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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技术人性化为讨论的中心 ,分析了它的内涵与背景 ,发展的趋势 ,以及技术与人文的融合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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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的人性化是当代高新技术发展的一个最为鲜明的

趋势。按照我们的理解 ,所谓技术的人性化 ,指的是技术的

日益便捷化、平民化以及对于人的需求的全方位的满足。技

术的人性化所体现的是“科技以人为本 ”的基本理念 ,但促成

技术人性化的最基本动因 ,则是技术的经营者对于商业利润

的追逐。因为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 ,消费者的选

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更新更好的产品总是意味着更

多的技术含量并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它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是很自然的。不过所谓技术的人性化既是商家打出的一面

旗帜 ,也是他们挖掘的一个陷阱 ,这是因为更为高效便利、更

为“人性化 ”的技术不断推出的过程 ,也就是消费者不断淘汰

旧的产品并掏钱购买新的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带

有某种强制性 ,并且显然是商家所乐于看到的局面。在技术

上处于最领先地位的企业则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控制

产品更新的速度并掌握定价的主导权。总之 ,技术的人性化

是技术进步、利益引导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也是经营者与经

营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然而 ,“技

术的人性化 ”这一命题 ,可能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值得我

们去探讨。

一 　技术的人性化 :内涵与背景

我们已经给出了技术人性化的定义 ,但仍有必要强调技

术人性化的核心内涵。我们以为 ,技术人性化的最主要特征

是 ,技术不但给了人类以便利感与舒适感 ,同时也给了人类

以充分的自由。总之 ,技术的人性化所凸现的是谦卑但却聪

明而且殷勤的侍者的形象。

在古代 ,技术指的是人类的经验知识和实用技巧 ,它主

要是具有技术与艺术特长的工匠们把握的对象。但就技术

产品或技术成果而言 ,由于它是在经验知识的尺度内产生和

完善起来的 ,因此很自然地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原理 ,并且充

分地凝结和释放了文化的和审美的要素 ,以及创作者的智慧

与热情。这样的技术产品自然是非常人性化的 ,事实上它不

但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的便利 ,也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的表达提供了合适的载体。它是与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与

朴素的生活形态相适应的 ,但却有利于人性的互动 ,有利于

相对隔离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式的形成与发展 ,以及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美的呈现。这是因为在古代 ,“技 ”与“艺 ”往往

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而艺的主要诉求 ,就是才情与

技能 ,以及对于人的生活与环境的感悟。而且对于古代艺人

来说 ,诸如“标准化 ”、“批量化 ”、“流水线 ”式的作业方式对

于他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 ,这使得他们的作品 ,总是带有

鲜明的个性特征 ,从而传达出持久的美学魅力。只要简单地

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 ,现代的人们所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与

艺术作品 ,由于存在着大量复制的现象 ,其个性化的表达和

审美的价值总的来说是无法与古代人相提并论的。

当然 ,这既是古代技术的优点 ,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技

术只有在能够稳定地、大量地复制的前提下 ,才能够得到极

大的扩张 ,从而有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 ,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从技术的进步中受益。近代

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工业文明的诞生 ,终结了工匠传统与学者

传统相互分离的状态 ,造成了知识和技术可复制、可转移和

大普及的技术条件、社会需求与制度环境。这是一个技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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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崛起的时代 ,它魔术般地呼唤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从而

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以及人文地理的景观与生

态。本来 ,技术是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 ,即作为人类利用自

然的工具或手段而出现的 ,但技术力量的片面扩张 ,由技术

的进步刺激起来的物欲主义的流行和人类征服世界的幻觉

的不断膨胀 ,却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状态。人类被抛

入到了一个机械力量横行、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环境污染

及社会危机空前加剧的世界。技术 ,成了人类异化的根源。

总的来说 ,在近代工业文明中产生出来的技术产品是刚

性的、冷冰冰的、千篇一律的 ,它在带给人们以便利和力量的

同时 ,也因为其霸权式的扩张而对于人性的自由造成了广泛

的侵犯。在古代 ,技术是按照人的尺度和人性的要求而创立

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它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 ,并成为人与自

