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管理员 | 收藏本站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首页   期刊介绍   创刊寄语   编委成员   往期下载   论 坛   网络资源   12th ICHSC  [高级] 

 科技与社会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现在位置：首页> 科技与社会 

【小 中 大 】  【 打印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技术社会学· 

 

“卢德意象”正名的社会意蕴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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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辽宁沈阳 110004） 

 

摘 要：贬损的“卢德意向”是指“卢德”是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贬损的“卢德意

向”有一个形成过程；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卢德运动”予以辩护，为贬损的“卢德意象”正

名。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的社会意蕴在于：1）挑战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2）慎重对待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失业问题；

3）重视技术变迁引发的文化的冲突问题。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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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捣毁机器活动的研究、阐释，“卢德主义”、“卢德派”成为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

“卢德”一词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这就是贬损的“卢德意向”。20世纪后期，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

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卢德运动”辩护，为贬损的“卢德意象”正名。新卢德主义为贬义“卢德意象”的正名有着深远的社会意蕴，

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贬义“卢德意象”及其形成 

 

狭义的卢德运动是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广泛应用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人捣毁机器活动。对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不同历史时期

的不同话语系统予以了迥然相异的评价，这便是“卢德意象”的形成及转变问题。 

1．卢德运动与“卢德派”贬义的政治内涵 

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破坏机器的现象偶尔出现，以后则越来越多。1811年3月初，因诺丁汉地区一些工厂主削减工人工资，愤怒的

工人起来反抗，捣毁了几个工厂的六十多台织机。当时，这种捣毁机器活动与“卢德”名称并无关联。但到1811年11月，诺丁汉

的工厂主收到了以“奈德·卢德”将军（General Ned.Ludd）或“卢德王”（King Ludd）签名的、解释捣毁机器理由的书信。

历史上狭义的“卢德运动”就以此为标志出现了。这场运动首先在诺丁汉地区爆发，随后波及到临近的约克郡、兰开郡、德贝郡和

莱斯特郡等地区。到1821年，该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被处以绞刑、流放或关押，整个运动以失败告终。对于1811-1821年间发生

的强烈抵抗新机器的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认定这是一场社会暴乱，这场暴乱将损害英国国家利益，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各种

措施最终镇压这场运动。因此，从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来看，卢德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抗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倒退行为。
［[1]］ 

2．“卢德意象”贬义的文化内涵 

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的活动并不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而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替代劳动的技术革新引起了早于卢德运动几个世纪

的抗争。1453年，约翰·谷登堡完成了对活字印刷的革新后，抄写员行会使印刷术在巴黎的引进推迟了20年。在17世纪60年代，

荷兰南部的小生产者成功地反抗，大幅度地减少了高效织机的使用。1811-1821年的卢德运动失败后，同类运动并未终止，只是没

有以前剧烈和集中。19世纪法国南部和美国也发生了同样的反抗。
［[2]］因此，反抗机器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是很普遍的



现象，但1811-1821年间发生的卢德运动却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卢德王”或“奈德·卢德将军”只是一种传说，可一提

起这个名字就激发人们联想到破坏机器事件。 

1811-1821年间的卢德运动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如F. Peel的《卢德派的产生，宪章派和带锁抽屉》（The Risings of the 

Luddites，Chartists and Plug-drawers）(1888)，J. Russell的《卢德分子》（Luddites）(1906)。到20世纪中期，纵然有学者

认为破坏机器的活动是对某些类似经济萧条和食品价格上涨之类社会问题的症状反应，对卢德派面临的问题表示同情，也认为劳动

者破坏机器作为争取权益的手段可以理解，但学术界对卢德运动根本上持否定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是不能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人，

把卢德派看作是阻碍进步的力量，认为整个运动根本上说是场暴乱，是一种落伍行为，他们注定要失败。
［[3]］ 

3．贬意“卢德意象”的形成 

政治话语对卢德运动性质的否定性确认与对卢德分子消极评价的学术话语的结合加速了贬义的“卢德意象”演变成更加广泛的公共

话语。“卢德运动”在不断被研究和被阐释过程中，其涵义渐渐被引申用来泛指抵制新技术、不适应技术发展的人和运动，“卢德

主义”和“卢德派”遂成为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卢德”一词在使用中有时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贬损的

“卢德意象”形成了。1959年，斯诺在其名著《两种文化》中提出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德分子”的论

断，“卢德主义”一词的贬损之意足见其流传的广泛性。 

 

二、新卢德主义者为“卢德意象”正名 

 

新卢德运动和新卢德主义[[4]]从名称看显然与历史上的“卢德运动”有密切关联。对新卢德主义者的深入分析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

