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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是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新兴力量, 其道德观随经济实力的强大逐渐获取主流价

值观的地位, 促进英国社会现代伦理观念的建立。研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形成的历史、社会及

宗教因素以及二元性, 可以对其在引领英国新兴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及工业化时代的英国社会有所了

解, 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工业社会伦理道德观的建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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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的理论界定

18世纪下半叶到 19世纪上半叶, 英国工业

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物

质越来越丰富、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

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流社会的

道德观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贵族引领, 进入了

工业资产阶级新兴道德观强力嵌入的时期。在深

入展开论述之前, 首先对几个重要概念进行理论

界定。

/工业革命0 一词在历史学中的运用非常广

泛, 如果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似乎已成为

一个越来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术语。最初

/在 17世纪中期英国人使用的 -革命 . 是指事

物发展像车轮一样又转回了原地, 它所指的乃是

-循环 .、 -往返 . , 并没有进步的含义, 是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 使 -革命 . 一词在欧洲得到

了广泛使用, , ,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不加区

别地用以指谓人们认为是新兴的、带有进步性

的、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历史现象。, ,但使用这

一术语时, 经济发展中的持续性和非人为因素,

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0 [ 1 ]
。所以, 这里使用

这个术语并非指代整个工业化进程, 而仅仅取其

表示 18世纪下半叶和 19世纪上半叶这个因制造

业勃兴而带来英国社会结构及其相应价值观念发

生重要变化的 /中时段 0 的历史时期。这是一

个有具体时间限定的约定俗成的用法, 它仅标识

一个具体的研究时段, 其表征是在 /英国工业

化 0 这个历史长时段中变化最快最集中的一个

世纪。当然, 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研究很难取其

一个界面切割分明的时段, 所以下文的研究在材

料取舍上有时会有小小的前移和后越。无论如

何, 说 /工业革命 0 对英国这个世界第一个工

业化社会
[ 2] 4
的伦理道德观, 及其对当时欧洲的

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带来了深远影响未尝不可。

对于 /阶级0 的理解,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派代表人 E# P#汤普森认为: /阶级是一种

历史现象, 它把一批不同的、似乎无关联的事结

合在一起, 它既包括在人们的经历中, 又包括在

人的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不把它看成一种 -结构 . , 更不是一个 -范

畴 . , 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事实上

发生 (并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 ) 的某种东西。

, ,当我们把历史停留在某一时刻, 我们看不到

阶级, 只能看到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

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变化时期内看这些人时, 我

55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72期

们就能概括出某些类型的关系。,,当一部分人

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不管这种经历是从

长辈那儿传承的, 还是自己体会到的 ), 感到并

明确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与其他人不同 (而且

常常对立 ) 时, 阶级就产生了。, ,阶级的兴

起并不像太阳那样会在预定的时间内升起, 而只

会在自身的形成中表现出来。0
[ 3 ] 9- 11

可见, 阶级

是在人们长时期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它以

共同利益把许多有共同经历的人捆绑在一起, 而

这个共同利益当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利益。但是由

经共同经历、共同体验而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上

的认同, 却是阶级形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这正是

本文考察的理论意蕴。与 /阶级 0 相关的是

/等级0、 /阶层0 等概念。等级是 /一群具有同
样身份的人, 也是一种地位, 附属于它的有一系

列的权利和职责、特权和义务、法定的资格和无

资格, 这些均为社会承认, 它们能够由公共权

力、在许多情况下由法庭规定并强制执行 0 [ 4]
。

等级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一个概念, 它是按照

人们的地位、身份、门第、职位、生活方式, 甚

至于血统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层体系。与主要由经

济利益决定的阶级地位不同, 不管是有财产的人

或是无财产的人, 都有可能属于同一等级。阶层

则是指 /社会各成员在社会报酬与资源占有方
面分享类似位置与类似权利的一个社会团

体 0 [ 5] 28
。社会资源往往不能绝对平均到每个社

会成员的手中, 事实上, 正是由于这种分配的不

平等造成了人们收入、职位、受教育等方面的不

平衡, 而在对社会资源的攫取过程中, 一部分人

在事实上, 有时也会在心理上成为一个群体。阶

级与阶层的区分是: 阶级的定义更加强调它是一

个较为笼统的, 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分配而可以具

有平行视野的实在概念; 而阶层则注重把这个实

在概念分为纵向的各个切面。比如, 我们可以把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看作是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一

