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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杜威的

技术哲学思想之比较
$

%庞丹!!韩魁武"!白丹##
"!$复旦大学!上海"%%&###"$大连’(%(#部队(大队!大连!!’%#)##$沈阳理工大学!沈阳!!%%%’$

摘#要!海德格尔和杜威都具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但二者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

想受到人们的忽视"通过从技术的涵义#本质#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以及拯救之路等方面对两者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

杜威的科学技术及道德拯救之路较之海德格尔的$诗%和$思%更具现实可行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杜威&技术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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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文献标识码!F####文章编号!!%%)D!"G)""%%’#%(D%’E(D%&

##作为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师级人物!马丁"海德

格尔#H54,16/01203304$和约翰"杜 威#I+-670809$都 具

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然而二者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的 地

位却迥然不同%本 文 试 图 从 技 术 的 涵 义&技 术 的 本 质&技

术奴役问题的根 源 以 及 拯 救 之 路 等 方 面 对 二 者 思 想 加 以

比较研究!从而搭建起对话的平台!在比较中加以 鉴 别!呈

现他们各自的 思 想 精 华!以 飨 读 者%同 时!也 希 望 能 进 一

步引起人们对杜威的技术思想的重视!从而客观公正地 重

新审视其思想!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一$相同的贡献%迥异的地位

海德格尔和杜 威 对 于 技 术 哲 学 学 科 的 建 立 都 具 有 重

大贡献!但前 者 被 奉 若 神 明!门 庭 若 市’而 后 者 却 倍 遭 忽

视!门可罗雀%具体 言 之!有 学 者 认 为 海 德 格 尔 对 技 术 哲

学学科的建制功不可没!其原因有三(第一!海德格 尔 以 实

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很详细地描 述

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一种操作的关系!其次才 是

认识观照的关系’第 二!海 德 格 尔 充 分 认 识 到 技 术 具 有 一

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他提出技术也是真理的开 显

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第三!海德格 尔 是 第

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他说现代技 术

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由于强调技术是一种现 象!是 构

成现代性中较本 质 的 东 西!因 此!正 如 分 析 哲 学 支 持 科 学

哲学那样!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了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 学

背景的支持%当 代 著 名 技 术 哲 学 家 伊 德 认 为(+技 术 哲 学

在当代的发展!可以说根源于海德格尔的著 作%,-!.海 德 格

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 技

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的%

尽管杜威对技 术 的 评 论 是 其 大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一 直 从

事的一项事业!并 体 现 于 诸 多 文 章 及 著 作 之 中!但 是 与 海

德格尔相比!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却不为人们所 重 视%有

关调查表明(对于 杜 威!人 们 通 常 并 没 有 把 他 作 为 技 术 哲

学的创建者来加 以 解 读%事 实 上!直 到!)("年 杜 威 去 世

后!美&欧的专业哲学家才开始系统地思考技术问 题!并 组

织协会以促进这种研究%而且!有关技术哲学的文 集 中 也

并没有包括杜威的文章!至多他的有关这个主题的论著 散

见于少数的几篇文章中-".!&%虽然通过常用搜索引擎在互

联网上检索!人们会发现杜威在美国远比海德格尔享有 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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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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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但是如果检索"%%"年’月""日 的 有 关 近#%年#!)E"

J"%%!$的哲 学 家 索 引!人 们 将 发 现!涉 及 杜 威 的 只 有!

#"!条!而涉及海 德 格 尔 的 则 有&&(E条%那 么 造 成 这 种

现象的原因何 在/ 为 什 么 在 技 术 哲 学 家 心 目 中 杜 威 受 到

冷落而海德格 尔 较 之 更 有 声 望/ 美 国 杜 威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K$希克曼教授认为!造 成 这 种 现 象 的 原 因(一 方 面 在 于 杜