两者之间不仅仅是“名”似，更在于新卢德主义者敢冒被看作“保守”“落后分子”之风险，直接挑战有近二百年历史的贬义“卢

德意象”，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辩护，为贬义“卢德意象”正名，这一行为及行为背后的立场与意图则构成新卢德主义思

想内容之“实”。 

1．辩护卢德运动 

新卢德主义者对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化历史研究，反映其主要思想的著作有B. 柏利（Brian Balley）的《卢

德的反叛》、K. 塞尔（K. Sale）的《反抗未来——卢德派及其对工业革命的反抗》和《反对机器：文学艺术和个人生活中隐藏的

卢德传统》等。在这些著作中，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予以辩护。 

K. 塞尔运用丰富的史料细致地探究了发生在1811-1813年间的英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反抗机器的卢德运动，从反思和批判工业资本

主义视角重新阐释了卢德运动，为其合理性予以辩护。塞尔指出，卢德运动的出现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19世纪卢德们的世

界观是，以手工业行会、村落和城镇这样的工作生活条件基础，形成了注重工作、社区和家庭相互支持和稳固而又紧密联系的古老

的、地方分权自治的世界观；卢德们的世界观受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强加于“进步”观念之上的权力、资源、金钱和理性化融合

体的威胁，老卢德们认为工厂主把新机器引入工作场所，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威胁，而且也是对他们所热爱的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威

胁
[[5]]

。C. 格兰蒂宁强调，毁坏机器是世界观濒临崩溃边缘的绝望的人的最后挣扎
[[6]]

。J. 曼德尔在对卢德分子反抗行为予以肯定

时指出，“卢德的态度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智慧的和远见的，他们反抗的是让他们强迫接受的新经济秩序，他们的反抗是因为他们预

见到新经济秩序正毁坏其生活和传统，最终将会导致他们的世界走向毁灭。老卢德他们是对的，他们的反抗富有启发性。”
[[7]] 

2．阐明新卢德运动合理性 

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又经历一次高科技浪潮的冲击，对于这场高科技革命，新卢德主义者有其自己的独到看法，

他们声称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K. 塞尔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指1971年芯片和微处理过程完善化带来的计算机数字化技术

及由其作为主导技术而引发的众多新发明和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K. 塞尔还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与第一次工业革

命令人警惕的、相似的特征，他概括为六大特征
[[8]]

： 

第一，技术强迫人接受。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技术都按照其固有的逻辑来到人的生活中。第二，毁灭“过去”。高技术的社会摧毁

了那些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历史因素。第三，制造需要。激发需要而产生的技术进步最为有力地造就了消费至上主义。第四，

国家为科技和工业发展充当服务的工具。现代工业政府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放任主义原则，国家政府积极干预科技和工业发展。

第五，劳动者受到折磨。技术进步带来现代的失业问题，使劳动者遭受苦难折磨。第六，对自然的毁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

仅是程度的问题，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导致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掠夺和污染。 

虽然新老卢德运动在实践上（行动的老卢德与认识论的新卢德）、目的上（为生存而战与为理念而战）、风格上（具有传统文化

色彩与充分运用现代舆论宣传工具）和前途上（“完成”的历史与“向未来开放”）存在多方面差异，但是，伴随“卢德意象”的

历史嬗变，老卢德运动到新卢德运动之间又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连续过程，两者之间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基于对新卢德主义

思想的分析，笔者从技术根源、政治经济条件、文化心理因素等方面阐明了新老卢德运动之间的联系
[[9]]

。 

因此，新卢德主义者通过分析新技术革命的特征，揭示当代新卢德所面临的与老卢德相同的境遇，阐明新卢德主义出现具有合理

性，同时也是为历史上的卢德运动进行着有力的辩护和正名。 

 

三、为“卢德意象”正名阐发的社会意蕴 

 

新卢德主义虽然揭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并阐发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思想，但其立场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他们对技术的很多观点是



“片面的深刻”，其思想总体上呈现出激进的反技术倾向、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点，甚至具有“敌托邦”的悲观色彩。尽管如

此，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向”本身蕴含着的深刻内涵，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剧变的社会现实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无疑有着十

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1．挑战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 

新卢德主义为贬义的“卢德意象”正名，直接挑战了西方社会主流的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表达了对启蒙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批

判。功利主义可被视为一种根据对人们幸福的影响来直接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的伦理、政治传统的名

称。“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进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我

说任何一种行为，因此不只是说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是说政府的每一个措施。”
[[10]]

功利原则就是判断一种行为是正当还是非

正当，不是考察社会的单个成员的幸福，而是要看它是否增进了总体的社会福利。功利主义占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必然产生了“社

