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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技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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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技术的四种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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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狭义技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 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自然技术; 广义技术首

先属于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范畴, 既包括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自然技术和人类改造社会、

改造主体的社会技术, 也包括一切非生命物质所具有的自在技术和一切生命物质所具有的本能技术。自

在技术、本能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是四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技术形态, 彼此间是阶段性与连

续性、历时升迁发展与共时影响互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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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广义技术的含义

技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 人们对它的认

识也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远未形成共识。到目前

为至, 学界关于技术的定义不下百余个, [ 1 ]关于技

术的分类也五花八门, 莫衷一是。绝大多数学者都

是从自然改造论的角度理解技术的, 这其实是对

技术的狭义理解, 是工程学的技术传统。其实质是

把技术限定为仅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 仅仅是人

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 是人类与自

然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和中介, 是人类社会所特有

的一种社会现象。事实上, 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着技

术活动, 而且,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的技术往往更复杂、更微妙。把技术仅

仅理解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自然技

术显然是过于狭隘了。不仅如此, 自然之中也普遍

存在着技术。高等动物的技术活动是很多人都承

认的, 即便是低等动物乃至非生命物质也具有自

己的技术。把人类改造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社会

技术以及一切物质 (包括非生命物质在内)之间相

互作用的自在技术、本能技术排除在外, 显然是不

合理的。目前, 学界承认并研究社会技术的人并不

多, 而论及天然自然技术的就更少了。前不久, 笔

者看到夏保华先生的一篇论文, 肯定了天然自然

技术的存在, [ 2 ]甚是高兴。现在, 我们就这个问题

作一点深入探讨, 谈谈我们对广义技术的理解, 以

求教于学界同仁。

笔者认为, 在社会组织和管理如此广泛在环

境生态问题如此严重, 在“技术无处不在”的现代,

仅仅承认和研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自然技术, 而

对丰富多彩的社会技术视而不见, 是不应该的; 完

全无视自然界内部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自在技

术, 以及生命物质所具有的本能技术, 逻辑上也是

讲不通的, 理论上也是不彻底的, 实践上也是有害

的。因此, 应该有一种对技术的广义理解, 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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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广义的技术观。就是说, 应该使技术概念上升

为哲学的范畴, 应该从技术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

世界。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奠定技术哲学的可靠基

础。

由此出发, 我们认为, 从哲学上看, 技术不仅

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 而且首先属于实践活动和

相互作用的范畴。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一种特殊的

实践活动、自然改造形式和相互作用过程, 也是此

活动与过程的结果。因此, 广义地讲, 技术就是事

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特定过程和结

果, 就是事物存在与发展中所特有的自组织过程、

存在方式及其成果。对技术的这种理解有三个要

点:

第一, 技术无处不在。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技

术, 都是技术的存在物。有事物则有技术, 无事物

也就无技术。易言之, 技术不仅是人类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从而自我生存的一种特殊手段, 而且是一

