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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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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导致了自然失衡、社会失谐、人心失安。要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就必须发展人性化技术。人性化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强调对人的生存环境、生存价值和尊严

的终极关怀 ,是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后现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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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快速发展 ,它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世纪的总和都要多。然而 ,物

质财富的增长 ,方便、舒适和快捷的生活并没有给人类带来

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反而使社会处于不和谐状态 :自然环境

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价值观念扭曲、人文精神衰微、道德意

识弱化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要反思造成这种状

况的原因 ,思考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一 　现代技术的不当运用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技术原本是社会发展的有利杠杆和人类文明的标志 ,但

由于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发展观的影响 ,现代技术的

发展却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危机的标志。这种危机集中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利用现代技术对地球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导致了自然

生态危机并进而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

地球原本是人类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为人类提供赖

以生存和放飞心情、释放压力的自然环境。然而对经济增长

的片面追求 ,驱使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地球进行掠夺式

地开发、无节制地榨取、无限度地占有、无所顾忌地排放 ,结

果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能

力 ,不仅严重透支着地球资源 ,使地球面临着生态破产 ,而且

造成了全方位、大面积的环境污染。20世纪以来 ,人类对地

球的破坏程度不亚于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毫不夸张地

说 ,从来没有任何文明 ,能创造出这种手段 ,不仅能够摧毁一

个城市 ,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 1 ]

自然生态系统的危机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

由于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和谐与平衡 ,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 ,自然环境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 :淡水资源匮乏 ,

气候异常 ,灾害频繁 ,各种意想不到的奇病、怪病不期而至 ,

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SARS⋯⋯一次次地袭击着人类 ,使

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甚至日常的生活也难逃厄运 :污染

的水、大气、蔬菜、粮油、食品严重损害着人的健康 ,中毒致死

的事件时有发生。大自然以其特有的方式教训着人类 ,惩罚

着人类 ,自然的反人性化现象日益突出 ,人们失去了生活的

安全感。人不仅要生存 ,而且要安全、健康地生存 ,这是人的

基本权利。然而今天 ,这种权利却被人类自己剥夺了。人类

借助于技术获得了影响和作用于自然的能力 ,但这种能力的

不当使用 ,在使自然陷入生态危机的同时 ,也使人类自己陷入

生存危机之中。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 》一书中

尖锐地指出 :在人类成就的每一个例子上 ,新技术的应用都加

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

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2 ]并警告说 ,“当前

的生产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 ,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自杀

性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2.技术强化了社会霸权主义 ,导致了社会不公并造成了

社会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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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经济增长 ,使得社会物质

财富涌流 ,但并没有消灭贫困现象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

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技术

上的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以援助的名义 ,堂而皇之

地入侵发展中国家 ,廉价地利用那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

组织生产 ,留下的是污染和能耗 ,攫取的是高额利润。这种

温情的技术入侵对落后国家的伤害较之以往的武装入侵有

过之而无不及。

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 ,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我

国社会科学报 2005年 2月 17日报道 :“2003年 ,中国经济景

气监测中心透露 ,目前 ,我国 50名富豪的财产等于 5000万

农民的年收入 , 300万富豪的财产等于 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

入。”贫富差距的拉大、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

差 ,使得低收入者心理失衡 ,由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

往往比贫困本身更难忍受 ,强烈的不公平感会诱发对社会的

不满情绪 ,仇富心理导致的绑架、暗杀现象时有发生 ,当这种

社会积怨达到一定程度时 ,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从而为社会

动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3. 技术理性至上导致人文精神的衰微并造成了人自身

的心态危机

技术理性作为“一种逻辑或思维方式 ”,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体现 ,标志着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技术理性以其严密的

逻辑推理、精确的数学运算、严格的控制、可预见的结果作为

标准 ,在促进技术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正因为如此 ,人们就极力推崇它 ,技术理性转化成了技

术崇拜 ,以至于用它来衡量一切 ,评判一切。技术理性只关

心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更有效、更合理、更有利 ,至于这样

做的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则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对此 ,马

尔库塞尖锐指出 :“现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

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 ,而不再去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 ,

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 ,而不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

的 ,从而产生出被扭曲的科学。⋯⋯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

达工业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而只能是一个与人性

不相容的‘病态社会 ’。”[ 3 ]技术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

位 ,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 ,而且

也导致了人自身的心态危机。

一是人的主体性丧失 ,沦落为机器的奴隶。随着大机器

生产、流水线作业、现代化和自动化生产程度的提高 ,人的作

用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人被固定在一个位置 ,机械地重复着

同一种操作 ,被动地适应着机器的运转 ,稍不注意 ,就可能被

机器致伤、致残。不是人控制机器 ,而是机器控制人 ;不是机

器适应人 ,而是人适应机器。人被物化为机器的附件 ,由机

器操纵和支配。“在这个社会中 ,不仅技术的运用 ,而且技术

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 ⋯⋯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 ,不

是‘后来追加的 ’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 ,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