会进步的代价论”，即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的，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贬义“卢德

意象”能够生存延续的根源所在。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辩护老卢德运动，就是一种对现代社会基于功利主义基础上的

“社会进步代价论”的一种反思、一种挑战和一种批判。C. 格兰蒂宁指出，“20世纪新卢德分子包括活动家、工人、社区居民、

社会批评家、学者，他们都质疑那种鼓吹认为技术发展代表进步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
[[11]]

。 

新卢德主义正名贬义“卢德意向”反映出的对西方功利主义主义社会进步观的挑战，这对我们深刻反思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诸多矛

盾与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一直凸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这一发展思路虽说更多反映

的是人们对社会多年低效运转的一种极度不满以及对高效运转的一种强烈渴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的端

倪。2003年以来，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
[[12]]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增至3000美元的过程

中，经济社会发展将达到一个拐点，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从新卢德主义对西方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的挑战启发我们认识到，目前中

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侧重点在于，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维护社会稳定，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

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

发展目标。 

2．慎重对待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失业问题 

新卢德主义者明确反对所谓的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出，与宣称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全球

范围内，技术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背井离乡和悲惨生活
[[13]]

。J. 曼德尔说，“作为新卢德分子，我的工作就是简单地说明现在

出现的失业问题就是受到机器的影响。机器人、计算机、生物技术是让工人多余的三种主要的原因。这些机器对人的替代被便利地

叫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在一种意义上机器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机器也把很多人投向大街而流离失所。”
[[14]] 

技术变迁与工人失业的关系，一般认为技术变迁并不是必然地导致工人失业。事实上，技术变迁也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新卢德

主义也并不否定这一点。但他们认为，深入分析失业与就业所牵涉的具体人，问题就呈现出来了。他们对老卢德研究后指出，在使

用机器的工厂中并不是那些有手艺的手工工匠，而是半熟练技能甚至无技能的人被廉价地吸收进入工厂工作。现代的研究也证明了

新卢德的说法。技术变迁确实导致原有产业工业的失业现象的存在。研究引进西方科技对第三世界产生的影响，发现技术引进将导

致第三世界本地科学事业的边缘化，以及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对贫困群体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

个问题，即西方进口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技术不仅没有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对传统农业和工业中现有的工作机会起着

严重的破坏作用。再如，农业增产计划即广为人知的“绿色革命”，的确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粮食大丰收，与此同时，也使

得许多地区的贫苦农民的生活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在绿色革命过程中，新技术只是给大型的、富裕的农场主带来了效益，而许多

农户则被迫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随着大型农场主不断富裕起来，他们便开始投资劳动节约型技术，如拖拉机。于是，成千上万的

农业劳动力丢了饭碗。另外，绿色革命导致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使得第三世界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更加恶化
[[15]]

。 

新卢德主义思想警示我们应慎重对待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失业问题。改革开发以来，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进以

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但却没有很好地处理技术进步与产业工人失业的关系问题，甚至有意回避这个敏

感问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危及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新卢德主义思想启示我们不仅要认识落实科学发展

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更要以积极的心态和扎实的行动去实施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推进整个社会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 

3．重视技术变迁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 

新卢德主义从文化视角、站在对工业文明批判立场来理解19世纪的卢德运动并试图为之产生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他们强调，认为

19世纪卢德们反抗的根源在于两种世界观的冲突，既以工匠技术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与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化之间的冲突，

而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原因。新卢德主义还指出，卢德们的反抗很少被社会理解，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

放弃对卢德运动的否定看法，而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深入分析这场运动的复杂的文化根源，更为全面地认识卢德运动。尽管新卢

德主义对技术变迁如何引发文化冲突问题的分析不够细致，但他们对技术变迁与文化冲突关系的直觉把握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新

卢德主义的立场让我们想到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对现代化的代价问题的分析。他曾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家庭模

式等方面都要产生重要的代价，其中主要的代价包括，工业化的演变破坏了旧的工作生产模式，减少了许多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职业

特有的安全感；失业和低度就业是工业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传统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总

是普遍伴随着反现代化的骚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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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艾森斯塔德的这段文字正是填补了新卢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由此，我们认

为，新卢德主义对19世纪卢德运动的正名的另一层意蕴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世界观冲突问题或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是一场

不弱于政治革命的复杂的、深刻的、持久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因此，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建设问题是我

们应该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我们要认真对待对技术变迁引发的失业，应超越纯粹经济学研究，拓展到从文化学、

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其次，深入细致地研究技术变迁通过哪些中介环节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在研究文化冲突与大

众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关系。最后，基于上述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减少技术进步带来的心理

代价，促进大众健康的精神状态、文明的社会行为、良好的社会风尚，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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