个平行横越英国社会, 具有共同经济利益和文化

价值取向, 以及因之产生 /阶级利益与阶级认

同 0 的阶级, 而把工业资产阶级中的大制造业

主和小工厂主归为不同的阶层。

关于工业资产阶级, 马克思 #韦伯强调说,

/阶级0 应是指处于相同地位的人群, 有产阶级

应该是指一个主要由财产的不同来确定其阶级地

位的阶级; 职业阶级应该指一个主要由商品或劳

动效益的市场利用机会来确定其阶级地位的阶

级; 社会阶级应该指前面那几种阶级地位的总

体, 在它们之间, 在个人和上下几代人当中, 可

能很容易发生变化, 而且一般也发生着典型的变

化
[ 6]
。工业革命前的独立手工作坊主, 工业革

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发明家、商人、穷苦学徒以及

小贵族, 他们通过投资工业而成功, 经济、社会

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逐步形成了与其他阶级

或者说阶层不同的共同利益和自我认同。于是,

就形成了 18世纪下半叶到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

会特有的一个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通过他们在制造业领域的

成就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心转变逐步跻身于

统治集团, 与土地贵族一起掌控国家经济命脉,

通过议会改革得到参与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 成

为当时极其独特的一个社会阶级。同时, 在其经

济利益趋向一致和文化认同塑型的过程中逐步构

建了一种不同于土地贵族的文化观念, 其中包括

工业资产阶级自己的伦理道德观。

在西方, /道德 0 一词源于拉丁语 mores,

原表示风尚习俗, 后演变成内在本性、伦理、品

德等意思, 也具有规则、规范等含义。英语中的

mora lity就是由此而来。美国学者蒂洛说: /道德

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 讨论人同其他存在物

(包括人和非人 ) 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

对待其他存在物, 以促进共同的福利、发展和创

造性, 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

误。0 [ 7]
严格地说, /道德 0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 /道德 0 通常与 /伦理 0 通用, 涵指一

切可以作善恶评价的社会道德现象, 它既包括个

体的品德修养, 也包括社会客观的伦理关系。狭

义的 /道德 0 相对于 /伦理0 而言, 仅指社会

成员个体的品德修养, /伦理 0 则指社会客观的

伦常关系, 个体的主观道德修养往往以客观的社

会伦常关系为基础。虽然 /道德 0 与 /伦理 0
范畴之分在现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讨

论的主题所限, 本文则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

/道德0 这一概念。道德观是在道德认识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对行为进行判断的思想观念。主要以

行为体现出来的道德现象是道德观形成的客观事

实, 同时也是对行为主体客观道德现象的主观反

映。既然道德观是对道德现象的主观认识或反

映, 那么, 就必然引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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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认识主体, 由于不同的原因, 或者是出于不

同利益集团对于既有利益损益的不同态度, 或者

是出于认知能力的缺憾及认识的偏颇, 对同一道

德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 而这种认识

日积月累的重复就形成了固化的道德观; 由于人

们对社会同一道德现象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也

会产生不同的道德现。同样, 道德观作为一种社

会意识形态,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有着不同

的价值取向, 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时

期, 道德观也会具有不同的价值倾向、具体内容

和行为要求。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是随着工业革命

发生、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无论它在生

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还是在意识形态中价值

取向的变化, 都会对其阶级的新兴道德观的形成

产生影响。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从以手工工场为

主的生产方式过渡到以大机器工厂生产为主的方

式, 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在这个工业

社会中, 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在价值观念

上相对于农业社会都会发生变化, 作为一个阶级

的道德观也不例外。

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

与他们投资工商业的成功密不可分, 因而不可避

免地形成以 /金钱至上 0 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许多新兴的工业资产者出身低微, 不像传统贵族

