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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与时间

□ 姚大志

　　 《技术与时间》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的代表著作。抽象的哲学论题和具

体的文化社会现象交汇其中，是这部多卷本著作的鲜明特点。它以技术为核心和纽带，

囊括了哲学史上一系列重大主题，如人的本质、时间、意识的起源和机制等。同时，它

也涵盖了一系列当代最醒目的文化现象和日常生命体验，如电视、电影、网络、摄影、

生命的痛楚、人的空虚和欲望等。一方面是深邃的哲学论题，另一方面是寻常的文化生

活现象，很难有哲学著作将如此众多主题同时汇聚到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中来。

自２０００年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出版以来，它已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持续影响。

面对这部内容丰富、寓意深刻的著作，人们从不同立场出发，各取所需。然而，其中蕴

涵的哲学意义很难得到完整而准确的把握。它对时下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有力批

判，对当代日常生活状态的深入反省，也因为抽象的哲学论证和思辨的语言，而难以被

公众理解。

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的神话提供

了一把理解上述命题的钥匙。由于后者创造生命时的疏忽，导致人在起源之初就缺少一

种必要的生存手段。为了弥补人类的先天缺陷，普罗米修斯将技术带到人间。“从人类

的起源看，人与技术是一个同时发明的过程。”从这里出发，斯蒂格勒将一切与人有关

的问题都转化为技术的问题。比如，电影和音乐作为技术，它们蕴涵的运作方式，同样

阐明了自我意识的活动机制。借助后结构主义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解构，斯蒂格勒将康

德关于自我意识的剖析纳入到其整体分析框架之中。一旦记录的技术被理解为记忆的能

力，通过留声机或数字播放设备，聆听勃兰登堡协奏曲就成为一种可能。技术环境承载着

的记忆就是我们知识的先天条件。电影的记录技术，是 “电影借助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对意

识流的同质化和共时化，是电影工业通过对意识的掌控，改变了记忆、想象和意识的机

制”。电影犹如意识，不仅如此，人类个体和电影都已深陷现代技术系统的进化链条之中。

斯蒂格勒背后隐藏的法国思想传统仍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游荡

在我们视野之外。透过 《技术与时间》，我们隐约感受到这一传统的传承和力量。贝特

兰·吉尔、勒鲁瓦古兰，以及西蒙栋，他们或遭受漠视，或停留在学术主流的边缘。

展现他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斯蒂格勒的工作，

同时也可为日益国际化的我国学者提供 “已经在此”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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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学位是科技哲学。尝试在科技

史中提炼具有哲学价值的问题，努力

把科技哲学置于历史的火焰中拷问。

尤其关注与技术相关的历史和哲

学问题。技术，以不同方式侵入了人

类社会，不知不觉中塑造着当代人的

生活。追问技术是什么，有时候意味

着探求技术的哲学本质，有时候意味着抓拍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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