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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寻根究底的学问，哲学的本色在于追问，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喜好并善于刨根问底。集结陈昌曙教授一生学术研究精粹的这部

《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恰好印证了哲学的这种本性。这部文集展现了陈先生对现代技术、尤其是我国现代技术发展所进行的独

具特色的追问。纵观全书，他在书中着重讲了追问什么，如何追问，以及为什么要追问。 

我们生活在常识世界，哲学家也不例外。与常人不同的是，哲学家能够运思于“三界”之外，见微知著。这种功力体现在哲学研究

上，首先表现为提出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问题有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分，有大问题与小问题之别。仅就问题的大小而

言，小学者(初学者)往往只想大问题，其结果是大中见小，人云者云之，人未云者亦未云之；大学者则也想小问题，小中见大，云

人未云者。大学者提出的问题，看似常识，往往是基础性的，是一个学科赖以成立的基石。比如，陈先生提出的关于技术哲学基础

研究的35个问题，虽然他本人自谦“提出的问题比讲明白的问题要多得多”，但是这些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不回答技术的价值负荷问题，难以说明技术的两重性；不说明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便失去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成立的

前提；不对技术的本质做出回答，对高技术、低技术进行判别则缺少深层次的依据。如果说大哲学家小中见大，在常识领域披求真

意，那么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回答需要艰苦的劳作，而提出这些问题则意味着为一个学科设立了一定的理论基准。 

陈昌曙教授在这部文集中展现了对现代技术作哲学追问的方法，即如何追问的方法。这就是关注现代技术发展提出的具有哲学性质

的重大问题，以对现代技术的真切体验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吸收当代哲学的新的思想方法，运用强有力的辩证思维和推理，揭示出

现代技术活动表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研究技术哲学的人首先应该对现代技术本身有深入的了解，否则认识难以深化，难以抓住要

害，也难以被技术工作者认同。从陈昌曙教授在这部文集中对技术实例的引用和剖析来看，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其次，在一般方法

论层次上，分辨、辨析、寻找差异是小中见大的一种基本方法，更是进行哲学追问的一种有力方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先

生就著文指出，必须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提出科学与技术是两类范畴、两种价值、两个革命、两路创新、两层管理。针对当时

的学术氛围，提出科学技术的差异，旨在于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区分开来，强调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加强应用研究。这种思

维方法、鉴别差异的方法，不仅在那个时代宏大叙事的主题下起过重要作用，而且把科学与技术分开，为其后技术哲学从科技哲学

的混沌中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作为一般性的思维方法，寻找差异、进行比较、归纳成论，应当视为进行哲学追问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 

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陈先生指出“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

有前途”，这是针对技术哲学研究而言的，但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同样适用。尤其是，“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一种学问如果不

是学以致用，则鲜见前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胸中无块垒以囊括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他所从事的学问再大也只有井底之

大。我国现代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人们往往关注具体的技术运作过程、技术活动效果、技术引进方式等实际问题，而很少去思考技

术发展整体上的战略问题，很少考虑人们的思维方式会不会出问题，很少对一些久拖不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寻根究底的追问。这类

问题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产业化与生态化、产业意识等等。陈昌曙教授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缜密透彻的分析，指出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理论误区已经或正在带来何种严重后果，发人深省、促人反思，表明哲学

追问的必要性在于关怀社会，关怀文明进步。 

陈昌曙教授在这部文集中阐释了他多年来哲学追问的思想成果。其中有很多成果在我国技术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关

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他指出技术不仅仅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活动中很多因素是科学包容不了的。他还指出，不能简单地用科学哲

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技术哲学问题。要重视对技术活动中经验、技能、目的、价值、有效性等范畴的研究。他强调从人与自然的角度

理解技术的本质，强调技术转移过程中制度文化和“隐性基因”的作用，强调“经验智能”在技术实践中的特殊价值。这些观点在

技术哲学研究中都是独具特色的，具有导向性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技术哲学研究中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对我国

技术哲学研究的极有价值的贡献。同时，陈昌曙教授一直关注我国技术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体现了一位

技术哲学家鲜明的社会责任感。 

这部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力揭示作者自己的治学历程，阐明思想变化的轨迹，引导读者学会如何思考、如何追问以及为什么追

问。这是一部启迪技术哲学智慧的教科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展现哲学智慧的教科书。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会从中

有所领悟，体验到思考的愉悦。 

哲学不是科学，哲学是追问的学问，就像是剥白菜，一层层剔除，剩下的或许为空，但关键在于剥的过程。这是运思的过程，是思

维走向深入的过程，结果可能为无，不过，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大有，是一种新境界，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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