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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技术异化的不可避免

杨永清，罗映光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

【摘 要】现代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使人们对技术所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产生了诸多忧患。学者们通常把技术引起的负面效应称为技术异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技术

异化的探讨颇多，形成了诸多技术异化观，但大都存在着偏颇与不足。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技术异化主要

观点的阐述与剖析，就技术异化的不可避免之因进行了深层次探究。以便使人们正确的认识技术异化及

技术异化的不可避免。

【关键词】技术异化；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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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为技术异化

异化概念出自拉丁文 0123405264，具有让渡、

转让、分离、疏远、差异、精神错乱之义。异化

的含义具有多义性和不明确性，一般是指主体在

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

面 -客体 .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

自身。异化最早出现于 《圣经》，即亚当偷吃禁

果 ， 堕 落 凡 尘 ， 被 说 成 是 从 上 帝 的 纯 真 神 性 中

“异化出去”。$* 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 $, 世

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在权利转化意义上使用

过 “异化”。$& 世纪德国的黑格尔首次明确地把

“异化”作为哲学范畴使用，认为绝对精神作为

主 体 异 化 为 客 体 ， 作 为 个 体 精 神 异 化 为 社 会 现

象，即国家权力和财富，作为主观精神异化为法

律、道德等客观精神。 7 $ 8费尔巴哈则把神看成是人

的本质的异化，即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一种与

自己对立的、支配自己的神的力量。技术本是人

的创造物，是用来实现其正价值为人类服务的，

但由于技术应用过程中的负价值实现，使它发展

成为异已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给人类自身带来

危害。这便是通常所谈的技术异化。

二 国内外主要技术异化观

（一）国内学者主要技术异化观

国内多数学者是在把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

念理解的基础之上来研究 “技术异化”的。但学者

们对技术异化概念的阐释并不十分一致。部分学者

认为9 异化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9 把自己的素质和

力量转化为同自己对立的、外在的、异己的素质和

力量，技术异化是指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控制自

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相应的力量反

控制人类。而更多的学者则从技术的社会危害结果

上来描述技术异化产生的负面效应，他们认为技术

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对物质文明的破

坏，异化现象集中表现在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

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方面，其后果是造成

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生活质量下

降，严重阻碍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对精神

文明产生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科技发展出现的某

些消极道德现象。在不同的学者著作中， “技术异

化”含义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体现在自然层面的

“技术负面效应”，有的是体现在社会层面 “技术

负面效应”，有的是体现在人本层面的 “技术负面

效应”。可见，技术异化不是一个有精确所指的学

术用语。

由此可见， “技术异化”的多种表述和解释给

人们正确把握技术异化的本质带来了不便，使人们

难以清楚地理解产生技术异化的真正根源。使技术

负上了不可承载之重。

（二）国外学者主要技术异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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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基本上是要么从自然的、要么是从社

会的、要么是从人本的层面上来对技术异化进行阐

述的。从自然层面看，技术异化导致的后果表现在

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膨胀、城市化、核恐怖

等方面的弊端和危险，同时也包括由于技术本身的

误用和滥用引起的各种直接后果，诸如交通事故、

医疗事故、核泄露、战争破坏等等；从社会层面

看，技术异化后果表现为 “技术统治”、 “技术官

僚”、 “技术殖民”、 “技术专制”，同时，技术

导致失业，技术使人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被割断等

等；从人本层面看，技术异化表现为技术社会中个

人越来越不自由，技术理性的张扬使个体人格分

裂，本能压抑，心灵空虚，生活无意义，失去目标

等等。但西方学者的技术异化观大都不能全面地深

究其异化根源。如：

技术乐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异化的

存 在 正 说 明 技 术 不 够 发 达 ， 因 而 应 大 力 发 展 技

术，才能最终克服技术的异化。显然，它对技术

异化之因缺乏辨证认识。

法兰克福学派。该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理性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所造成的种种

矛盾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观点。

但由于他们片面强调现代技术的种种消极的社会

功能，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苦

难和罪恶的根源，最终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

批判变成了对科学技术的否定，进而又用对科学

技术的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就

必然导致各种失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技术

异化的真正原因。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通过对人的异化

和技术的异化的深刻剖析，海氏认为可通过艺术

沉思去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

谐，从而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他没有认识到现

代技术的 “座架”本质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而

生的，因而很少谈及社会批判。

此外，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埃吕尔与拉

普等的技术异化观虽具有代表性，其技术批判理

论的愿望也是良好的，但都富有不同程度的浪漫

色彩。其共同的不足在于，他们都片面强调了对

技术异化的批判，相对忽视了技术异化的真正之

因。笔者认为，只要有技术存在，技术异化就不

可避免。只有真正地认识到技术异化的根源，才

能找到弱化技术异化之路。

三 技术异化不可避免

技术是由技术主体、技术客体和技术本身三种

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离开了主

体，技术就失去了灵魂与动力，离开了客体，技术

就失去了物质支撑。因此，技术带来的异化必然与

这三者有着紧密的关联。由此，可推导出技术的异

化不可避免主要源于技术异化的三种根源：一是由

于技术本身的特性而导致技术异化产生的 “技术根

源”，二是由于自然对技术的作用而导致技术异化

产生的 “客体根源”，三是由于技术主体因素而导

致的技术异化的 “主体根源”。

（一）技术异化本身根源

人类之所以要征服与改造天然自然，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天然自然原有的结构与秩序不能满足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故人类对天然自然的征服与改

