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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

李桂花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马

克思、恩格斯不仅探讨了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 ,分析了科技异化的根源 ,还揭示了科技异化的本质 ,阐明了科技异

化的解决途径。深入挖掘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 ,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具有特别重大的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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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19 世纪的科技异化问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 ,也由

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实践所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就科

技异化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是 ,如果拿他们的著作

中所论述的科技异化思想来对照当代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 ,

可以说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马克

思、恩格斯科技异化思想的遗产 ,对于启发当代人类解决生

存困境的思路 ,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开

始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这一点 ,马克思、恩

格斯是有着清醒认识的。马克思在 1856 年 4 月 14 日于伦敦

发表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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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 ,由于某

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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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

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

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 ,我们时代的生

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

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 :

“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 ,迫使它为

人们服务 ;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 ,使得一个小孩在

今天所生产的东西 ,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

多。而结果又怎样呢 ? 过度劳动日益增加 ,群众日益贫困 ,

每十年一次大崩溃。”[2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恩格斯

一方面积极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

科学技术实践的消极、负面影响。

具体说来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马克思、恩

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

一 　关于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 ,分析了

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

首先 ,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

体系内部 ,科学与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对立的 ,资本家“在机

器上实现了的科学 ,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 ,以

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

的应用本身 ,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 ,表现为占有剩余劳

动的手段 ,因而 ,表现为属于资本同劳动对立的力量。”[3 ]马

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技术的否定面 ,他指出 ,机器大工业时

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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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把工具只是当作自己的器官 ,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

动赋予它以灵魂。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则相反 ,机器则代替工

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 ,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 ,它通过在自身

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 ,工人的活动 ,从

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 ,而不是相

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

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 ,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

中 ,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 ,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 ,通过机器对

工人发生作用 ,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写道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 ,是工人利用工具 ,

在工厂中 ,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 ,劳动资料的运

动从工人出发 ,在后一种场合 ,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

动。在工场手工业中 ,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

中 ,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 ,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

死机构。”[4 ]因此 ,在工厂中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工

人则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是科学、技术的产物 ,是科学、技

术的结晶。机器表现为工人的主人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 ,对

工人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5 ] ,工人表

现为科学、技术的奴隶。进而 ,马克思认为 ,工人在机器生产

方式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机器工业中的自然力、科学

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 ,所有这一切 ,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

的东西 ,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

存在形式 ,同单个工人相对立。”[6 ]总之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 ,

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

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丧失了其为人

的本质 ,被异化了。可见 ,社会的异化造成了科技的异化。

其次 ,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

书中曾明确提出 ,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必须和自然界和谐相

处。人类不要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如果这样

做自然界必然无情地报复人类。他认为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

系优于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 ,“动

物也进行生产 ,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

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 ,因为

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 ,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

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 ,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 ,

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这就

是说 ,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自觉地利用和支配自

然。但是恩格斯特别警告人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

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

们。”[7 ]恩格斯还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

这一点。例如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

居民 ,为了想获得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

到 ,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使这

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

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

护的松林 ,他们没有预料到 ,这样一来 ,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

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 ,他们这样

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了 ,而在雨季竟使凶

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 ,“每一次胜

利 ,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

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8 ] 。今天的

事实有力地佐证了恩格斯的重要观点。自然界的恩惠和宽

容是有限的。当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

时 ,自然界通过自我调节作用 ,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 ;

而一旦人类的行为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 ,自然界

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

二 　关于科技异化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探讨了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 ,而且

还分析了科技异化的根源。

首先 ,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类

需要经过长期的劳动才会稍微学会估计人的生产行动的比

较远的自然影响。虽然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其活动自

始至终都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人比其余一切动物强的地方 ,

就在于人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然界进行改造 ,通过改造自

然界的物质形态来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 ,“人离开动物

愈远 ,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

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9 ]但是由于人

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要受

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因而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一些更深层的

结果和影响往往难于发现 ,以至于人们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

利 ,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情况往往是这样 :“每一次胜

利 ,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

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

个结果又取消了。”[10 ]此外 ,人们还只着眼于劳动的最近的

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而忽视了长期的社会影响。恩格斯说 :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

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

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 ,是

完全被忽视的。”[11 ]这样 ,由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后果

无法事先作出准确预料 ,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

其次 ,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科技

异化的根源主要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 ,自然科学作为一切

知识的基础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自

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 ,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

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 ,所以 ,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

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 ,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因此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 ,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

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 ,其规模是以往

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由于科学成为资本致富的手段 ,

“科学对于劳动来说 ,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

力”[12 ] 。但是 ,马克思认为 ,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

本身 ,而在于科技的应用 ,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 ,科技对

人的奴役其实质是人对人的奴役。马克思指出 :“一个毫无

疑问的事实是 :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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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

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

身产生的 ,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 因为机器就

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

日 ;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

强度 ;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 ,而它的资本主义

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 ;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 ,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13 ]在

资本主义社会 ,科学技术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发

挥作用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加强了对工人的压榨、剥削。

因此 ,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是资本的一部分。对此 ,马克思

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 ,作为资本同工人

相对立。而事实上 ,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

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 ,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

段 ,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 ,因而 ,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