威本人!他没 有 将 其 技 术 评 论 思 想 集 中 于 某 一 部 著 作 之

中’另一方面在于 杜 威 的 学 生 及 其 信 徒!他 们 几 乎 没 有 人

意识到被杜威称为+工 具 主 义,的 实 用 主 义 版 本 正 是 其 终

生对各种各样 的 工 具 和 媒 介 所 进 行 的 评 论%而 邦 格 曼 则

认为哲学家热衷于海德格尔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的!其 中

原因之一是虽然二者都对技术与艺术加以了论述!但是 杜

威的表达模糊了他对现代技术的评判的轮廓!其灵活多 变

的论述进一步 掩 盖 了 他 所 关 注 的 现 象 的 地 位 和 特 征%而

海德格尔在其职 业 生 涯 中 自 始 至 终 将 其 思 考 集 中 于 令 人

难忘的词句!任何熟悉他的人都能够当场说出他对技术 的

讨论是围绕着+座架,这个轴心而进行的%另外!二 者 具 有

不同的性格(杜威极为公正&体面!以致于他对任何 问 题 的

阐述都是合理的!他从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相 反!尽

管海德格尔也具 有 相 似 的 性 格!但 是 他 居 高 自 傲!而 且 过

于悲观失望%

尽管海德格尔 和 杜 威 在 技 术 哲 学 家 心 目 中 具 有 如 此

相异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二者都具有丰富的 有

待于进一步挖掘的技术思想!他们对于机器大工业时代 和

技术时代的技术特征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都论及技术 奴

役及其消极后 果%在 那 个 地 球 生 存 问 题 还 尚 未 完 全 暴 露

的时代!他们的 思 想 无 疑 都 具 有 超 前 性%具 体 而 言!海 德

格尔处于人类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时代!技术对生产和社 会

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他认为技术的统治是大工业时代 的

根本现象!他把他的时代称之为+技术的时代,%这 在 客 观

上决定了海德格 尔 在 其 哲 学 生 涯 的 晚 期 走 向 对 技 术 的 追

问!技术主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日益凸显 出 来%相

比之下!虽然 杜 威 也 是 少 数 较 早 地 关 注 技 术 的 哲 学 家 之

一!他在肯定科学 技 术 的 积 极 作 用 的 同 时!也 看 到 了 科 学

技术的消极后果!并对之加以论述%但是杜威所生 活 的 机

器时代和海德格尔所生活的技术时代在技术化的广度&深

度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总 之!在 关

注技术这点上!杜威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相 似

之处!在这些相同 相 似 之 中 也 存 在 着 相 异 之 处!甚 至 可 以

说是大相径庭之处%

##二$不同路径的技术追问

海德格尔在本体论层次上对技术加以追问!他 在 对 技

术的形而上学的 思 考 历 程 中 首 先 从 词 源 学 的 独 特 视 角 对

+技术,一词作了细致的考察!并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 独

创性见解%据海德格 尔 考 证!+技 术,#,0=-60$一 词 来 自 希

腊语,0=-61L+6!其原初含义 就 在 于 揭 去 遮 蔽!实 际 上 是 一

种解蔽#5<0,-0?016!25>M6,@04306!40:05<163!21>=<+>163$%

海德格尔说(+解 蔽 贯 通 并 统 治 着 现 代 技 术%00在 现 代

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种促逼#/045?>.+42046$!此

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 开

采和贮藏的能 量%,-#.)##在 促 逼 的 方 式 中!人 摆 置#>,0<<06$

着自然!并订造#*0>,0<<06$着 自 然!而 摆 置 聚 集 起 来!就 是

+座架,#N0J>,0<<$!+座架,是 现 代 技 术 的 本 质%海 德 格 尔

所说的某种东西 的 本 质!是 使 这 种 东 西 能 够 持 续 的 内 容!

是这种东西存在 并 活 动 着 的 方 式!讨 论 某 种 东 西 的 本 质!

