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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关于技术历史的书都是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写的，而本书却是一本适合所有成年人的技术史
书。
很久以来，我们的生活时刻都离不开技术，因此我们对技术了解颇多。
从经济学家到生态学家，从文物研究者到历史学家，人们对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世界的变化情况
持有多种不同的观点。
然而讨论技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议程表却往往都是由新技术的倡导者们制定的。
每当我们谈起技术，就会想到新奇的事物和未来。
几十年来，“技术”这一术语已经与发明(新思想的产物)和创新(新思想的首次应用)紧密相连。
技术讨论的核心总是围绕着研究、开发、专利和该技术早期阶段的应用。
谈到技术就会使用传承这一术语。
技术史的记载方式大多以发明和创新日期作为历史编年基础进行记录。
20世纪最有意义的技术通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即飞行(1903)、核能(1945)、避孕(1955)及互联
网(1965)等等。
我们知道变化正在不断加速地进行着，而新事物的影响越来越强大。
权威专家们认为，技术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在这个新经济、新时代及我们的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状况下，现在的知识与过去的知识大都联系不大
。
即使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发明家们也“具有超前意识”，而社会却受到过去的束缚，因而人们认为社
会适应新技术的速度迟缓。
世界上到处充满了新奇事物，这个世界的确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思想方式却不属于新奇事
物。
尽管注重未来本身就意味着创新，但这种未来观我们早已有之。
在19世纪，人们认为发明者们具有超前意识，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人类社会能够应对的能力，
这种想法是很寻常的。
到20世纪早期，这种观念被冠以“文化滞后”的称号而受到学术界的尊重。
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晚时期，人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科学家们“天生骨子里装有未来”。
到20世纪末，未来主义的思想早已变得陈腐过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技术的未来一如既往，无甚大变化。
知识分子声称还有一种新型未来，一种“后现代”建筑风格预示了的未来。
而这种新型的未来要靠旧式的技术或会改变一切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
在技术方面，当未来主义被宣布过时之后很久，未来主义又重现其魅力，人们被它再次激发起热情。
技术同以往一样继续走向未来。
看一看2004年3月27日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研发的X-43A航天飞行器首次成功飞行的例子。
尽管飞行器持续飞行了仅有10秒钟，这一成功的消息却传遍了全世界。
“从小鹰镇(KittyHawk当年莱特兄弟首次飞行成功之地)到X-43A，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平稳进步，”一
家报纸撰文评论道，“从时速7英里到7倍音速充分表明了具有强大动力的飞机一百年来的飞行发展状
况。
”很快，我们就将会享受到从伦敦到澳大利亚几乎瞬间就能到达的旅行。
就在这一技术史表面之下隐藏着另一个技术史，使这个旧史话漏洞百出。
在1959—1968年期间，B-52战略轰炸机每隔几周就从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一次，每次机
翼下都挂载一个X-15飞行器。
飞机一进入高空，X-15飞行器就启动火箭引擎并迅速转由12名身着银色增压航空服的“试验飞行员”
驾驶，速度达到音速的6．7倍，几乎触及到了宇宙的边缘。
正如汤姆·伍夫(TomWolfe)在《太空先锋》(TheRightStuff)中评论道，这些飞行员大部分都是作战老
手(其中之一是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N．A．阿姆斯特朗)，他们瞧不起“罐头里的香火腿”式的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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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虽然这些飞行员很有名，但X-15飞行器的精英飞行员们却只剩下痛惜，正如其中一名飞行员所说，
在20世纪90年代，他仍然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飞行员之一。
对此我感到自己太老了。
比我更年轻的人应该获此殊荣。
”过去与现在甚至更直接地被联系在一起。
把X-43A和其助推火箭一起载入高空的B-52轰炸机也是X-15研究项目中所使用的B-52轰炸机，制造于20
世纪5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仍在服役的最古老的B-52轰炸机。
此外，X-43A飞行器的主要技术是超高音速燃烧冲压喷气发动机。
这一技术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曾应用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设计的一枚地对空导弹：“警犬号”中，并
一直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
总之，这个故事完全可能这样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的飞机发射了非载人超音速燃烧冲压喷气飞机
，这种超音速燃烧冲压喷气飞机的速度比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先锋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还要快一点儿。
”想一想被人们使用的技术的历史，可能就会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技术画面，实际上是发明与创造的
画面，一个无形的技术世界就会出现。
这使我们对技术时间这个概念进行再次思索。
这个概念是像现在一样以创新为基础、按时间线索绘制而成的。
更重要的是，这改变了一直被我们看做是最重要的技术的画面。