然、人与人密切交往的中介 ,从而带给人们以舒适感和自由

感 ,是很自然的。但在近现代 ,技术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

行为方式的“合理性 ”确立了它的权威地位 ,从而成为衡量一

切的尺度 ,甚至于成为审美的标准。世界被“物化 ”了 ,一切

都被理解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和被算计、被征服的对象。

社会被认为应该按照机器模式来改造 ,物质力量和工业产品

充斥于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被理解为是社会进步的体

现 ,人则被简化为物质的容器和理性的工具。由于技术 ———

物质力量凯歌行进般地推进 ,作为我们生活家园的城市和乡

村日益“现代化 ”,其结果是“历史记忆 ”的加速消亡和多样

性文化的不断消失 ,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隔离与对立。

生命的空间既然被物质所挤压 ,精神世界的萎缩也就成为必

然。人性的自由、高贵与丰富 ,正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技术作为一种双刃剑的事实 ,日益得到彰显。

毫无疑问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 ,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

而走出危机的道路 ,还需要人类去探索。本文努力的目标并

不在提供某种总体性的文化解决方案 ,而是试图探讨作为对

技术的非人性化倾向的一种校正、技术的人性化趋势的背景

以及正在发生的事实 ,并揭示其中所隐含的具有哲学意义的

命题。

我们认为 ,现代技术人性化的自觉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

的那样 ,是技术进步、利益引导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也是经营

者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但

技术人性化的最深刻根源 ,则是人的需要。特别是 ,当技术

不但成为生产的而且更普遍地成为生活的工具时 ,生活的逻

辑就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如果说 ,生产技术或工业技术

关注的中心是效率 ,是技术力量的显示 ;那么 ,与生活相关的

技术则不但要关心效率 ,也要关心便利性、舒适度、“人机友

好 ”以及与环境的融合和协调等内容。人性的要求是极其丰

富的 ,在生活的领域中 ,人们要求技术产品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原理 ,即全面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与审美的要求 ,从而给予

人性的表达以充分的自由 ,应该说是十分自然的。而这恰恰

给予技术的“转型 ”以契机。技术的柔性化取向、“小是美

的 ”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于产品设计的个性化推崇 ,小批量

生产、定制或完全按照订单生产等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 ,则给予技术的人性化

趋势以巨大的支持与推动。

二 　技术人性化的当代趋势

当代技术的人性化努力 ,在近现代的技术进展中就已体

现出来。举例来说 ,“傻瓜相机 ”就是最早的代表之一。本

来 ,摄影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活动 ,要掌握这门技术并

拍摄出好的照片并不容易。但傻瓜相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

局面 ,使得摄影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到了今天 ,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和数码相机的出现 ,普通的摄影和摄像已经变

成类似于游戏的一种活动 ,即使是儿童也能轻而易举地掌握

和运用了。类似地 ,信用卡的问世 ,移动电话的出现 ,便携式

电脑的诞生 ,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创建等 ,都是当代技

术人性化进展的典型事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智

能技术的含量 ,可以帮人们做许多事情 ,但运用和操作却越来

越方便 ,越来越满足人性“懒惰”和舒适的要求 ,体现了技术对

于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大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概括地说 ,当代技术的人性化趋势 ,在技术产品柔性化、