就是讨论这种东西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何 为 座 架/ 海 德

格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会集起来的强求#这种强求使 人

和存在相互涉 及!以 至 于 人 和 存 在 交 替 地 相 互 限 定$的 名

称叫作座架%,-&.GG它 包 含 着 两 方 面 的 含 义(一 方 面 是 人 对

自然的支配和强制’另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 的

支配和强制%在技 术 的 座 架 的 命 定 中!海 德 格 尔 强 调 说!
+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 自 身 力 量 所 控 制 不 了 的 东 西,-#.)&(!

人被座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 量 是 在

技术的本质 中 显 示 出 来 的 而 又 是 人 自 己 所 不 能 控 制 的%

对于技术控制的后果海德格尔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不赞 同

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惯常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不是将其 片

面地理解并阐释为绝对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而是将之 理

解并阐释为蕴 含 着 巨 大 的 负 面 价 值 和 力 量 的 存 在 物%他

所阐释的正是 人 在 被 技 术 所 奴 役 时!要 求 重 新+回 到 生 活

世界,的现代 性 境 遇%他 运 用+无 蔽 状 态,的 概 念!在 解 蔽

意义上追问技 术 之 本 质’他 运 用 存 在 论 方 法#实 际 也 是 现

象学方法$来 揭 示+技 术 时 代 的 危 险,!这 与 胡 塞 尔 试 图 用

+生活世界,的 概 念&先 验 现 象 学 的 方 法 来 拯 救+欧 洲 科 学

危机,同出一辙!二 者 也 都 不 免 与 更 早 期 的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家杜威所倡导的 哲 学 应 该 回 到 现 实 生 活 中 去 的 思 想 殊 途

同归%略有不同的是!虽然海德格尔和杜威对技术 的 批 判

是对当代生活世 界 和 精 神 世 界 发 出 的 重 要 的 预 警!但 是!

就其在同时代和以后时代的思想家中产生的影响而言!前

者远比后者更为重大%

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其 实 用

主义的基本立场 决 定 了 他 反 对 本 质 主 义&反 对 基 础 主 义!

因此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而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 技

术定义%他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无 论 其 发

生于工业和工程 中!还 是 发 生 于 物 理 学 家&化 学 家 或 生 物

学家的实验 室 中 的 使 用 工 具&仪 器 及 实 验 技 巧 的 科 学 方

法%在他看来!理 论 也 是 一 个 人 工 制 造 物%因 此!人 们 所

谓的+理论研 究,&+纯 学 术 研 究,实 际 上 都 是 技 术!正 如 他

所言(+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 种 技 术%,-(.技 术

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 有

形的!也可以是无 形 的#如 科 学&语 言&法 律&概 念 等!其 中

语言是工具的 工 具!它 们 都 属 于 广 义 的 工 具 范 畴$%工 具

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 被

使用%因此!有 形 工 具 和 无 形 工 具 之 间 的 区 别 是 功 能 上

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 背 景 中

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 使 用!它

也是最令人满意 的 探 究 方 法!或 者 是 工 业 艺 术 品!或 者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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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

者是对包括作为 工 具 的 工 具 的 语 言 在 内 的 工 具 的 普 遍 使

用!或者是指涉工商业!或者是作为教育的基本组 成 部 分!

或者是实现人类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的计划%而 且!技

术远不只如上所述-".(G%

##三$相异的技术问题根源说

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发现!技术尽管是 此 在 的

解蔽方式!但是!技术却出现了对此在来说不可忽视的+危

险,%缘何本来是 出 自 对 此 在 的 解 蔽 的 技 术!反 而 又 成 为

此在的+危 险,/ 造 成 这 种 危 险 的 原 因 何 在/ 是 技 术 本 身

吗/ 不同学者从各 自 角 度 对 海 德 格 尔 的 回 答 做 出 了 不 同

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问题的 根 源 归

结为座架对世界的破坏!现代技术的强求性要求割断了 与

其他展现的联系!使 世 界 受 到 了 统 治 和 破 坏!也 束 缚 和 改

变了作为技术主体的人!使人只着眼于技术活动而放弃 了

人应有的其他思 想 和 行 为!成 为 一 个 完 全 的 技 术 活 动 者!

