格斯曾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人类的生产

活动需要决定的。远古时期，人类从发明弓箭钻木取火，到制造金

属农具，是为了早日结束多年迁徙不定的畜牧生活;近代时期，发

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两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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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

生产的转化，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内容，促进了以

发电、输电、配电为主要经营的电力工业的发展，这两次技术革命

的结果，使当时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

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n[3]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人类进人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

三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包括了信息科学技术、电子科学技

术、宇航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等一群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革

命，这些人类新发明创造的技术几乎赋予了人类上天人地和改造

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所有能力，极大限度地满足着人类所能想到

的一切需求。纵观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飞跃，它都是在人类对自然

认识的不断探究深化和自身理性不断觉醒增长中前进的。

    所以，无论技术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多快多远，从根本上

讲，它放飞的线头永远紧握在人类的手心里，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

用，也就是技术工具性的实践，必须以人为本，考虑人类正当有度

的合理需要，与人文精神很好的统一起来— 这也就是技术的本

质规定性之二了。

    其次，技术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和谐统

一的

    前面讲了，技术是依附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技术是由人

类创造的，所以它与人类之间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技术不仅体现

了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而且也体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如果“脱离了它的人文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

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有文化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设

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

得利益都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心〕换而言之，技术作为工具和

手段一开始就是与人的目的性连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因此带有极

强的人文性，但是技术的人文性却由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强大

的工具性效能以及籍此所取得辉煌成就所遮掩，它的工具性被人

无限制地夸大和扩展，以至于偏向了为追求技术的完善而远离了

技术主体的本初意义的歧途，忘记了人类最为根本的人文诉求.

    人文性的核心是个性和自由，一切人的尊严、价值、理想、信

仰、道德等，都建立在人的个性和自由之上，这是人类生而为之孜

孜追求的终极理想，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仁大的成就作用，每一

次的技术革命都使得人类不断的超越和解放自己，加速着人类奔

向自由彼岸的前进步伐，但是随着现代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扩张占领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就意味着原本丰富多

样的个性被具有相同特征的千人一面的普遍性、共性所取而代之，

工作中人接受着同一的技能培训，生活中人使用着相同的家用电

器，技术的这种广普性已经使以地域为生活界限的地球转眼变成

了地球村，现代技术越来越使人类走向趋同，但是另一方面，人类

却又要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争取自己应享的自

由，揭望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多样化并存的和而不同的生fci空间几

很显然，这是矛盾的和相互冲突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就是由技术造

成的二律背反.

    技术一旦离开人文性的发展土壤，则很有可能象一只脱I的

野马奔向背离人性的盲目歧途，让作为创造者的人类难以掌控和

驾驭，甚至最终会有可能成为危及人类安全与自由的威胁。有时

“技术与危险相伴。它能被利用，亦可被妄用，可能因为有意或无

意而导致灾难.由于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加快发展，因此，我们

必须认识到它的危害。在20世纪下半叶，人类已经进人了自身发

展的关键时刻，人类首次具备了制造一场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全

球灾难的手段.我们知道，50年代和60年代由一些政治和军事领

导人掀起的错误运动极可能导致一场无法控制的核灾难;今天，我

们尚无法抵御的新疾病正在威胁着我们;不负责任的工业化也许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这将使地球上的生活越来越不舒适，

最终将变成不宜居住之地。技术的进步趋势使得威力强大的设施

和过程不断的落人越来越多的不讲规则的人手中。;[5]

    所以、人类对每一项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都必须慎之又慎，

人类有思想富于理性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思考世界，反思

人类的言行、现实生活并为之提供“意义”的追寻，以及对技术的运

用提供积极正面的思想指导。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都应该以人为

本，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与价值，肯定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并以

人文精神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为依据，去思考技术发展的合理性，

排斥技术对人自身的异化，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根本处境，保护个

体的独立性和个性自由不受伤害，有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相处。因此，技术只

有在人文精神的监督、引导、保障下，才可不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

用，所以，技术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应该是和谐的有机统一体，二者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都极其强烈而鲜明地

打上了人类需要的烙印，所以，技术作为人类的发明创造物，它的

价值受到人类的理性、经验、利益的影响，技术本身应该是中立的。

    最后，技术从价值层面来讲是中立的

    技术是人理性探究的结果，是人为了改造变革客观世界来满

足人自身物质精神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在物质形态

上表现为工具、机械、装置、设备等，在活动程序上表现为操作性极

强的准则、标准、规范、指令等，技术一经被人发明和一旦形成，就

会成为完全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的独立物，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供

任何人根据使用提示和说明去轻松使用和操作。这是技术价值中

立的物质基础。

    庄子日“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技术的使用总是同时具有正、

负双重的结果，至于人类使用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进

一步的解放自己，接近自由还是为了制造限制自由的侄桔作茧自

缚，是为了利己利他还是为了损人利己，则只有具有鲜明价值观的

行为主体自己知道了。正如雅斯贝尔斯和萨克赛等以及西方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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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就其本性来说，总是“工具”与“目的”相分离

的，工具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受制于目的，相反，仿佛它

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目的似的，可以为多种目的服务。所以从方

法上看是中性的。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的也非

恶的，而是既可以用于为善亦可以用于为恶。技术本身不包含观

念，既无完善观念也无恶魔似的毁灭观念。完善观念和毁灭观念

有别的起源即源于人，只有人赋予技术以意义。”萨克塞也认为:

“由于技术只是方法，只是工具，技术行为的目的问题总是存在于

技术之外”。“对于我们的道德价值来说，工具是中性的东西，它无

所谓善，也无所谓恶。n[s]P 比如，众所周知的原子能技术，它既能用

于制造原子弹，作为杀人武器和用于军事战争的目的，也可以用于

核发电来改善人类生活电力资源短缺状况的目的。

    很显然，技术的运用及其作用的发挥，最终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主

体的价值偏好取向，而与技术本身无关，技术本身则是中立的，要说它

有价值，那是人类所赋予它的，是通过技术实现的人类的价值而已。

    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石，由于技术导致的生产力的发

展，确实已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人类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

的动力和因素，这是人类不能回避的现实，技术的工具性、程序性、

指令性、可重复性，一方面迅速生产着巨大的物质财富，满足着人

类物质生活上的舒适和便利，但同时也造就了劳动者以及全体消

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

用中，大家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从而“使得人们在物质和技

术的压制下变成只求物质，不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未来，只按技

术合理性行动，从而失去了否定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单面的人’，社

会也随之变成没有反对思想，没有任何反对派的‘单面的社会’，这

就是当代人的全面异化。”〔?〕所以，为了使置身于技术包围之中的

人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技术变成异化的人，就应该建构技

术本质规定性的德性思维，对技术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

解— 技术是依附于人类的生活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所以技术作

用的发挥应该以人为本，体现技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也

正是在此意义上，技术的价值是中立，技术被使用之后的效果评

价，最终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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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ral character thinking with technological tool and humanities

HE Wen一hua

(Shaanxi Xian Normal School。Shaanxi Xian 710001, China)

Abstract:Modern people, in technological era，much more depend on technology, which make the

people lose autonomy and become existentialists to inactively carry out systematic order while using

the technology, as a result, the value and meanings, of the people are lost because technology is model-

ing single一side people and society by using a kind of more covert form and irresistible strength.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real一time moral character thinking with technological essence

standard at present, which is the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technology to play active role in human lif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technology; tool; humanities;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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