小型化、平民化、个性化、多样化、智能化、网络化、人文关怀、

有利环保等特征中 ,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以下作简要的论述。

柔性化 　近现代技术的刚性化特征及其霸权式扩张 ,是

我们到处都可以触摸到的事实。标准化、直线条、形式的雷

同、品种和色彩的单一或非多样化 ,再加上庞大的体积及其

巨大的物质力量 ,以及与机器的运转相适应的整个社会生活

的同步化与模式化 ,无不显示出近现代技术及其文明形态的

刚性化特征。其典型形象是巨大的机器、高速运转的生产流

水线、林立的烟囱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人与自然、人与

人的关系的紧张状态空前呈现。核武器的出现与扩张 ,导致

了人类安全受到致命性的威胁 ,则是这种技术文明刚性化的

极端形态。而由这些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悖论 ,是极其深

刻的。

当代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客观上要求人类文明

的根本转型。这样的转型能否实现 ,还有待于观察 ,因为它

涉及到一系列深刻的课题。但技术产品普遍人性化的努力 ,

无疑是有助于文化转型的发生与演化的。作为人性化努力

的一个组成部分 ,技术的柔性化致力于实现的 ,是对于人与

技术紧张关系的消解。表现于技术产品外观设计上的曲线

的运用与增加 ,形式的多样化 ,色彩的生活化 ,体积的变小 ,

重量的变轻和感觉上的轻盈等 ,是最容易感觉到的技术产品

柔性化后所发生的变化。智能技术的无所不在的支持带给

人们的便捷与舒适 ,则是技术柔性化带给人类社会的最为深

刻的变化。智能技术的进展 ,最突出地表现于“软件 ”技术的

日益扩张 ,由它所推动的技术的“软化 ”,给了技术的柔性化

趋势以无限扩张的空间。

小型化 　自由历来是人类的追求 ,空间则是人类生存的

基本条件。人们要求人工创造物与他自身的尺度 ,与其生

理、心理与审美的要求相适应 ,并且使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

的空间 ,从而生活于一个在感觉上“被接纳 ”的环境中 ,应该

说是很自然的。但由于人口的膨胀和技术产品的不断问世 ,

造成了人工创造物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 ”的局面。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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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近现代技术产品体量过大的情形已经不合时宜 ,小

型化乃至微型化成为必然选择。“小的是美的 ”审美观就是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 ,所谓“小 ”是相对于“大 ”而言的。由于技术上的

原因 ,以往的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体量过大的情形。如果

说在生产的领域中 ,人们对此还是可以忍受的话 ;那么在生

活的领域中 ,“大 ”所带来的压抑感和不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生活中的技术产品尽可能地“小 ”,乃是一种必然趋势。

智能技术、材料技术等则提供了对于这种趋势的支持。而且

小型的、节能的、环保型的产品 ,也是与环境保护的强烈呼吁

相契合的。

平民化 　所谓平民化 ,主要指的是技术产品的使用越来

越方便 ,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多少专门“技术 ”,而且产品的价

格也越来越便宜 ,使得技术日益成为大众的工具而不是少数

人手里的“宠物 ”。由于技术的这一功能 ,当代技术确实成了

人类解放的武器 ,成了促进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实现的巨大

支持力量。因为技术的平民化和知识传播的普及化 ,的确有

助于克服起点的不平等而形成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从而给

予人们改变自身的命运以机会。

个性化与多样化 　所谓人性 ,总是通过个性来表达的。

因此技术的人性化努力 ,必然要尊重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

求。表现于技术产品上 ,就是个性化的产品日益丰富。而且

所谓个性化与多样化 ,不但表现于外观设计上 ,也表现于产

品的种类、品质与服务上。个性化与多样化的实现 ,不但丰

富了人文与自然的景观 ,也对人类心理世界的扩张与创造力

的开发 ,起着巨大的作用。

智能化与网络化 　技术产品的普遍智能化 ,而且获得网

络的支持 ,在网络环境下运行与发展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实现了智能化与网络化 ,当代技术不但无限量地放大了

自己的能力 ,也使得人性化的追求获得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从总体上看 ,技术的智能化与网络化 ,是有利于实现高技术