即变成了只限 于 从 事 技 术 活 动 的 单 一 的 技 术 人%这 种 强

求性要求对 存 在 和 人 的 这 种 作 用!实 质 上 是 对 世 界 的 破

坏!它导致了现代 技 术 奴 役 的 产 生!它 对 整 个 世 界 的 破 坏

将使存在者失去 灵 性!使 人 类 失 去 自 我!也 失 去 了 自 己 生

存的家园%由此可见!座架对现实物的破坏是技术 问 题 的

根源%

另有学者认为!对 于 海 德 格 尔 而 言!最 高 的 危 险 在 于

技术革命能用一种方式去束缚&蛊惑&迷惑和蒙蔽 人!即 算

计的思想作为惟一的思想在活动并起作用!完全支配和 控

制了人%在算计性思想的支配下!人在不知不觉中 把 自 己

提升为自然的主 人!然 而!人 的 本 质 不 在 于 充 当 一 切 存 在

者的主宰!而在 于+看 守 存 在,!看 守 存 在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为

了实现+人在地球上诗意般的栖居,!以使人类不至于丧 失

生存 的 家 园%海 德 格 尔 有 一 个 怪 异 的 命 题+科 学 不 能

思,-#.!"%)!+在我们这个 最 激 发 思 的 时 代!最 激 发 思 的 东 西

出现了(我们尚未思%,-#.!"!%他 这 里 所 说 的+思,是 与+算 计

之思,相 对 抗 的+沉 思 之 思,!是 不 同 于 形 而 上 学 的 思 维%

形而上学的思维是表象性思维!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算 计

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把一切都看作对象!在这种 思 维 方

式的驱使下!一 切 都 是 对 象 性 的%在 他 看 来!现 代 技 术 的

孕育&勃兴&虚无主 义 化 以 及 技 术 异 化 现 象 的 出 现 正 是 形

而上学思维方式连续作用的结果%可见!海德格尔 的 技 术

批判是与他对 整 个 西 方 哲 学 史 的 批 判 密 切 相 关 的%他 认

为+技术在 本 质 上 是 建 立 在 遗 忘 中 的 存 在 的 真 理 的 命 运

00作为真理 的 一 种 形 态!技 术 建 立 在 形 而 上 学 的 历 史

中%,-&.!"%技术揭示 事 物 的 方 式 并 不 是 从 现 代 社 会 中 产 生

的!而是始于从 古 希 腊 开 始 的+生 产 性 形 而 上 学,!而 现 代

技术则是+原子时代的 形 而 上 学,-#.G"E%他 认 为!危 险 的 并

不是技术本身!而 是 技 术 的 框 架 本 质!是 蕴 涵 在 技 术 中 的

形而上学的思 维 方 式%虽 然 在 现 代 技 术 身 上 折 射 出 危 及

生存的一系列问题!但海德格尔并不是看到了现代技术 对

人的潜在的及现实的危害而对世人发出理性的警告!他 的

技术批判旨在克服形而上学!寻找哲学发展的新 方 向%而

拒斥形而上学也 是 杜 威 对 传 统 哲 学 进 行 改 造 的 重 要 手 段

之一!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也正是杜威所极力反对的哲学 范

式%显然!海德格尔 实 际 上 要 批 判 的!正 是 杜 威 已 经 批 判

过了的东西%

还有的学者指出!海 德 格 尔 认 为 在 技 术 时 代!一 方 面

现代技术深入到 社 会 生 活&生 产 的 各 个 领 域!人 类 在 利 用

技术的同时 也 深 深 依 赖 于 技 术!离 开 技 术 人 类 将 寸 步 难

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己智力的盲目自信导致的对 技

术的滥用!产生了 一 些 人 类 技 术 至 今 无 法 解 决&也 无 法 很

好解决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可见!海德格 尔 将 现

代技术奴役引发的问题归结为技术!他对技术的这种消 极

作用的深刻批判无疑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深切关怀的意 义!

