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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关于科技文化的实践论批判叙事。实践论阐释意味着将科学

技术作为一种具体历史的考察, 即现实地阐释科学技术的历史条件、性质、目的和价值方式。在资本主义语境中,

科学技术的实践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表意功能方面。在现实意义上, 它为建构正确的科学

技术观以及为科技发展的人性向度提供指导原则与方法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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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总结近现代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起

源的这种性质表明, 它不但内蕴着丰富的社会科学

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潜藏着深刻的自然科学的问题

意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除却被视为一种批判

性的社会历史叙事之外,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解读

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科学批判反思的技术文化叙事。

马克思主义建构和阐释其技术文化叙事的特殊性质

即实践论的性质, 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马克思主

义的一种本体论特征规定,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

视界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一切叙事理论的绝对

视阈, 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框架下,马克思

主义的技术文化叙事才超逸以往纯自然科学的唯物

主义的抽象认识论范畴, 而达到一种历史具体的性

状,不但一般性地阐明了科学技术的概念,而且批判

了科学技术存在的历史条件、性质、目的、价值影响

与作用方式。

一 科学技术的历史性存在方式

就一般的存在方式而言,实践论阐释意味着避

免对科学技术作一种纯抽象的就事论事的理解,而

要注重对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意义背景和问题论域

进行先在性的历史澄明, 以期建构一种阐释科学技

术的关系语境。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

中,以实践论范式来阐释科学技术实际上就是将科学

技术历史语境化,以关于科学技术及其意义关联项的

指涉关系形式或科学技术问题域的形式来进行一种

间性阐释,从而获得对于科学技术的历史性理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具有较为现代形态的

科学技术之所以出现于 18世纪决不是偶然, 而是出

于对自然世界进行科学性的认识所使然,这种认识

在当时又出于一种紧迫的实践需要, 即破除中世纪

的神学自然观,并确立一种独立的人类理性意识的

需要。恩格斯在一种比较的意义上说: � 18世纪以

前根本没有科学; 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

式, 只是在 18世纪才有, 某些部门或者早几

年。�[ 1] 18
当时所创立的各种科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

中世纪的各种荒诞迷信, 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把

理论科学转化为物质技术以满足现实生产的需要,

具体来说,就是为了确立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

与此前的社会主要消极地依赖自然的赐予不同, 资

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创造主导型的社会,它强调积极

干预自然过程、改造自然世界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

性, 为此, 就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实用性的科学技术,

当时的科学技术在英国率先获得发展就正是基于这

样的目的。英国的科学技术依次发展起来正好揭示

了这种需要的发展过程与内容, 最初是为了提供棉

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而发明了蒸汽机, 此后又出于改

善运输条件、加快原料开采、改进机器设备的需要而

相继创造了越来越进步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机械,

�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 一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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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

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

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

新的改进。�[ 1] 32
从技术层面来看, 资本主义实际上

就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与技术应用为内容的社会历史

形态, 正是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效率与增殖资本价

值的利益驱动下,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才取代自然经

济方式而成为财富的主要获得手段, 马克思根据这

种情况分析了科学技术目的论的历史本质, �自然

因素的应用 ! ! ! 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

的组成部分 ! ! ! 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
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 而科

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

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

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

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 2] 570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

从中国传入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满足资产

阶级革命,建立世界市场与传播新教教义的实践所

需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里,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

论含义还意味着科学技术是在一种与特定的生产关

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中存在的, 并且

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生活方式与

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互动过程的说明其实也是对科学技术的存在方式与

实践机制的言说,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以
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形态即大工业为例说明了这一

点, �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 一方

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

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 [ 1] 77
从一方面

看,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经常

表达着特定社会关系的变革诉求, �生产者相互发

生的这些社会关系, 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

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 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

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

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 各个人借以组

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

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 1] 344
但在另一

方面, 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又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历

史性质与存在方式, 它说明,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
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它们对自然界的影响,

才会有生产。� [ 1] 344
特别是对物质技术以及工业机器

来说, 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是一种物理性的科

学技术设备,而且更是一种生产原料,体现着特定的

资本关系, �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
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

