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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史與社會文化關係之分析 
李明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博士生 

 

壹、前言 

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科技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發展則與人類日常

生活的需求息息相關，藉此應付外在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善用科技以

謀求生存與自我發展之道，乃由來已久。科技領域的發展與西方哲學家所提倡的

進步主義十分吻合，亦即人類總是因應不同時代環境的變遷，而針對科技進行革

新，也因此不難預測未來將會有更優異的科技發明。面對今日科技的進步，其所

造成的最直接影響便是改變社會的經濟活動與文化結構，亦即，無論在傳統或是

今日的社會體系中，知識與技術皆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輔助工具，而不同科技產品

的發明與運用，往往同時影響了社會未來的發展。 

就某一科技產品由發明而逐漸融入人類生活的過程而言，便牽涉許多大大小

小不同的因素，並對人類生活造成重大的影響。例如就電話而言，其所被發明的

影像因素便十分廣泛，且電話對於當時社會和文化的改變，便明顯發揮了作用，

並造成人類生活習慣的改變。緣此，本文擬先簡述科技發展史的意義，進而描述

中國的科技發展史，最後便探討科技發展史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藉此論述

科技發展史與社會文化間的發展關係，以期能有助於在未來的科技發展過程中，

更加關注科技發展對於社會、人文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貳、科技史發展的意義 

劉君燦（1984）認為若欲探討科技發展史的意涵，則有必要先了解歷史的意

涵。歷史的意涵並非僅止於要求熟識過去興衰成敗的史實紀錄，更希望能夠藉此

進一歨透視出史實的發展脈絡、變遷過程，並且能夠加以詮釋說明，以利於未來

能夠根據對過去的研究與瞭解，進而幫助人類知道如何在現在與將來安排自已。

因此，「每一個歷史都是現代史」便是西方哲人時常引用的哲言，亦即，能夠詮

釋過去的，未必能發展將來。 

然而，若換另一個角度進行思考的話，即便是各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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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但是發生問題的背景脈絡卻勢必是絕然不同的；也就是說，我們固然想以古

鑑今，但是仍就必須考量因為背景、時勢的不同，所可能造成的差異與變化，故

不能以偏概全的一以貫之。 

因此，科技發展史不應著重在尋求一些已淘汰、過時的理論，亦或者發現與

發明。科技發展史所應著重的是探討某些發現、發明是基於何種自然觀所得到

的，而透過這些自然觀1的演變，其對於當時人類整體文化的互動又是如何；換

言之，科技發展史與文化息息相關。以下分別就中國與西方的科技史進行簡介，

以了解中西方科技發展史的意涵。 

一、中國科技發展史 

在中國科技史上，譬如在中國有了那麼燦爛的大量發現與發明，卻為什麼

產生不了近代形式的科學；陰陽五行與氣流行的理論在怎樣的自然觀下產生，

它們對中國科技的助長扼制又有什麼影響等。在這樣的探討下，有了整體的文

化互動觀，在未來的文化發展上，才有了借鏡、線索和方向的實際基礎，換句

話說，探討科技史與中國科技史是要既汲引傳統，又銜接現代，並不只是追懷

漢唐，塗前人成就的脂粉於今人蒼白的雙頰上而已。且與生態學一樣，二十世

紀科技史與科學哲學的勃興，固然代表科技在文化中的主導角色越重，但更代

表反近代模式科學的運動，即想分別自「歷史的演化」和「內涵的分析」兩方

面，來審定一下科技到底應在人類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然後再討論其價值與

地位。 

二、西方科技發展史 

在西方科技史上，譬如亞里斯多德為何有目的論的物理學；哥白尼為何雖

然提出了地球為宇宙中心說的虛妄，仍不足成為近代科學的開山祖師，而必須

讓位給伽利略；科學的理論與技術為何結合在一起就成了近代科學的特色；牛

頓是怎樣成了科學系統化丶綜合化的大師等。 

 

參、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 

透過前述針對科技發展史意義的介紹，應能對於科技發展史有較為深入的了

解，而為了後續探討科技發展史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以下主要著重在簡介中

                                                 
1所謂自然觀是人類根據他在自然中生活的體驗，知識的累積，而對自然內部的機制，人與自然

的關係的一種看法與觀點，亦即是他了解自然，解釋世界的基礎（劉君燦，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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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技發展與台灣科技發展，以利於後續分析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一、中國科技發展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新產品的選擇在不同的國家絕對會有不同的結