但是他没有意识 到(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技 术 的 逻 辑 是 从 属

于资本的逻辑的!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最基本的原因并不 是

技术有一种+原 罪,!不 在 于 技 术 本 身!而 在 于 技 术 的 资 本

主义应用!在于技 术 成 了 资 产 阶 级 攫 取 利 润&获 得 霸 权 的

工具!在于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奴役%海德格尔的 这 点 不

足恰恰被杜威加以了弥补%杜威曾明确指出!技术 奴 役 问

题并不在于技术 本 身!而 在 于 技 术 的 资 本 主 义 应 用!在 于

人对人的奴役%在 这 点 上 马 克 思 和 当 代 技 术 哲 学 家 费 恩

伯格也有共识%马 克 思 曾 认 为!从 整 体 上 说!技 术 本 质 上

只是一种工具!是 中 性 的 工 具!技 术 的 资 本 主 义 使 用 才 导

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各有其合 理 性!我 们 应

综合加以把握!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引发技术奴役 问

题的作用机制 及 原 因%不 仅 要 在 哲 学 层 面 进 行 深 刻 的 理

论反思和追 问!还 要 在 实 践 中 充 分 发 挥 人 类 的 能 动 创 造

性’不仅要认识世 界!找 出 问 题 所 在!更 要 改 造 世 界!尽 力

避免或者克服技术奴役问题%

##四$悬殊的拯救之路

由于海德格尔 和 杜 威 在 对 技 术 的 本 质 以 及 技 术 奴 役

问题的根源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因此他们对拯救道路的 看

法也存有差异%在 海 德 格 尔 看 来!科 学 不 思 维!人 类 迄 今

为止干得太多 想 得 太 少!问 题 出 在+思 想,领 域!那 么 解 题

的思路当然要 在 思 想 领 域 中 寻 找%他 认 为 克 服 技 术 所 带

来的消极后果并不能通过技术本身来实现!事实上它注 定

要把事情弄得更糟!而只有对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座架 的

领悟&沉思与体 察 才 能 提 供 拯 救 的 可 能!其 出 路 在 于+思,

与+诗,!在 于 对 技 术 的+泰 然 任 之,%人 们 应 转 换 思 维 方

式!走出形而上学的+算计之思,!走向+沉思之思,%+沉 思

之思和计算性 思 维 一 样 不 是 自 发 的%沉 思 之 思 有 时 要 求

一种更高的努 力00它 更 需 要 精 益 求 精%它 也 还 必 须 耐

心等待!向农夫守候种子抽芽和成熟那样%,-#.!"##只有在思

和诗中!在 艺 术 作 品 中!我 们 才 能 超 越+在 场,的 东 西!让

+开花的树,站立在原来的地方!对事物+泰然任之,%海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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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在寻找拯救途径之时把其归为+思,!反映了哲学的 形

而上学思维%

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无庸置疑 是 十 分

深刻和犀利的%但是!他把+思,和+诗,作为解决技 术 奴 役

问题的途径!使他 和 其 他 一 些 后 现 代 主 义 理 论 家 一 样!对

技术的批判仍然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局限于精 神

领域的呐喊!而缺 乏 经 济&政 治&社 会 伦 理 层 面 上 的 批 判!

所以他们 的 批 判 最 终 不 过 是 如 马 克 思 在)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中批判的 青 年 黑 格 尔 派 式 的 词 语+革 命,!而 不 懂 得 实

践批判的意义%+沉 思 之 思,虽 然 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警 示

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冷静地审视其行为的可能后果!但 它

却无助于技术异化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海德格尔的技 术

拯救之道仍然充满着形而上学性%而且!他的态度 是 无 可

奈何的!+泰然 任 之,和+向 秘 密 而 敞 开,!其 实 是 一 种 无 益

于解决任何现 实 矛 盾 的+精 神 胜 利 法,-’.%如 卡 尔"米 切

姆所言(+首先!海 德 格 尔 在 某 种 程 度 上!是 一 位 信 守 苏 格

拉底传统的哲 学 家!善 于 提 出 问 题!而 不 提 供 答 案%他 认

为!哲学研究的是 问 题&谜 或 难 题!而 不 是 其 他 什 么 事 情%

他不希望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解决问题!或者像卢德威格"