切生物自我保存的智慧与方式; 不仅是人类追求

物质目标的理性程序, [ 3 ]也是人类以取效为目标

的理性活动, [ 4 ]而且, 更为重要地, 它还是一切物

质赖以存在的手段和方式, 是客观物质自身的显

现和确证。从这个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存在即技

术。世界万物无不以技术的方式存在, 也无不以技

术的方式进化和发展。

第二, 技术是事物特殊的存在方式、改造过

程、作用形式及其结果。这里的事物是广义的, 既

可以指一般事物, 也可以指生物和人。每一事物的

存在都有其特殊的方式, 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规

定了一事物是该事物而区别于他事物。技术正是

事物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改造过程、作用形式

及其结果。例如, 生命活动的特殊方式既把生物与

非生物区别了开来, 也把水生生物与陆生生物区

别了开来。因此, 生命活动的特殊方式就是生物所

具有的生物技术。这里反复讲到“特殊、特有、特

定”等限定词, 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特殊、特有、特

定”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任何技术形态都是具体

的, 是与特有的技术主体 (技术承担者)、特殊的技

术时代、特定的技术内容相联系的。二是指技术是

事物活动、存在、相互作用的主态。所谓主态, 即事

物自组织活动、相互作用的当下形态、直接现实的

定态、稳型。我们知道,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

有原因的, 因果决定律是普遍有效并起作用的。正

是这种动力学意义上的因果律, 决定着事物的常

态, 是事物之为事物的主因, 它使事物表现出直接

现实性。然而, 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 都处

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 技术作为事物的主态, 它

同时又被抛于普遍联系、随机干扰的“海洋”之中。

正是诸多的间接因果关联和直接的随机扰动使主

态只是事物活动、相互作用所直接呈现出来的主

导形态、主体样式和结果。它同时必然还存在着诸

多的“辅态”, 只是这种辅态不占主导地位、也不明

显可见罢了。事实上, 这种“辅态”不仅不占主导地

位, 而且往往难以为系统所觉察, 因此也被人们所

忽略不计。我们这里所说的“特殊、特有、特定”就

是指, 技术是事物活动的主态, 而不是辅态, 也不

是全态。赫拉克利特曾经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

存在又不存在。”这里的“存在”就相当于“我们”的

主态, 而“不存在”就相当于“我们”的辅态。三是说

技术所依据的规律是确定的、特殊的和有限的。影

响事物的因素和规律从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无限

的, 但使事物表现为技术主态的主因却是确定的、

特殊的和有限的, 就是说, 那些与技术主态的形成

关联度不强、关联时空遥远的事物或因素, 在近似

的意义上讲, 是不起作用的。这种在事实上影响甚

微、在认识上忽略不计的影响因素往往被排除在

技术形成的依据之外。因此, 我们说, 任何技术形

成所依据的规律都是确定的、特殊的和有限的。

第三, 技术是事物存在与发展中所特有的自

组织过程、方式和结果。这种自组织过程有可能是

高度自觉的, 例如人的技术活动过程就是这样; 也

可能是自在的, 例如非生命物质的技术活动就是

这样的; 也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 暂且把它称为是

本能的或“半自在”的, 例如动物、植物的技术活动

就是这样。但是, 所有的自组织过程都是对客观规

律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遵循、运用、重组或表现。

二、广义技术的分类

根据技术自身演化发展的大致历程和 (技术

主体或技术承担者的)自觉程度, 原则上可以把技

术划分为两大类型: 天工技术和人工技术。所谓天

工技术即天然技术, 就是存在于天然自然界中的

技术, 是事物活动的特殊形式, 是事物与事物之间

相互改造、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和过程。它又分为

两个基本的形态, 即非生命物质的自在技术, 和一

切生物的本能技术。由于从时序性上看, 非生命物

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未被人类所认识, 也未受到

人类意志和生物活动的影响, 而且从根本上和从

起源上说, 它本来就存在着, 自在地存在着, 它就

是它自己的原因和结果, 所以姑且称之为自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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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同时, 自在又是与自为相对而言的。就是说,

它是完全无意识的, 还不存在目的与手段的分化。

这个时候, 目的与手段、存在与价值是毫无区别地

内在一体化的。自在技术的内部矛盾主要是结构

与功能的矛盾。它赖以形成的根据是客观因果性,

其显著特点是遵循作用量最小的变分原理。技术

活动的结果往往是自然系统的维持、升迁或解体。

按其技术运动的性质, 自在技术又可以划分为机

械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等, 它们与物质的机

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依次相对应。在这

些技术的下面, 又可以划分出很多更细的技术类

型。

生物的本能技术是一些学者承认的技术。达

尔文、施本格勒、柏格森、芒福德等学者都认为, 动

物具有技术。[ 5 ] (P912105) 马克思也指出: 达尔文的进

化论表明了“自然的工艺史”, 即“在动植物的生活

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 而工具

史、技术史或工艺史, 则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

形 成史”, 它可以“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

系”。[ 6 ] (P4092410) 作为“自然的工艺”的表现和成果,

生物的本能技术已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主性,

并在自我选择与自然选择的共同作用下趋利避

害。本能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 其形式也多

种多样。例如, 非细胞形态的病毒和类病毒就兼有

生物与非生物两种特征, 而单细胞形态与多细胞

形态的生物在多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至于

植物与动物的不同就更大了。

人工技术即人类发明、创造并应用的技术。这

是人类存在与发展中所特有的活动方式、改造形

式和相互作用过程及结果。它的最大特点是自为

性, 即它是高度自觉化的技术, 是人出于明确的目

的, 根据一定的规律, 为满足人的需要, 而依靠自然

广义技术分类对比一览表

分类

广 义 技 术

天工技术 (天然技术) 人工技术

自在技术 本能技术 自然技术 社会技术

技术所属

领域或范围
非生命世界 生命世界 人类社会

技术主体或

技术承担者
事物 (属性)

生物 (肢体官及其

属性)