果。以造成歐洲文藝復興中巨大變革的原動力之三大發明為例，印刷術、火藥

和磁羅盤都是中國文明而非歐洲文明產物。中國最早的印刷術是在公元八世紀

發明的雕版印刷術。這一工藝使用硬木板，在其表面刻上整版的文字。火藥是

培根所說的現代性的開路先鋒中的第二種東西，在公元 10 世紀初被中國人首

先用于軍事。磁羅盤是培根所說的最後一種東西，它最早由中國人在公元 11

世紀時用于航海。中國文化的停滯達爾文認為在 18 世紀時中國經濟已到了這

種狀態，已無法產生和支持內部技術變革。李約瑟將中西技術在近代的巨大差

距的根源歸結為中國社會和政府的結構，而不是其穩定的經濟。封建官僚體制

對中國工商業階級的發展的抑制作用大到足以影響政府政策和政府行為

（Basalla, 1988）。 

二、台灣科技的發展 

在台灣的產業發展史上，我們看到的是台灣引進、吸收、及追趕已工業

化之先進國家之廠商的技術的過程，也就是說，台灣所專精不是一般所謂的

高深或先進技術，各時期的產業關鍵技術大都在工業化國家之廠商的掌握之

中。台灣廠商能自由採用的大都為標準化或已相當成熟的技術，另外亦能合

法地使用經授權取得的新技術。但是台灣廠商所從事的技術活動似乎不只是

技術的學習，他們最主要的技術活動是將產業相關技術應用到產品的設計上

去，而這樣的活動就是所謂的商品化。吳泉源、林登立、林敏聰〈2001〉認

為，這應是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內容，亦將是台灣往後發展知識經濟

最有可能及最重要的一部份，而這亦即是工業設計活動的主體。台灣的經濟

發展的利基不是自己本身有所謂的高科技，而是台灣之由中小企業所構成的

工業協力組織網路系統。但是畢竟要有人將高科技放入產品中、要有人將外

國買者的產品概念或規格轉化成可生產的藍圖、要有人付以產品某種造形，

這些相關工作是台灣廠商針對其所生產的產品所進行的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y）。 

因此，相較於先進的日本及歐美國家，台灣在工業設計的應用方面是後

來者（latecomer），工業設計相關的知識與技巧是從那些國家移轉來的，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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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重要機制就是學校的教育。 

周光發、任定成（1999）認為發明打破了死水潭的慣例更新換代使發明能普

遍眾人受益與接受，抛棄保証了在將成為新發明的事物留有餘地。如此這科技互

相連鎖的循環，在工業社會裡更加完備的存在，且也正不斷的運行與擴大。因此

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改變，特對科技創新的發展，產生影響，促使科技與社會文化

價值同時受到重視，相互影響，期能平衡發展。 

 

肆、科技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一般認為科技的進步，將帶動社會的進步，並滿足生活所需，但科技往往

也帶更多更嚴重的問題。現今我們無法拒絕科技發展而恢復原始社會，即檢討

面對科技社會，科技文化的影響與對立，將有助科技發展的樣態與盲點及平

衡，並促進價值多元社會文化的發展。 

科技是文化中血乳交融的一部分，就像蝸牛的殼對蝸牛，蜘蛛的網對蜘蛛一

樣。而在文化系統下大略可分為觀念系統，規範系統，表現系統和行動系統這四

個次級系統（如圖 1），而科技對這四個系統都有其震撼推展的功能（劉君燦，

1984）。以下針對此四大系統探討科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如下（劉君燦，1984）： 

一、觀念系統 

就觀念系統方面而言，不同科技產品的發展方法、概念會因為時代的變遷

而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的科技方法、概念便會對型塑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因

此，就觀念系統方面而言，科技發展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二、規範系統 

就規範系統方面而言，由於前述觀念系統的改變，因此配合科技的進展規

範系統就必須改變，而不同的規範系統亦會型塑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因此，就

規範系統方面而言，其與觀念系統一樣會使科技發展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三、表現系統 