造就必然是对其原有秩序的打乱和原有系统平衡与

和谐的干扰与破坏。因此，作为实现人类征服与改

造自然工具的技术，也必然是通过对天然自然的干

扰与破坏来完成其任务的。由此可见，技术必然具

有反自然性。因此，任何在自然系统中只要是因人

为而引起的变化，都有可能对自然系统产生危害，

也因此会给人类自身带来危害。关于这一点，恩格

斯早就告诫过我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

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

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

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

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

消了。” # $ %日本学者中山秀太郎指出 “所谓技术，

从其出现的那天起，就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

使自然发生某种变化，就要引起自然的破坏，因此

不会有什么绝对安全的技术。” # " %所以，技术本身

就蕴涵了一种给人类自身带来危害的倾向和可能。

这也说明了技术的异化是技术的应有之义，也就是

说，只要存在着技术，就必然会有技术异化。

（二）技术异化客体根源

相对于技术本身而言，技术作用的对象即为技

术的客体。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原本是统一的

世界，客体规律是多方面的，并且处于普遍联系之

中。而技术只是从这种普遍关系中选取、或割取某

一种规律来实现其人的目的。因此，人类的每一种

技术都符合某一种或某一些自然规律，但还很难说

是遵循了作为整体的自然规律，同时这种遵循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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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或局部规律的技术长期实现的结果也使得它

并不符合整体的或全局的规律。另一方面，人类

又总是用一种自然规律来抵抗另一种自然规律，

以达到改造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的目的，例如用

火箭来抵抗地心引力，用规模化种植来打乱原有

的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生产力等等。所以，技术必

然具有反规律性，同时，客体规律也具有反技术

性。而违反自然规律的技术必然会在实现其正价

值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伴随有负价值而实现。

正 所 谓 “不 以 伟 大 的 自 然 规 律 为 依 据 的 人 类 计

划，只会带来灾难。” # " $

（三）技术异化的主体根源

相对其技术的创造与应用而言，个人或团体

是其技术的主体。技术是为满足人们特定的目的

而被创造和使用的，因此，技术具有合目的性。

但技术的合目的性中也内在地含有不合目的性。

首先，不合同一主体的目的。技术主体的目

的是多种多样的，且常常是彼此矛盾着的，当技

术主体选择了某一主导性目的，就意味着放弃了

其它目的。目的选择的存在，表明技术主体在追

求其主导性目标的过程中，由于技术主体需求之

间的矛盾性，使得技术主体所创造的技术是符合

其当下的这一主导性目标的，但它同时又存在与

技术主体的其它业已存在的目的相悖的一面，即

该技术又具有反技术主体的其它业己存在的目的

的一面，也就是说，技术具有反目的性。如：农

药作为一种技术产品，能够满足人类提高农作物

产量的目的，但它的使用也污染了环境和食物，

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它违背了人们

保护环境和健康的目的，也就是说农药具有不合

目的性，农药技术价值的正向实现中必然出现技

术价值的负向实现。另一方面，即使是符合同一

技术主体此目的的技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

和作用对象的变化，也可能变得无法满足主体的

这一目的。

其次，不合不同主体的目的。不同的主体，

有着不同的利益与需求，因此，他们的目的是不

一样的，甚至可能是矛盾对立的。比如，个别主

体与社会主体，他们的利益需求和目的既使在多

数情况下一致，但也有具体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

种情况下，如果个别主体的目的背离了社会总的目

的，背离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方向和需求，那么

满足个别主体目的的技术，就违背了社会主体的目

的，对于社会主体来说，就具有不合目的性，就会

在技术实现特定主体正价值的过程中带来对社会或

其他主体的负价值，也就是说出现了技术异化。

此外，技术主体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对

技术进行创造和应用的。而这种指导技术创造与应

用的价值观却不一定全都是适当的。比如个人主义

价值观、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经济功利主义的价值

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价值观等都是不当的价值观。而

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个人与团体或社会在创造、应用

技术时就可能使该技术对社会造成负效应，如环境

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精神困

境、生存困境等等。因此，只要技术存在，技术异

化就不可避免。

四 正确地看待技术异化

一方面， 人们创造技术是为了利用它，人们

使用技术是因为它有可利用的正价值，但技术只要

被应用，就总会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正价

值和负价值同时或先后实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农药作为一种技术正负价值实现一样。另一方面，

技术异化并非像人们所习惯认为的那样，认为技术

异化就是绝对的坏事、绝对的负面影响。比如，原

子弹技术的应用的确威胁着爱好和平的人们，但也

能为爱好和平的人们抗衡核威胁提供保障。因此技

术的正负价值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绝对的正价值

和绝对的负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言，事物没有 “绝

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也没有 “无条件的普

遍有效的 ‘非此即彼’”；除了 “非此即彼”，还

有 “亦此亦彼”； “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

西——— 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

是一样的”。 # !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技术异

化是无法避免的——— 关键是以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

去评价技术异化，并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弱化技术异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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