设备的结构中。”[ 4 ]工作成了被动地应付机器的操作 ,失去了

自由创造的乐趣 ,削弱了工作的激情 ,失去了丰富的内在情

感 ,人被边缘化、空心化了。

二是强大的媒体信息操纵和控制着人的心理 ,在一定程

度上剥夺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选择权。电影、电视、各种

报刊杂志、因特网、邮件 ,加之数不尽的虚假广告 ,各种真的、

假的、有用的、无用的信息对人进行狂轰滥炸 ,撕扯着人的情

感 ,争夺着人的心灵空间 ,使人来不及思考、辨别和判断 ,就

懵懵懂懂地接受媒体的诱导 ,以媒体之是非为是非 ,以媒体

之喜好为喜好 ,人的头脑 ,变成了各种信息的跑马场 ,干扰了

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强大的技术力量不仅控制了人的身体

自由 ,也控制了人的精神自由。

三是干预了人的自然进化 ,人被物化为由技术任意塑造

和处理的材料和物品。人是自然界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发展

的产物 ,是大自然的极品和杰作。然而今天科学技术专家却

对人体的天然结构和功能表示不满 ,认为“人类的身体是疾

病、残疾、衰老和死亡的对象 ;他们的头脑是各种刺激、动力

和感情搏斗的战场 ”[ 5 ]。因此 ,要借助基因工程技术和纳米

技术对人体进行改造。为了修复人体自身的基因缺陷和便

于疾病的诊治 ,越来越多的技术附件被置于人体之中 ,使人

体也变成了地道的人工自然。科技专家们不仅要改变人体

原有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甚至还要通过基因的拼接组合 ,按

照人的目的和意愿 ,重新设计出理想的婴孩。这样一来 ,人

的出生将不再是宇宙的奇迹、天赐的缘分、上苍的礼物 ,而完

全成了地道的技术产品。一旦人体变成了可由技术任意塑

造的物质和材料 ,那么 ,人的隐私、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社

会属性 ,甚至连自然属性都将被技术所消解。

四是使人的信仰淡化、精神荒漠化。技术促进了生产 ,

刺激了经济增长 ,然而 ,经济过程是在开拓市场中进行的 ,经

济的发展总是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刺激

生产 ,发展经济 ,就要千方百计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 ,倡导“要

用今天的钱办明天的事 ”。结果 ,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 ,也促使了消费欲望的增长 ,人们沉醉在五光十色的商品

中 ,购买着、占有着、享受着 ,乐此不疲。盲目地、无节制地消

费使人只知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 ,满足当下感官上的快乐。

最可怕的是 ,这种奢靡豪华之风像传染病一样滋生蔓延 ,如

果任其发展下去 ,不仅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短缺的压力 ,而且

销蚀了人的灵魂 ,心中被物质、金钱填满 ,对物的占有和享受

超过一切 ,而忽视了美德的修养、理想的崇高、个性的丰富、

人格的完善 ,消解了对高尚道德情感的追求 ,从而使信仰淡

化、精神荒漠化 ,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 ,成了没有灵魂和精神

的躯壳。

技术原本是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手段 ,然而由于缺少价

值理性的关照 ,现代技术的发展却消解了人的主体性 ,疏离

了人性 ,这势必造成科技对德性的挤占 ,物质对精神的压抑 ,

使人在失去身心和谐的同时 ,也使社会处于不和谐状态。

二 　和谐社会呼唤人性化技术

和谐社会的思想古已有之。张岱年先生指出 ,“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 :一是人伦和谐 ;二是

天人协调。”[ 7 ]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

谐。天人协调说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传统文

化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 ,与自然和谐 ,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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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与我齐一 ”的境界。当然 ,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不同

于古代那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 ,而是现代性的和谐 ,有着

特定的时代内涵。和谐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包括 :经

济维度 ,这是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政治维度 ,这是和谐社会

的制度保证 ;精神维度 ,这是和谐社会的灵魂。这几个维度

又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的身

心和谐来表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存 ,人才能

置身于优美的生态环境中 ,免受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困扰

和频繁的自然灾难袭击 ,才能远离疾病的折磨 ,从而提高生

活的质量和生存状态 ,保持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心境。可以

说 ,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核心。人际关系和谐 ,和睦

相处 ,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没有歧视 ,才能减少摩擦和不快 ;

人与社会和谐 ,社会对个人给以应有的尊重和关爱 ,营造平

等对话、公平竞争的环境 ;个人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 ,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抵触和冲突 ,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中庸 》中说 :“尽人之

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 ”,“尽人之性 ”,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应