就表現系統方面而言，科技所引發人類的感觸更是可觀，例如青銅文化所

造就出的青銅藝術、相機所造就出的攝影藝術，皆是科技發展在表現系統方面

所造就的影響。此外，科技的發展亦可提供文學或者藝術表現的材料與工具，

例如中國的紙墨對國畫藝術的開展，雷射對雷射藝術的開展等。因此，就表現

系統方面而言，科技發展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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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系統 

就行動系統方面而言，科技對行動的工具的影響、與其對人類處理事物的

影響就更不在話下。例如，交通工具的演進不但改變人類的行動方式，更使得

人與人間的生活互動更為密切，以往早期人類並無法親自到世界各地品嘗美

食，而透過交通工具的演進，現今的人類僅需要坐在家中，便可品嘗到日本、

美國等其他國家的美食。因此，就行動系統方面而言，科技發展與社會文化息

息相關。 

 

 

 

 

 

 

 

 

 

 

 

 

 

 

圖 1 人類的文化系統 

資料來源：劉君燦，1984。 
 
科技是文化中血乳交融的一部分，這是今古皆然的。在遠古火的發現與利

用，就像我們今天發現與利用原子能一般，在希臘神話中就有普羅米修斯偷火至

人間而遭天譴的記載。而這樣我們研究科技史，或鄉國科技史也才能透顯出某一

層面的意義，先賢他們如何去面對自然，開拓人生，並由之返觀現代（劉君燦，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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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執行者是主動、有生產力的個體、能夠選擇、修改需要以建構一個他

文化有機系統 

科  技 

行 
動 
系 
統 

規 
範 
系 
統 

表 
現 
系 
統 

觀 
念 
系 
統 

互動 

工具 
處理 
結構 

文藝 倫理 
方法 
概念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一期 

 28

們適合生存的物質世界。這些選擇者並不是代表所有的社會群體，且他們也沒有

必須要關切大眾的福利。他們可以決定在那種競爭時，所選擇的創新事物是否應

該被複製，而且被納入社會文化之中。不過，他們能憑自由意志去決定那一種競

爭的創新人造物應該被複製，並且納入人類文化之中。 

對於科技發展有二種理論觀點，一是自由意志論（voluntaristic），即人類有

自由意志來進行科技人造物的選擇，二是決定論觀點（deterministic），即自主科

技，該論點傑出的發言人，Langdon Winner指出，以自由意志論而言，認為人類

文明社會生活是由完全意識的、聰明、自決力的，根據目標、手段來作充分信息

的選擇與執行，結果這是高估人類、一廂情願的做法。 

隨著工業化的拓展，通訊、運輸、發電生產、製造等現代超大科技體系的發

展，以後一向是為滿足人類需求而發展科技的自由度逐漸消失。這些巨大、複雜、

交互作用的科技體系，已壓抑住人類的價值觀、並且超越了人類的掌控。唯有不

與效率或大規模基礎科技價值相互衝突，才有可能在系統內發生變革。因此，我

們生活、工作、遊戲的方式，都受到統治現代工業社會的科技秩序所約束。 

不過現今自主科技是否與目前討論的選擇過程衝突，其實，並沒有衝突，理

由有下列三項，一是科技不受控制的觀點，在無去準確反映大規模科技實情下遭

到反駁，二是即使接受最極端的科技決定論，仍存在變革的空間，尋求與系統科

技要求一致，而非與社會需求相符，三是雖有非常強大的科技限制，但自主科技

的觀念並非勞不可破，選擇者還是有自由選擇的空間。 

為了符合科技演進的目的，即使所有可能的選擇都放在面前，選擇者還是沒

有享受完全的選擇自由行動。現今隨著社會日益工業化的過程，只有不與效率或

大規模集成等基本技術價值相衝突，在某系統內的變革才有可能出現，因此，我

們生活、工作和玩戲的方式，都受到統治現代工業社會的技術秩序所制約。 

西方和中國歷史背景相去甚遠，所以近代西方科技的發展在東方也有可能發

生，湊巧這時西方擁有的條件和背景允許並促進其發展出一套驚人的科學系統。

而西方科技如此先進，東方科學如此晦暗，這已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都已成

過去式，寫成歷史，現今唯有一起攜手努力，才能拓展出屬於我們的甜美甘果。

眼前仍有大片荊棘需要我們一同攜手努力，必定能為未來的科技發展帶來很大的

進步，因為現在有了豐厚的經濟基礎，這樣一來科技便能更順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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