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

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

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 并且,难道不正

是在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

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 [ 1] 344- 345
就此而言,科学技术的

特定性质与使用方式就成为特定社会历史生产生活

关系的意义镜像,科学技术能否产生,其发展程度与

具体性质如何也就相应地成为界划社会关系性质的

某种标志, �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

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

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 3 ] 88
马克思关于

阿基里斯与火药、∀伊利亚特 #与活字盘、诗神缪斯
与印刷机等关系的比较说明其实也暗示着这种技术

文化叙事的实践论思想。此外, 从实践论角度来阐

释科学技术问题还意味着, 必须充分估计和尊重它

不仅作为一个物理性的问题,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价

值问题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主要就是

由于科学技术的特定历史性质所决定的,就像马克

思曾经告诫的, �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
是两回事。� [ 4 ] 535

对于科学技术而言问题也是一样

的, 马克思关于进步不能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意思

以及他对于生产力的使用性质问题论述实际上就提

供了类似的方法论进路,在谈到 19世纪的英国在印

度殖民地大力发展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情况时认

为,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 既不

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 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

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

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 1 ] 771

二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表意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 马克思主义并

不满足于在一般哲学层面对科学技术进行实践论的

阐释,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主义总是将这种批判归

化到具体的资本主义语境, 并且直接针对已经资本

主义化了的科学技术, 实施一种历史具体的批判。

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所倚重的阐释对象是一

种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赋型的科学技术,所以对于

科学技术的批判就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

意方式的批判。美国后现代论者费雷曾说: �从根

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

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

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和价值、知识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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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通过对技术的解析, 我们

会从中发现一个完整的信奉和信仰世界。�[ 5] 200
这里

面所隐伏的方法论就是, 对科学技术的揭示与批判

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其特定语境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解

蔽,因此,科学技术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一

种意识形态批判。

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在世方式首先构成对于以

往封建价值观念的解构, 其目的旨在促使整个社会

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化转向。在中世纪的反动神学

语境中,科学技术的现世本身就一种不能被容忍的

渎神之举,它相对于既定秩序的异端与激进使得它

不自觉地担纲了一种解构神学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使命, 情况就像恩格斯所分析的, �自然研究当时也

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 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

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自然
研究用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了路德焚烧教

谕行为的一个革命行动, 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

的出版,他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

挑战。�
[ 4] 262- 263

在迷狂于伪科学及其非理性精神的

中世纪,自然科学技术本身虽则不是一种实体性的

意识形态,但是它那种以张扬启蒙意识为核心旨趣

的客观知识论与理性精神却又鲜明表征了一种反神

学的意识形态策略, 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一般技术基础与思维模式, �蒸汽和新的

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 从而把资

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
[ 6 ] 611
一俟现代科

学技术获得社会生活的制导权,也就意味着资产阶

级在政治层面谋取了相应的统治地位, �凡是大工

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

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 使它成为

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 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

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

治阶级 ! ! ! 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
朝。� [ 1] 235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草创之际,科学技

术的实践意义主要就在于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

以解构封建神学秩序。

倘使说科学技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过

程中曾经发挥过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作用, 那么它在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却蜕变成了一种消极

保守的意识形态辩护体系。对此, 将罪责归咎于科

学技术显然是失当的, 因为这种情况本身也恰恰违

背了科学技术固有的革命精神,因此,真正应该对此

负责的是科学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 即从促进科学

技术的发展形式最终退化为一种钳制科技发展的方

式。在此语境中, 科学技术的唯资本化向度使得它

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逆变, 其目的已经不再是摧毁

既成社会秩序,而是极力保障既成社会秩序不被摧

毁。在这样的论域中,马克思主义技术文化叙事的

实践论阐释实质上就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存

在条件、使用方式甚至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解构。

米切姆就认为, 马克思的技术文化叙事 �既不是对

技术的接受和阐释 (工程学的传统 ), 也不是对技术

的质疑 (人文主义的传统 ), 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

和改造。� �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 而只是

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

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 [ 7] 43- 44
而

马克思自己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批判的方

法论原则,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

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 [ 3 ] 38
具

体而言,对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作的意识

形态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理论质点:其一是工

业与商业的合谋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科学技

术、大工业的发展与资本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生产仅

仅表现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作为具有共在关

系性质的两种因素,它们共同表征着资本主义的利

益诉求。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其最切近的目标

就是摧毁以往那种自然经济模式以确立资本商业生

产模式的统治地位,恩格斯在谈到科学技术与大工

业之于资本商业的工具论意义时说, �利益霸占了

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

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 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

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

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 因而

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

一切交往,都被融化在商业交往中, 这就等于说, 财

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 1 ] 35
正像中世纪一切

成为神学的工具与婢女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

技术、工业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也都俯就于资本的逻

辑之下,沦为资本商业关系的副本形态,以狭隘的商

业关系来规约科学技术实际上就是确立生产关系与

社会发展的物化模式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框架; 其

二是科学技术以大工业机器的分工效率论来掩蔽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人性倾向,在事实上,生产过