这样就出现了全球历史，而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史的说法尽管声称具有普遍性，却根据不足。
这将出现一个与通常的现代的编排方式不一致的技术史。
这一技术史驳斥了一些创新中心论的设想。
这种新技术史将大大有别于以往的技术史。
比如，被看做是工业革命特征的蒸汽动力在1900年比在1800年更重要。
甚至在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英国，蒸汽动力的绝对重要性在工业革命以后仍在继续增加。
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消耗的煤比在19世纪50年代多得多。
在2000年，世界各国消耗的煤比1950年或1900年都多。
世界上的汽车、飞机、木制家具和纺织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世界各地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
我们还有汽车、火车、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影院，对纸张、水泥和钢铁的消耗数量不断增加。
图书的产量继续上升。
甚至20世纪晚期一项重要的新技术：电子计算机也已活跃几十年了。
在后现代社会里，既有长达50年之久的老式轰炸机，又有已建立40年的核电站。
还有许多可追溯的技术：新远洋客轮、有机食品和在“真实”乐器上演奏的古典音乐等。
有关人口老龄化，甚至死亡及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明星方面的产品销量仍然很大。
孩子们在祖父母们儿时就已经看过的迪斯尼电影的伴随下长大。
以应用为中心的技术史并不只是把技术时间向前推移。
布鲁诺·拉图尔(BnlnoLatour)曾恰当地评述道，无论是前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还是现代时代，所
有时代的技术都混杂在一起，难以分清。
现时的技术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我们工作时既用旧的东西，也用新的东西，既有锤子，又有电钻。
在以应用为中心的技术史中，技术不仅会出现，也会消失或重新出现，还会跨越世纪混合在一起，相
互搭配。
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自行车远远多于汽车。
在20世纪40年代，令人胆战心惊的断头台又可怕地出现了。
20世纪50年代，有线电视的使用率下降，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复苏。
被人们认为已过时了的战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威力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仅如此，20世纪还有许多其他技术复兴的事例。
以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史对技术进步的时间顺序排列问题影响很大，而不仅仅是打破了其时间排列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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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性。
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技术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对技术重要性的记述是以创新为中心的，而且与现代技术事项的记录有关，特别的新技术被认为
是记录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这个技术史的新画卷上，20世纪的技术不仅仅包括电、大规模生产、航空航天技术、核能、互联网
和避孕药丸，还包括人力车、避孕套、马匹、缝纫机、脚踏纺车、用氢和氮高压合成氨工艺(Haber
Bosch哈伯一博施工艺)、煤的氢化、硬质合金工具、自行车、瓦楞铁、水泥、石棉、滴滴涕(DDT)、
链锯、电冰箱等。
在纳粹德国的征服中，马匹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V-2飞弹。
基于应用的技术史及新技术发明史的主要特征是，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式，如有许
多军事技术，多种多样的方式可获得电能、为汽车提供动力、储存和管理信息、切割金属及为建筑物
封顶等。
然而，许多技术史都把技术描述成是唯一的，好像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方式或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方式
。
基于应用的技术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是它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技术史。
这个全球性技术史涵盖了世界上使用技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仅仅是发明、创新集中的少数几个
地方。
在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记录中，大部分地区没有技术史；而以应用为核心的历史记载中，世界上几乎
每一个地方都有技术史。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涉及世界各地所有人口的技术史，这些人口大部分是穷人、有色种族及半数女性
人口。
从应用的角度看待，技术史指出了20世纪涌现的新奇技术的重要性，这些技术迄今在技术史上还没占
有一席之地，其中包括有关贫穷的新技术。
这些技术被遗漏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贫困国家只有传统的地方技术，缺少富裕国家的技术，并受制于发
达国家的技术暴力垄断。
一想起城市，我们不仅要想到阿尔伐城(Alphaville)，还应想到(用汽油桶等临时搭建的)简陋棚户
区(bidonvilles)；我们不仅要考虑勒·柯布西耶(LeCorhusier)有计划地建造的城市，还应考虑到那些杂
乱无序的贫民窟。
这些贫民窟不是由大承建商建立，而是多少年来由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自己建造的。
这就是我称之为“克里奥尔式”技术的地区，因为这些技术从其发明地传播到了其他更多地方。
这种新的看待技术史的方式的结果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新技术引向旧技术，从大技术引向小技术，从引
人注目的技术引向平凡无奇的技术，从男性技术引向女性技术，从富人技术引向穷人技术。
而这一新技术史的核心是对整个技术历史的重新思考，包括富有的白人社会中大的、引人注目的、男
性的高新技术。
