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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古代、近现代再到当代，对技术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历史关照，疏理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实践观
、现象学技术实践观以及实用主义的技术实践观。同时，对J.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C.米切姆的
技术认识过程模式，J.Gero设计的“情境FBS模式”、J.C.皮特的“MT模式”等技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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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红，女，1975年生，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主要研究领
域为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两课”教育。 赵洪武，男，1970年生，讲师，复旦大学哲学
博士，现任教干潍坊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哲学、科学哲学与社会，特别关注中
国传统科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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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九、技术功效 技术功效指的是一种技术的有效性。有效性之于技术认识论相当于真理在科
学认识中具有的那种地位。科学追求的是真理，技术并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有效性。技术所求的有效
性产生了安全、实用、经济、耐久、可靠、高效、简便、美观、环保等一系列评价技术和发明的指标
，成为一种技术是否成功的标志。于是技术有效性的范畴含义是什么，它是如何测量的，单有主观效
用这个偏好（preference）的概念是否能说明技术的有效用性，它是如何组成、如何确定、如何分类的
，它在技术客体的功能概念又有何关系呢，它在技术发展和技术进步中以及人类文明中起了什么作用
等问题都是技术功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种有效性也是辨别“技术规则”或“操作原理”是有效还是
无效的标准。 技术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现实可用的人造物，而不是提供理论解释，这是技术与
科学的显著区别。前者是科学定律，后者是技术规则。即判断科学命题的标准是真理性，即科学命题
存在真假，判断技术规则的尺度是有效性，也就是说，技术规则能否达到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达到预定
效果构成判断技术规则的标准。这正如邦格所说：“定律有正确程度的区别，而规则只有有效程度之
分”。因为这个区别，技术和自然科学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对此，沙里敏（A.Sarlemin）和克罗斯
说：首先，技术原则可能建立在理论上，但这不是必然的，技术原则和构造甚至可能建立在错误的理
论上。其次，对理论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普遍真理性或可应用性，他一般不接受有大量反例
的理论。对技术人员来说，他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不是紧迫的问题，即使一个技术原则具有十分有限
的应用范围，如果他用起来成效，他会继续使用它。再次，理论构建和技术中所得结果和期望结果间
的干扰和误差起着不同的作用。基于理论的预测不完全证实时，人们将求助于某些特殊因素所引起的
干扰或偏差来解释误差，此时人们仍然会认为理论为测量结果所满意确证。相反，技术中，从机器设
定的操作中产生的干扰和误差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通常促使人们对该设计或结构进行构造。这
里所说的技术原则可以认为是技术或技术理论。 邦格强调，行为、劳动符号的许多规则是约定俗成的
，对于他们，没有“一组能说明其有效性的定律与公式为基础”，因而是无根据的，而现代技术是有
其科学根据的。邦格指出，现代技术的产生是由找出经验规则的科学依据，以及将科学定律转换成技
术规则这两种活动的结果。邦格分析了科学定律和技术规则的区别。他认为，正如纯粹科学集中研究
客观世界的模式或规律那样，以行动为目标的研究在于建立成功的人类行为的稳定规范，也就是应用
科学的有根据的规则。他强调，对规则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中心问题。“与说明可能事件的定律公式
相反，规则是行动的规范。定律的适用范围为包括规则规定者在内的整个现实世界；而规则可对人类
有效。只有人才能遵守或违反规则。定律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而规则则是规范性的。所以定律有正
确程度的区别，而规则只有有效程度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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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籍文库:技术认识范畴研究》旨在全面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丰富科研成果，有效推动
我国当代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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