人 (肢体官及其属性)→工具→机器系统→

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

主体的性质 非自主系统 半自主系统 自为自主系统

技术代表物 事物 动物 工具、机器、计算机 规章制度、原则、约定

技术原理 客观因果规律 遗传变异规律 自然科学规律 社会与人文科学规律

技术追求 作用量最小 趋利避害
效用最大化

满足物质性需要

效益最大化

满足社会性需要

技术所解决

的核心问题
怎么运动 怎么生存

怎么做事

应怎么做事

怎么做人

应怎么做人

技术特征
结构规定+ 功

能藕合
自然选择+ 自我选择 自我设计+ 社会选择 自我规定+ 社会认同

下属形态

机械技术

物理技术

化学技术

⋯⋯⋯⋯

基因复制技术

光合作用技术

分子合成技术

分子分解技术

条件反射技术

趋避运动技术

感觉知觉技术

生态协同技术

⋯⋯⋯⋯⋯⋯

人工机械技术

人工物理技术

人工化学技术

人工生物技术

人工生态技术

⋯⋯⋯⋯⋯⋯

组织管理技术

公关宣传技术

军事指挥技术

体育技能技术

文化教育技术

科技认识技术

语言表达技术

艺术审美技术

⋯⋯⋯⋯⋯⋯

彼此关系
所有技术的最终

依据和客观基础

自在技术的重大发

展和质的飞跃, 人

工技术的自然前提

和萌芽状态

对前两种技术的模

仿、选择、挖掘、利用

和整合, 社会技术的

方法论基础

在前三种技术基础上

的综合创新、层次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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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设计、发明出来并自觉应

用的技术。这时, 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技术存在

与技术价值完全分离开来了, 同时也紧密联系起

来了。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之间的矛盾成了整个

技术活动的核心所在。其实质是自为与自在的矛

盾、社会合意性与自然合理性的矛盾。因此, 自为

技术已经不再为自然界所固有, 按其本性而言, 它

是人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活动方式、

改造过程和相互作用, 因此, 它是“超自然的”, 是

“高于自然的”, 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意识而人为

组织起来的为人的活动方式、过程和结果。它又可

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 即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所