程中应用大工业机器及其分工原则确实能够极大地

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点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优

势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机器分工原则的应

用不但意味着某种纯技术性的意义, 而且更具一种

事关人性存在的深度意义考量。恩格斯就深刻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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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科学技术的机器分工论的本相, �由于劳动
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

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

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
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 6] 642

科学技

术按照一种机械原则、泰罗制和数学化的分工方式

来塑造劳动者,不但现实地造成某种原子化与零散

化的生存状态,而且将这种机器分工思想予以身体

化,使得劳动者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中自觉认同于技

术理性的资本主义价值设置,最终取得一种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消极主体形式。

其三是用科学技术所尊崇的所谓自然规律与实证精

神来销蚀世界过程性存在的辨证特征, 从而企图巩

固资本主义的现行统治秩序。其具体机制在于,将

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强制性地挪移

到社会历史领域,造成一种社会发展的似自然状态,

终结发展向度, 确立静止状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在考察了自然科学技术及其思维方式对于社会的影

响时说: �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
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 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

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 6] 360
而形而

上学在社会历史中的表征就意味着现行秩序的永恒

合理性,在这种被严格规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科

学技术关于自然恒常的观念当作资本主义对于其社

会关系模式的一种隐喻式或镜像式的类比叙事,恩

格斯曾经对资本主义秩序借以获得表现的抽象自然

观进行了批判, �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

被否定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 突然面临一

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

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而且直到世界末

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

样。� [ 4] 265
就此而言, 自然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的

作用颇有某种历史终结论的意味。从这个层面来

看,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实

践作用主要就在于, 它不但为资本主义的现行存在

方式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甚至它还直接构成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原则与结构模块。科学技术及

其方法论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布展使得它最终

成为人们的现实存在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座架, 而这

种座架就会不停地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和科学技术模式。但是, 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

上救赎资本主义,相对于它的本性而言,资本主义的

使用方式毕竟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种, 马克思曾经就

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深刻悖论给予

了精辟论述: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

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

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

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

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

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

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

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

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 1] 775

三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批判叙事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论批判叙事并

不是基于某种纯理论的目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恰恰

反映并表达了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无产阶级对于科

学技术的总的历史看法,就此而言,关于科学技术特

别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实践论批判阐释, 也构成

马克思主义总体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

就指涉现实经验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

学技术的实践论阐释确立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观

与辨证思维。在这方面, 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论的

批判,既批驳了形而上学的 �技术决定论 �, 也克服

了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所持的 �恐惧症 �, 并且正确地

阐明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关系前提、主体条件和

目的。针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困

惑, 马克思说: �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 另一

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

术; 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

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

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

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 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

工人。� [ 1] 775
如果说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部分地代

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那么工人阶级就更是这

样, 而且其性质更彻底, 程度也更深刻。因为, �科
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 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

益和愿望。� [ 4] 258
而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社会形

式和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在 ∀共产主义原理 #
中具体而深刻地予以了阐述, �在现今社会中造成

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 在另一

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

动的因素。� [ 1] 237
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并以工

人阶级的解放为鹄的,科学技术发展才可能符合其

本性,并在克服分工缺陷的基础上展示其促使人的

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性特征, �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

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 (下转第 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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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他强调诗与思之间隐蔽的亲缘关系,主张诗

思合一。因此海氏之思更具本体意味, 已非思维方

式所能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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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页 )

全体成员的需要∃∃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

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 根据共产主

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 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

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 [ 1] 242- 243
只有在

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语境中, 科学技术才可能丧失自

身奴役人的性质而转变成为一种解放和发展人的力

量。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

昭示当代人们,单纯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

人民的解放,甚至在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

还最终会沦为人的桎梏。关键在于这种科学技术必

须取得适当的历史形式, 并且由人民掌握其发展成

果。这种用实践论来匡正唯生产力发展或唯技术论

的举措对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所提出的消除贫富

差距, 建构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等命题具有异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另外, 科学技术发展所带动的生产

力提高也能大大缩短社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增

大剩余时间,而在一种合理的生产关系体制下,剩余

时间的增多意味着人们发展其精神才能与自由特性

的条件与机会也相应地增多,这对于实现我国社会

生活的总体性现代化而言也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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