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目标追求的。

人文关怀 　技术的支持对于那些有着生理缺陷或残疾

的人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在技术的帮助下 ,他们同样能够参

与社会生活 ,分享文明进步的成果 ,并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

因此我们认为 ,为人类中的这部分人设计和生产的技术产品

特别体现了人文关怀的自觉追求。当然 ,技术的人文关怀还

有许多相当丰富的内容。比如说 ,人机对话的日益便捷 ,人

机友好之成为现实 ,人的全方位的需求得到满足 ,不同文化

的表达得到技术的支持等 ,都是技术人文关怀的体现。

有利环保 　所谓环保 ,归根到底就是对于生命世界包括

人类自身的维护。这应该是技术人性化的应有涵义 ,也是当

代技术的未来发展需要深入探索和解决的主要课题。技术

人性化的拓展 ,主要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我们相信这一趋

势将得到日益鲜明的体现 ,并充分造福于人类。

三 　技术与人文的融合 :挑战与选择

从实质上来看 ,当代的人类社会是“驮载 ”在技术的背上

的。由技术所营造起来的“人工世界 ”(或“人工自然 ”) ,极

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显然 ,技术所显示的巨大

物质力量和工具理性的价值 ,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明。技术

人性化的努力 ,代表了赋予技术以柔性化的特征和伦理学的

内涵的努力。但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认为 ,只有形成技术发

展与人文高涨的比翼齐飞和良性互动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跳

出技术至上主义的陷阱 ,从而促成人类文化的创世纪更新。

总之 ,技术并不代表一切。实际上 ,当代技术的发展在

带给我们很多的同时 ,也使我们失去了很多。技术的人性化

也不例外。技术的人性化所凸显的 ,仍然是技术的扩张 ,其

结果是人类对于技术依赖的日益加深。

我们认为 ,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技术人性化

趋势 ,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所生活、所熟悉的这个世

界 ,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在不断地被“刷新 ”。而且它所推

动的是文明形态的根本变革。因此人们总是面临着适应新

文明的挑战。但人类恰恰需要在融入自然与亲和同类中 ,在

认同历史与传统中 ,在维护个性与多样性的实践中 ,总之 ,在

一种熟悉的家园感的感受中来展开自己的生活与创造历史

的活动。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

因此 ,推动人文的复兴与高涨 ,促进技术与人文的融合

和平衡 ,乃是人类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简要地说 ,所谓人文 ,代表了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与资

源。技术 ,则代表了人类物质生活扩张的能力。技术与人文

的融合与平衡 ,其所强调的 ,正是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

活的平衡。

总的来说 ,在古代 ,技术与人文是和谐的 ,因为在技术中

体现了极丰富的艺术要素与文化要素 ,并且技术的表达与实

现 ,是与人体工程学的原理相契合的 ,也是与它生存于其中

的自然环境相契合的。但近现代技术的扩张打破了这种生

态平衡的局面 ,确立了物质力量的霸权地位 ,于是才有人文

与技术相平衡的命题的提出。技术人性化的趋势 ,虽然有助

于缓解人与自然、人文与技术的紧张状态 ,但如果仅仅从技

术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其思路还是狭窄的。我们认

为 ,只有从人与自然、人文与技术总体的生态平衡的视角来

考察问题 ,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富有远见的

解决问题的思路。技术人性化的发展对于人文的复兴与高

涨发出呼吁 ,乃是必然的。

就当代人类的现实而言 ,要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融合与平

衡 ,其关键就在于大力促进人文的复兴与高涨。但东西方的

文化传统是存在着差异的 ,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碰撞是不可

避免的。今天的人类世界有必要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

逻辑 ,实现各种文化传统的自由表达和共存共荣。东方文化

亲和自然、和谐人群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 ,尤其应当得到

发扬。

文化的传承需要有合适的载体与环境。自然遗产与人

类文化遗产之所以特别宝贵 ,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历史的信息

和对于人性的关怀 ,有助于提醒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 ”,并

从中获得启发。因此 ,人文的复兴要从保存自然与文化遗产

做起。由此扩展开来 ,珍视性地保留人类文化遗产中一切有

价值的物质形态与观念形态 ,借以平衡当代社会技术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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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扩张 ,是极为必要的。而在人们对于传统的认同与传

承中 ,在基于历史记忆和历史启示的人类生活与文化创造

中 ,传统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复活与再生。在这个一切都被不

断更新的时代里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传统事实上成

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资源 ,它乃是人类维持其家园感的希望。

当然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技术人性化的趋势本

身就包含了人文关怀的追求 ,文化的表达得到当代技术的支

持 ,正体现了技术与人文相融合的广阔前景。但这并不意味

着技术与人文矛盾的消解。毋宁说 ,二者之间的矛盾更为深

刻与复杂了。如何将技术的发展置于人文的有效控制之下 ,

从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促进技术人性化的历史进程 ,还存在

着许多尚待探讨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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