劳动对立的力量。”[14 ]他还说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

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 ———变成运用于

实践的科学 , ———但是 ,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 ,只是

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15 ]资本

主义就其本质而言 ,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异化现象。

恩格斯也指出 :“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中 ,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

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 ,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

效果。不仅如此 ,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 ———只就所制

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 ———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了 ;出售时要获得利润 ,成了惟一的动力。”[16 ]资本主义的生

产目的是不断地追求高额利润 ,而不是满足人民的实际需

要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追求剩余劳动的极大化 ,其结果既

使生命力 (雇佣劳动者) 遭到摧残 ,也使自然力 (土地、资源、

环境)遭到破坏。就是说 ,正是因为资本家唯利是图 ,连直接

效果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所以人遭到自然力的报复的情况反

而更加严重了。可见 ,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是产

生包括科技异化在内的种种社会异化现象的本质原因。

三 　关于科技异化的实质

马克思肯定“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生活的科学技术”,肯定

科学技术的基础就是生活的基础 ,并非否认科学技术之于人

的异化现象的存在 ,相反 ,对之作了深刻的揭示和剖析。

马克思从人的生存问题入手 ,高度概括了私有制社会的

异化现象 ,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同自

己“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就“与其说私

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 ,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

动的结果”[17 ]而言 ,这种种异化也就是工业化社会或工业文

明的异化。马克思认为 ,在这些异化关系中 ,异化劳动是最

根本的 ,是其他一切异化关系的实质和根源。由于劳动是人

的最根本最现实的实践活动 ,是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

础 ,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的其他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全

面异化。科学技术也不例外 ,因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

德、科学、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并且

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8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劳动亦即

人处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也必然随着劳

动的异化而表现出异化的性质。因此 ,科学技术的异化并非

根源于科学技术自身 ,而是来自构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

劳动即实践活动的异化。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根源性揭示 ,

以及把科学技术看作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生产特殊形

式的历史观 ,对我们理解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从辩证的视角和历史的维度来看待生产与科学

技术的关系 ,考察劳动与科学技术的历史 ,其更深刻的意义

在于 ,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 ,它揭示了如同异化劳动

也是确证和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一样 ,异化的科学技术

也是人类认识自身、拓展和丰富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科学技

术。马克思指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

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9 ] 。就人

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诞生”,就劳动不得不通过异化的形式完

成对人的本质的确证来说 ,异化劳动创造的现实世界就是人

的对象性世界、属人的世界 ,异化劳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 ,

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本体性活动。同样 ,异化的科学

技术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外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的 ,相反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是人的对象性活

动或活动的结果 ,都在改变着人的生活 ,为人的解放创造着

条件。如果联系着工业的实践 ,那么科学技术 ———“尽管它

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属人性就可以看得更为清

楚。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写道 :“工业是自

然界同人之间 ,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

系。因此 ,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 ,那么 ,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或者人的自然本质 ,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

此 ,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唯心主义的

方向 ,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基础 ,正像它现在已经 ———尽管

以异化的形式 ———成了真正人的生活基础一样。”[20 ]总之 ,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科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特殊表现。

四 　关于科技异化的解决途径

既然科技异化的根源是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和科技的

资本主义应用 ,科技异化的实质是劳动异化 ,因此 ,在马克

思、恩格斯看来 ,要消除科技异化就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

手 :

首先 ,提高认识水平 :即要学会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

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把“人类历

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

自然界的关系”[21 ] 。他们认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

物”[22 ] ,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 ,要靠自然

界生活。马克思说 :“自然界 ,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

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23 ]就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

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而言 ,人离不开自然界 ,“人作为自然的、

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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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4 ] 。因而 ,人在改造自然的活

动中不能违背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与尺度 ;反之 ,违反自然

规律与尺度的行为 ,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戕害 ,

最终遭到惩罚的将是人类自身。就是说 ,人存在于自然“之

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 。而人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就

必须正确认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并运用

这些规律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我们必

须时时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

样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 ———相反地 ,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 ;我们

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 ,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

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

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

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

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 ,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 ,因而也

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

自然影响。”[25 ]

其次 ,变革社会制度 :即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

制。既然“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

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

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但是 ,不管怎样 ,

恩格斯指出 :“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 ,经过对历史材

料的比较和分析 ,我们在这一领域中 ,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

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因而我们就有

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 ,单

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 ,以

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

行完全的变革。”[26 ]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科技异化 ,并不悲观 ,相反 ,他们认为 ,科技异化是可以

被超越与废除的 ,其根据是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 :“一方面 ,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

索的最有力的工具 ,另一方面 ,机器生产的发展又为用真正

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

件”[27 ] 。而解决科技异化的根本出路 ,正如马克思指出 :“现

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 , ⋯⋯是显而

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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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28 ]也就是通过无产

阶级革命来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科技异化问题。当然 ,异化

的完全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最终实现 ,因为

它意味着人类在更高层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中成为一个整

体 ,人成为人自身。马克思预言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

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

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

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

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9 ]“只有工人阶级 ⋯⋯

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 ,把科学家从阶级

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 ,变成

自由的思想者 ! 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 ,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

的作用。”[30 ]

综上所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极为丰富 ,尽

管这些思想散见于他们的各个时期各类著作中 ,但是他们所

提出的一系列的科学的理论观点 ,尤其是对科技异化根源、

实质及其解决途径的分析与思考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科技异

化问题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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