谓自然技术即传统的狭义技术, 其实就是人类为

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

质、能量和信息, 来创制、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

然系统并改造天然自然系统的手段、过程和结果。

自然技术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主要

用以满足人的物质性需要。

所谓社会技术, 就是人类利用、变革、控制和

改造社会及其主体的手段、过程和结果, 它既包括

社会的各种组织技术、管理技术、公关技术、指挥

技术、军事技术、教育技术等, 也包括语言技术、思

维技术、宣传技术、演说技术、体育技术、文艺技

术、绘画技术、审美技术等等。正如埃吕尔所说的

技术是“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通过理性获得

并绝对有效的 (就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 方法的总

和。”[ 7 ] (P449) 社会技术的根本目标不仅是为了提高

效率, 而且还追求效益, 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优

化, 追求公平、公正、平等和自由, 其特点是超越了

自我设计与社会选择的交互作用, 而升华到了自

我规定与社会认同的共建、规章规约和道德自觉

的互补, 改造自然的工具关系让位于主体际间的

人际交往关系。

三、自在技术、本能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

术之间的关系

自在技术、本能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是

四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技术形态, 彼此间是

阶段性与连续性、历时升迁发展与共时影响互补

的关系。

从纵向上看, 四种技术是技术发展的四个主

要阶段, 它们在性质、地位、作用和范围上相互区

别, 各不相同。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 整个自然界

首先并直接是一个以技术化方式存在、活动和展

开的自然界, 由于受特定规律的直接支配, 自然界

表现出、物化为、产生出并形成为不同的技术形

式、技术成果、技术形态和技术领域。上述四大技

术形态正是自然界本身技术形成、发展和展现的

不同阶段、不同成果和具体样式。自在技术是一切

技术的客观基础和最终根据。本能技术是自在技

术的高度发展和质的飞跃, 是技术从非自主系统

走向自主系统的重要一环, 是全部人类技术的自

然前提和萌芽形态。没有这样一个环节, 就不可能

产生出人工技术。自然技术从其实质看, 是对自在

技术和本能技术的模仿、利用、挖掘和整合。没有

前两种技术, 就没有自然技术。同时, 没有自然科

学, 也就没有自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 自然技

术又是天工作用与人工努力的合谋, 是自然必然

性与社会合意性的“共舞”。从二者的关系上说, 自

然技术既是对前者的揭示和解蔽, 也是对它的丰

富、发展和物化。所有这一切, 都为社会技术的迅

猛发展、成熟完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技术性支

持, 为社会生活的技术化向艺术化的转变提供着

现实的技术基础。

从横向上看, 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 一方面,

自在技术与生物的本能技术在起源上是根本不同

的, 在领域范围上也是天壤之别的, 然而, 本能技

术一旦产生, 二者又开始相互作用, 并最终形成一

个不断扩大的生态系统, 并将生命的本能技术向

更高的层次不断推进, 人本身正是这一提升过程

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 自

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一旦产生, 又立即与自在技术

和本能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为用 (有时也相互为

害)。从发展的时序上看, 随着时代的发展, 技术也

在发展,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技术或技术体

系。例如, 在古代社会, 技术的主要形态是手工工

具和体力劳动, 那时, 人们对生物的本能技术还有

很大的依赖性, 农业社会就是以农耕技术为主导、

以本能技术为基础的时代。工业社会减少了对本

能技术的依赖, 但却增加了对自在技术的利用、开

掘和依赖, 因此, 它是以工业技术为主导、以自在

技术为深层基础的社会。由于工业技术在发展的

过程中, 主要发展和开拓了自然界的自在技术而

忽视甚至无视生物的本能技术, 忘记了自在技术

与本能技术的相互作用和深层关联, 因此出现了

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大力发展

绿色技术, 其实就是要求重视生物的本能技术, 要

求合理地处理自在技术、本能技术和自然技术之

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质是要解决工业社会中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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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人工生态技术严重滞后的技术发展的

不平衡问题。社会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意味着人必

须按照人的本性来活动。这就要求真正超越自然

技术, 超越前三种技术, 实现技术发展的又一次革

命。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本文只好就此打住, 留待

以后另文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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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chnology in the Broad Sen se

——On the four ba sic form s of technology

JU Na i-q i　X ing Run -chuan
(1. D ep artm en t of S ocia l S cience, PL A U niversity of Inf orm a tion E ng ineering , Z heng z hou , H enan 450002, Ch ina;

2. R esearch Cen ter f or P h ilosop hy of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 S hanx i U n iversity , T a iy uan, S hanx i 030006, Ch ina)

Abstract: T echno logy in the narrow sen se belongs to the ca tego ry of m an’s changing the natu re,

m ean ing tha t one w ith w h ich hum an changes the natu re and bu ilds art if icia l na tu res. T echno logy in

the b road sen se belongs to the one of bo th p ract ica l act ivit ies and m u tua l effect ing act ion s, m ean ing

bo th natu ra l techno logy w ith w h ich hum an changes the natu re and bu ilds art if icia l na tu res and socia l

techno logy w ith w h ich hum an changes its society and hum an them selves; and, in the m ean t im e,

m ean ing bo th a ll the non2an im als’ inheren t techno logy and all the an im als’ in st inct ive techno logy.

Inheren t techno logy, in st inct ive techno logy, na tu ra l techno logy and socia l techno logy are the fou r

basic fo rm s of techno logy w h ich are d ifferen t and associa t iona l, show ing the rela t ion s of d iscon t inu ity

to con t inu ity, of developm en t in t im e to m u tua l effect in space.

Key words: techno logy in b road sen se; Inheren t techno logy; in st inct ive techno logy; na tu ra l

techno logy and socia l techno logy

宝鸡地区西周考古最新动态
一、周公庙凤凰山遗址32 号大墓发掘完毕发现时代最早的“瓷文”

据《光明日报》2005 年1 月11 日报道, 周公庙凤凰山遗址32 号大墓发掘工作已于元月初完成, 尽管

盗掘严重, 但仍出土了766 片原始瓷片和一些小件铜器玉器。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件原始瓷碗圈足内发现

了5 个文字, 其中可以辨认出“自”、“宫”两个字, 其余3 个字还有待进一步辨认,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

早的瓷器上的文字, 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科技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字发展史有着重大意义。

32 号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 北墓道长11. 2 米, 分布有 13 个台阶, 南墓道残长 13. 3 米, 宽5 米, 墓室

南北长8. 4 米, 东西宽6. 8 米, 生土二层台以下南北长5. 3 米, 东西宽3. 7 米, 墓残深8. 4 米。墓室底部有

烧过的痕迹, 估计是盗墓者焚烧棺椁留下的, 从墓的形制等分析应是诸侯一级的墓葬。32 号墓的填土及

盗洞中出土了766 块原始瓷片, 经整理修复大概可恢复器物20 多件。原始瓷过去认为最早出现在商代,

近年来在相当于夏代的文化堆积中也有原始瓷片零星发现。过去周代原始瓷器大量出土多在南方地区,

西周早中期如此多的原始瓷片在一处发现, 这在我国特别在北方地区是比较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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