有的人文关怀。这虽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世间的贫富之

分和强弱之分 ,但“人文关怀可以唤出人世间的公平、正义、

同情、理解 ,使贫者拥有尊严 ,弱者能够自强 ;使富者向往高

尚 ,强者学会谦恭 ”[ 8 ]。整个社会才能良好运转 ,和谐发展。

人的身心和谐是目的。人之为人 ,不仅在于人具有自然

属性 ,因而有物质需求 ;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社会属性 ,具有

高贵的精神需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高贵人性的追求 ,便

会失去应有的良知、情义和操守 ,就会为谋取私利不择手段 ,

任凭物质欲望的膨胀而使精神旁落 ,最终沦落为金钱的奴

隶、经济动物。这样的人 ,虽然有着丰厚优裕的物质生活 ,但

却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社会

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 ,所以 ,人的身心和谐既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年 2月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研讨班上 ,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

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 ,把和谐社会具体表述为 :“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 9 ]要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 ,就必须有人性化

技术来支撑。

三 　人性化技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人性化技术不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 ,而是一种价值理

念 ,一种指导思想 ,一种发展思路。它告诉我们 ,应当如何去

对待技术 ,朝什么方向发展技术 ,怎样正确应用技术而不会

对人造成伤害。人性化技术也是多向度的 ,既有经济维度 ,

也有生态维度 ,还有美学维度和人性维度 ,一句话 ,是技术与

人文的结合。人性化技术就是将人性赋予技术 ,在技术中融

入人性的因子 ,使技术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既能尊重人

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 ,又能维护自然生态环

境的平衡与稳定的一种理想化的技术模式。人性化技术的

特征如下 :

首先 ,人性化技术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技术原本就

是由人设计和制造的工具 ,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手段。然而以

往的技术由于过分偏重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把效用作为技术

的价值核心 ,人的需要和目的被经济目标所消解 ,人反而成

了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目的和手段的错位使技术呈现出

非人性化的特征 ,给人的心理造成挫败感、自卑感、压抑感。

而人性化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把人的价值和需求放在

第一位 ,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维护人的价值尊严 ,使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不仅满足人的生理、生存需要 ,也要满足人高层次

的精神需要 ,使人感到自信、愉悦、幸福 ,从而使人从物的挤

压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重塑人的主体性地位 ,使人的心理更

健康、情感更丰富、人格更完善。正如弗洛姆所说 ,是人而不

是技术 ,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 ,所有计划的标准不是生

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坚持以人为

本 ,以维护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为宗旨 ,强调对人的生存意

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 ,这是人性化技术的根本特征。

其次 ,人性化技术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技术 ,

从而为人类提供诗意地居住、诗意化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里约宣言 》指出 :“人类享有生活在美好环境中的权利 ,享

有生活在尊严和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权利。”要构建和谐

社会 ,人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

义务和责任 ,寻求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之路。当然这不是要

弃绝技术 ,盲目地返朴归真 ,而是要从人长远的、根本利益出

发 ,约束自己的技术行为 ,理性地研究和运用技术。人性化

技术不再是对自然巧取豪夺的手段 ,而是维护生态系统的稳

定与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友好使者。

人性化技术不仅要追求单一技术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更强调

不同技术之间的生态和谐 ,使整个技术系统对环境的能耗最

低、排放最少 ,从而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

再次 ,人性化技术是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的技术。社会的和谐发展 ,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外 ,还

要有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 ,消除种族歧视、基因歧视

和两极分化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消除恐怖、暴力

和战争。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没有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 ,社会和谐就是一句空话。所以 ,人性化技术不能

是、也不应该是只为少数人、有钱人所享用的技术 ,而是惠及

整个人类的技术 ,是绝大多数人能用、会用、用得起的技术 ;

人性化技术致力于创造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 ,而不能

制造和引发新的歧视和不平等 ;人性化技术是远离暴力和战

争的技术 ,不应该为少数国家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去研

究和制造杀伤人类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纳米武

器 ;人性化技术是关注弱势群体 ,尤其是残疾人的技术 ,尽可

能为他们提供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使他们也能够享受

到现代技术带来的舒适、方便和快捷。

还有 ,人性化技术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技术。

人性化技术产品不仅以其流畅的线条、和谐的色彩、合理的

结构、舒适的材质让人赏心悦目、“悦情悦意、悦神悦志 ”,更

应以其多方面的功能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 ,使其充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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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习惯 ,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界面 ,

使产品更适应人性 ,具有人情味、亲和力。在人与机器的关

系方面 ,人性化技术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机器适应人 ,而不

是人去被动地适应机器 ;是人控制机器 ,而不是受制于机器 ,

为机器所奴役。人性化技术不只带给人类经济效益和物质

财富 ,从而满足人们外在的物质需求 ,而且更要关注人的精

神需求 ,尊重人的隐私权 ,尊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使人在了

解生命的基础上 ,更加关爱生命 ,使人感受到人之为人的自

尊、自信和自豪 ,感受到人的本质力量的伟大 ,实现人对自己

生命的感悟和体认 ,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人性化技术

是对人的全方位关照 ,把人从物化与沉沦中提升出来 ,使本

能和欲望得以升华 ,超越物质享受 ,追求人格的完善和健全 ,

最终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总之 ,人性化技术是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技术 ,一句话 ,是有利

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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