但事实上，尽管所有这些批评性分析，我们对20世纪的有关生产方面、男性方面及物质方面的技术和
历史还没有一致的记述。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及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要提出来，这些问题都还尚未定论，有待讨论。
以应用为核心的历史记述也驳斥了创新中心论技术史的一些已确定了的结论。
比如，它批驳了“一个民族的创新决定其民族的兴衰”这一说法；20世纪最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并没有
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
这种以应用为角度看待技术史受到了令人震惊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以创新为中心的技术史未能对发明
和创新给予充分的记述。
创新中心论技术史的焦点是某些技术的早期历史。
这些技术后来才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
发明和创新史应注重某一时期的所有发明和创造，无论这些发明和创造后来成功与否；也应注重所有
技术的发明与创造，而不只是那些著名的、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因而受到人们喜欢的那些技术发明
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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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创新中心论技术史包括比尔·盖茨，而发明、创新技术史还会包括英格瓦·卡普拉
德(IngverKamprad)，一个靠大规模生产并销售木制家具而发财的人。
他成立了宜家(IKEA)公司，有些人认为他的财富超过了盖茨。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史还应包括大部分失败了的发明与创新因为大多数发明从未得到应用，许多
革新项目没有成功。
创新中心论的观点也误导了我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本性的理解。
依据这一观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如他们自己表现的那样，就是创造者、设计师和研究者。
然而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一直主要是对技术产物和技术过程进行操作和维持。
他们只关注技术产物的使用，而不是这些技术产物的发明或过程的进展情况。
鉴于以创新为核心的未来论在讨论技术问题中的重要性，历史可以成为重新思考技术的一个非常有利
的工具。
历史揭示出技术未来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现在对未来的想象显示出对创造性令人吃惊的、明显的缺乏。
以特别枯燥冗长，并曾保证给世界带来和平的那些技术为例：从铁路到汽船，从无线电到飞机，直到
现在的互联网，这些通讯技术似乎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把全世界的人们都联系到了一起，并确保使
世界永久和平。
一些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如大型装甲战列舰、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轰炸机和原子弹等的破坏力如此强
大，以至于它们也要迫使世界制造和平。
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会解放那些受生活压迫的人，旧的阶级体制会因新技术的要求而在英才管
理制度下瓦解，少数人会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如汽车时代的司机、航空时代的飞行员、信息时代的电
脑专家等。
妇女也会因从真空吸尘器到洗衣机等新的家庭技术，而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随着技术打破国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会逐渐消失。
政治体制也会因技术最终在世界各地的一致性而趋于一致。
这些论断要完全令人信服，就得否认它们的历史。
这些论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确实否定了自己的历史。
甚至最近历史的被抹杀也是连续性和系统性的。
例如，在1945年年中，轰炸机不再是创造和平的技术，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弹。
我们一想起信息技术，就会忘记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
当我们庆祝网上购物成功的时候，邮购商品价目表就消失了。
人们讨论基因工程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好像除此之外从未有过任何其他改变动、植物基
因的方式，更不必说增加食品供给的方式了。
过去的做事方式及过去的未来学运行方式的历史，将驳斥大部分现代的说法而成为新奇的事物。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对过去技术史的未来学研究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历史。
从中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重点放在了发明和创新以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技术上。
从低级、中级知识分子和宣传者们的作品文献中，从威尔斯(H．G．wells)的书籍到美国国家宇航局公
关官员发布的新闻稿中，我们可以得知对技术和历史的一整套陈腐的说法。
因为这些说法不太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应该仅把它们看做是问题的基础。
20世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技术是什么？
世界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文化是否落后于技术？
技术对社会和政治具有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影响？
新技术要对最后一百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负有责任吗？
技术是否改变了战争？
技术的变化速度一直在增加吗？