维特根斯坦和 其 他 一 些 分 析 哲 学 家 那 样 消 解 问 题%事 实

上!海德格尔对一切回答或解决是很怀疑的%,-E.这 段 话 对

海德格尔克服现 代 技 术 中 的 问 题 的 态 度 给 出 了 最 好 的 说

明%笔者认为克服现代技术非但离不开人!反而主 要 是 由

人来实现的!是人 充 分 发 挥 其 主 体 能 动 性&遵 循 某 种 行 为

规范来实现的!离 开 了 人 的 能 动 主 导 作 用!所 谓 表 现 和 显

示以及求解任何问题既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需要补充 的 是!如 前 所 述!虽 然 海 德 格 尔 对+思,

与+诗,说了很 多!但 对 不 合 理 的 社 会 制 度 却 置 之 不 理!因

为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批评的目标!这就凸显了他与杜 威

的思想的根本区别%他没能像杜威那样!在更深的 层 次 上

把现代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并 进

而揭示技术奴役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 度%

在杜威看来!正是因为技术奴役的根源在于其资本主义 应

用!所以要避免这 种 负 面 效 应 就 必 须 变 革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是要将已在自然科学领 域

内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领域!而且问题 的

+解救,之道 只 能 存 在 于 现 实 的 人 类 活 动 之 中%不 同 于 海

德格尔的是!杜威并未过度关注技术对人的威胁!相 反!他

充分认识到技术在人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 用%

杜威同时尤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和价值是 同

一事实的两个方面!而且道德在规范技术发展中具有重 要

作用%在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这 种 道 德

拯救的力量似 乎 正 开 始 显 示 自 己 的 作 用%世 界 范 围 内 的

反核运动和绿色组织的发展以及对克隆人技术&基因技 术

的限制性 声 明!已 经 对 技 术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当

然!单凭道德呼吁 去 克 服 技 术 奴 役 问 题 是 不 可 能 的!如 美

国人拒签)京都议定书*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因 此!在 现

实面前!单纯的+善良意志,不免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完全 奏

效%可以说!这种 道 德 归 宿 的 拯 救 之 路 正 是 许 多 当 代+人

本主义者,或+人 道 主 义 者,所 倡 导 的!这 条 路 径 不 能 说 是

无意义的和不重 要 的!然 而 其 不 足 在 于!它 忽 视 了 技 术 的

社会属性!没有从技术与人的本质联系这一理论高度去 探

究技术异化的根源!因此不可能给出克服技术异化的正 确

方向%而要做到这 一 点!就 必 须 继 承&发 展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所开创的伟 大 事 业%在 马 克 思&恩 格 斯 看 来!科 学 技 术

是推动人类历史 前 进 的 革 命 性 力 量!然 而!技 术 的 资 本 主

义应用则导致了人为的技术异化%因此!克服技术 异 化 应

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入手%

同时!仅站在人 文 技 术 哲 学 这 个 角 度!只 从 一 些 外 在

的方面来寻求拯救之路也是远远不够的%的确!不 管 是 向

自然界索取资源 进 行 物 质 生 产!还 是 向 环 境 排 放 废 物!都

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人 类 保 护

自然环 境 同 样 离 不 开 科 学 技 术 的 进 步!+解 铃 还 须 系 铃

人,%我们更应该从技术本身!从既是对象和结 果!同 时 又

是活动和过程的技术本身来研究技术!来探寻更多的解 救

之方’更应该结合 实 际 来 建 构 技 术!通 过 道 德 法 律 的 合 理

约束&国家权力的 正 当 干 预&社 会 舆 论 的 有 力 监 控 及 科 学

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科技共同体的自我规范等!形成全新 的

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及其积极意义 的

发挥%这样看来!杜威的科学技术及道德拯救之路 较 之 海

德格尔的+思,和+诗,更具现实的可行性!因此对于解决 当

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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