这些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在经常被质疑的创新中心论的框架内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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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再想“技术”，而是思考“技术产物”，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考虑如何使用技术产物而不是技术，将把我们与我们熟知的世界而不是“技术”所在的陌生世界直接
联系起来。
我们说到“我们的”技术，意思是指一个时代或整个一个社会的技术。
相比之下，“技术产物”不适合这样的·时代或这样的整个社会，因而不能产生经常被人们看做是独
立的历史力量。
我们把这个技术产物的世界当作成年人来讨论，而把技术当作孩子。
例如，我们都知道，尽管技术产物在全社会广泛使用，但对这些技术产物的最终控制及其使用在社会
中及各社会之间却是高度集中的，一方面技术产物的所有权和其他形式的权利，另一方面技术产物的
使用是完全分开的。
世界上大多数人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工作者在属于别人的工作场所工作，使用属于他人的工具
。
实际上他们似乎拥有的许多技术产物都常常附有赊欠协议。
在社会内部，国家或小团体有过多的控制权；一些社会拥有的技术产物远胜于其他社会。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大部分技术产物被外国人掌控。
技术产物归某些人所有，而技术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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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震撼：1900年之后的技术与全球历史》作者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lon）从宏观的角
度，全面客观并独辟蹊径地对20世纪世界科技史的发展进行了经典的记述和解读。
《历史的震撼：1900年之后的技术与全球历史》内容涵盖极其广泛，涉及了19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整
个的技术与发明、创新及应用的技术历史，它的表述框架是从技术的重要意义、时间、生产、维护修
理、民族、战争、杀戮、发明与创新等方面进行的，每个方面都是由翔实的事例和准确的数据组成，
精辟独特，与众不同。
作者从每项新技术的产生、应用、传播与普及以及技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出发，把整个20世纪异
彩缤纷的技术史话展现给世人，以便让人们充分体会到技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所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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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艾杰顿，伦敦皇家学院续聘教授，该校“科学、技术及医学历史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主任。
他向在过去20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有关技术的传统分析发起了挑战，他经常接受电视台、电台等媒体的
访谈。
他已婚，并有三个孩子，目前居住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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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重要意义第二章 时间第三章 生产第四章 维护修理第五章 民族第六章 战争第七章 杀戮第八章 
发明结论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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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重要意义：在历史上避孕套比飞机还要重要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技术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这一影响究竟有多么巨大还真很难估计，甚至根本不可能估计。
技术何时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最大也同样很难估计。
人们能把技术方面的变化同其他方面的变化区别开吗？
衡量技术对历史的重大意义的确切标准是什么？
是数量上的衡量，比如说对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其对社会或文化所起的作用的质量上的估计？
技术出现在电影和报纸的页面上或在知识分子的著作里就能体现技术对文化的重要性吗？
当技术在这些方面几乎根本没产生任何回响时，我们还能不能察觉到技术的存在呢？
根据这一衡量标准，飞机对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而避孕套却无足轻重。
一旦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打开20世纪的技术史并会发现许多新的深刻的见解。
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看上去很可信的故事，其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直就是技术的故事。
这些技术故事以数量不多的一些事例为核心。
从大约1940年至今，电、汽车和航空被普遍认为足最重要的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被人们看做是核能、计算机、火箭和互联网的时代。
同化学品一样，有时生物技术，包括新食品、医药和避孕（药丸）也成为记述的一部分。
诚然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于是在某一记述中，从1895-1940年被称为电气化时代；1941年-20世纪晚期为机动化时代；之后接下来
的是经济的计算机化时代。
这些记述与人们在能够作出历史性分析之前很久时对技术重要意义所作的断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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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整个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
伦敦皇家学院教授、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在他的新著《历史的震撼
：1900年以来的全球技术史》中对20世纪全球技术史进行了宏观的慨述和系统的解读。
大卫·艾杰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论著曾发表于《展望》、《伦顿书评回顾》、《自然》、
《时代周刊高等教育增刊》、《卫报》等杂志。
当译者有幸获得翻译这位著名学者的著作的机会时，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能将这部解读20世纪
技术史的著作翻译给广大的华语读者甚是荣幸，担心的是由于民族、文化及逻辑思维等等的差异，惟
恐不能充分正确地感悟领会到此书的精髓而不能体现作者要表达的思想理念，故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努力做到无论从思想上还是逻辑上尽可能忠实于原著，并在语言方面做
到更便于读者理解与欣赏，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该书以宏观的写作框架方式不但从技术史的重要意义、时间、生产、维护修理、民族国家、战争、杀
戮、发明与创新方面进行了概述和解读，而且还改变了以往关于技术史采用编年史的写作方式，而采
用以技术应用为主线的全新逻辑方式来表述技术的发展进程。
作者在这部描述世界技术史进程的书中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新技术的发明创新与应用，及在此之前
的旧技术在20世纪的应用。
作者列举了大量经典的事例和众多精准的数据，将20世纪世界技术的发展进程以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展示给广大读者，使人们在阅读此书时会有一种别样新鲜的思想空间。
20世纪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是什么？
世界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文化是否落后于技术？
技术对社会和政治具有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影响？
新技术要对最后一百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负有责任吗？
技术是否改变了战争？
技术的变化速度一直在增加吗？
这些就是艾杰顿在书中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
他向读者们提供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全新思考，继而从根本上纠正了我们在过去或目前所形
成的对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历史的震撼》这部书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它从古老的旧技术到现在先进的高科技、从贫穷地区的技
术到富裕发达地区的技术、从发明创新方面的技术到因为发明创新而产生的衍生技术，作者用一种全
新的表述方式对这些技术做了全面的概述和精辟的解读。
作者试图通过此书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变化是通过技术的普及而发生的。
鉴于人们做事的技术能力及认识所限，艾杰顿对技术的说明将尽可能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技术是如何
发展的，技术是如何对社会本质进行解释的。
比如技术在解放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增长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让生活在“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
里的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技术的重要性。
技术的发明创新及技术的应用使世界发生了愀本性的变化，人类的每一次文明进程无不是与技术的进
步紧密相连，想一想人类的发展历史好像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可替代的方式存在。
译者在翻译此书的全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来自译者对该书在思想上的感
悟和理解．因为纵观世界技术史可以使人们深深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和真谛。
重新思考技术的过去可以在洞察技术问题的同时更加帮助我们认识到发明创新是一个民族强大繁荣的
根本。
从代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化学、大工业、钢铁及新通讯，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电气化、机械自动化、电控生产流程、航空运输和无线电．以及当今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和基
因工程等等方面得到的认识证明了重视科学进步的民族才大有希望。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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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者认为翻译应是统摄原意另铸新词，但如果译者没有准确把握和正确领会原著的思想内涵和精髓
，即使是语言畅达清丽也是不能释放出原著的耀眼火花的，故译者尽量努力使一部原汁原味的作品奉
献给广大读者。
并能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既能了解到知识，又能真正领略到异域文化的思想。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感谢礼长智、郎井成对本书译文的录入、加工润色等方面所给予的大量帮助。
另外，对范修斌、陈明哲、孙燕燕、图元策等给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编辑谭燕女士，正因为她对本译著总体的指导与帮助．才使得本译著得以尽早面见广
大读荷。
由于译者的经验和知识局限，书中肯定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望广大读者给予指导教诲及谅解。
郎淑华2007年秋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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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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