那样具有被当时社会称道的 /教养 0 和 /风

度 0, 而他们却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各种工业活

动, 积聚大笔财富, 跻身社会上层, 置身于传统

贵族与无产者之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渴望摆脱

原有的地位而与旧贵族平起平坐, 但他们与生俱

来地缺乏传统的权威和特权优势。因此, 他们在

追求 /巨大财富 0 的同时并不完全崇尚传统的

/高尚道德 0, 反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道德
观。由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来源

十分复杂, 加之工业革命促使其经济地位急剧变

化, 作为雏形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就较为

混杂, 以至于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去探察其道德观

的一种向度, 而不是一种完全固化了的东西。而

一般来说, 从三个维面, 即职场、家庭和社会公

共生活方面探讨是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

阶级的道德取向作论述和分析的最好视角。

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观

英国工业资本家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以一个阶级的面目出现则是 18世纪 60年代前

后的事情。罗巴克¹等人通过创办工厂, 雇佣工

人, 积累了大量资本。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

使大批罗巴克这样的工业资产阶级先驱通过技术

革新走上成功之路, 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

位。在这一过程中, 以 /向钱看齐0、 /金钱至

上 0 为内在驱动力,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表现出

以下的职业道德观。

第一, 成功的工业资本家具有积极进取的冒

险精神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冒险精神意味着不拘

泥于传统, 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即便形势

并不明朗, 有可能事倍功半, 依然勇往直前。敬

业精神是劳动者在工作中热爱自己的职业、勤奋

努力、尽职恪守的道德情操。冒险精神和敬业精

神绝非只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 也并非只属于一

个阶级, 将它们作为工业资本家职业道德观的一

个方面, 是因为这两种精神在这些工业创业者身

上有着孪生性、强烈性, 且都与巨大财富的诱惑

密不可分。在工业革命这一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

特殊时代, 人们对获得财富有着极高的热情, 希

望通过拥有巨额金钱来巩固甚至改变自己的社会

地位, 同时因循守旧和懒散怠惰使人丧失财富和

地位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 贵族﹑

手工作坊主﹑自耕农、手艺人﹑发明家等形形色

色的人投资于制造业, 尽管有破产的可能他们仍

然坚持; 尽管工作辛苦他们依然敬业。理查德 #

阿克莱特是一个兰开夏普莱斯丹贫困家庭出身的

理发匠, 兼做买卖头发的小生意。他一心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来改变现状, 于是专心研究

纺织机械, 发明了水力纺织机, 并倾其所有在科

罗姆福德建立纺织厂, 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后在

各地建厂并因此发财, 后被封为勋爵。具有传奇

色彩的工业资本家欧文在麦克古福德先生那儿做

学徒时, 每天只有 5小时睡眠时间, 仍抽空到富

裕主顾的私家图书馆读书, 18岁时就掌握了棉

花贸易的知识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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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及发明家。大概使他最出名的是他资助苏格兰工程师 J. 瓦特试验制成一台工业用冷凝式蒸汽机 ( 1769)。 18

世纪 60年罗巴克在格兰斯特灵郡的卡隆创办一家铁厂, 进行各项发明与改进。0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72期

第二,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注重

诚信、笃实待人。他们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¹,

为追逐更多的财富注重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诚信

笃实是市场经济下除 /价值规律 0 外的又一基

本规则, 失信和欺诈尽管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利

润, 但从长远来看则严重影响企业形象, 损害企

业的社会信誉度, 进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

秩序, 阻碍企业的发展, 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大

多数英国工业资本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比

如, 在 1795年的制造商会议上, 博尔顿曾说:

/我们不要忘记诚实策略始终是最好的策略, 交

易上的诚实不会不对城市的一般商业和对我们每

一个商号起着最好的作用。0 [ 9]
斯塔福德郡伯斯

伦城的乔赛亚#韦奇伍德一方面拼命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努力保证产品质量, 他反复试制的白底

蓝花碧玉瓷销售市场一直庞大
[ 10 ]
。可见, 诚信

对于把企业看成事业并希望长久盈利的工业资本

家来说极其重要。他们的这种行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反复重复内化为一种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

第三, 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 英国工业资产

阶级提供给工人的工作条件及报酬极差。从某种

程度上说, /商业精神破坏着原有的社会关系,

促进着自我利益的不断膨胀 0 [ 11]
。工业资本家为

了获得更多利润, 在扩大市场、改进技术的同时

拼命降低成本。工厂等生产工具是资本家及其合

伙人的私有财产, 而市场的扩大与产品生产的数

量和速度密切相关。在这种 /铁的工资规律 0

下, 工人成为任其摆布的 /机器 0 的一部分º,
/已经变成了单纯的 -工具 . , 或者可以说是众

多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0 [ 3] 203
。厂主常常延长劳动

时间并尽可能压低工资, 清晨 /经常可以看到

三十或四十个工人站在工厂上锁的大门外, 带着

罚款簿的人却在工厂的车间里乱转, 把缺工工人

的织机数目记下来。,,实现这种文明抢劫的办

法就是把时钟向前拨半小时 0 [ 12]
。他们对工人进

行剥削压榨的同时又披上了伪善的外衣, /长期

以来削减工资不仅迎合了雇主的贪婪, 同时也得

到一种 -大众接受 . 的理论的支持, 这种理论

认为贫穷是工业发展的刺激物 0 [ 3] 277
。工业资本

家表现出的这种穷凶极恶是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

的 /恶 0 的负面道德取向, 与前述的冒险、敬

业、诚信大相径庭。这种在 /血汗工厂制度 0

时代的 /恶 0 不仅反映了其道德观的二元性,

而且在英国也最为显著, 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抹

不去的污点»。这种看似善恶矛盾的道德取向从

根本上说是受 /金钱至上 0 的核心道德观所左

右。由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社

会法律及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妇女儿童的权益得

不到保障。厂主为了更多牟利, 大量使用劳动报

酬较少的童工及女工。 1839年, 在大不列颠的

41. 956万工人中, 有 19. 2887万人年龄在 18岁

以下
[ 13]

, 童工占全部工人数的 46%。事实上,

在奴隶状态下的童工比在地狱般的殖民地的奴隶

更加悲惨
[ 14]

: /在大工厂里, 1 /4或 1 /5的孩子

或者是跛子, 或者手足变形, 或者由于过分的辛

劳, 有时因残酷的虐待而变成终身残疾。小孩子

很少能坚持 3- 4年而没有严重的疾病, 往往过

早地死亡。0 [ 15]
女工也受到不公正待遇, /全日制

女工的平均工资大约是男工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

到三分之二左右 0[ 16]
。所以, 牛津历史学家弗雷

德里克 #约克#鲍埃尔在 1901年写道: /英国人

民从来不是由于瘟疫、饥馑或战争, 而是由于建

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的工厂制度, 才使自己的

生命力遭到如此致命的打击。0 [ 17 ]

三、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是微观社会组织形式, 它构成了社会结

构中的最小单元, 或者说是社会的细胞
[ 18]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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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 U tilita rian ism ), 5简明大英百科全书 186 第 474页注解为: /伦理学中的一个传统, 起源于 18世

纪末 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穆勒。其基本原则是: 一种行为如果有助于增进幸福, 则为正确的, 如

果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 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 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功利主

义与伦理学说不同: 伦理学说在评价行为的正确或错误时, 不考虑行为的结果, 只按当事人的动机来判断行为的是或
非,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 不好的动机也可能做出好事。对于结果的概念, 功利主义者将行为所产生的好坏结果都包括

在内, 如果两种行为的结果差别不大, 则功利主义者认为它们之间的选择不存在道德问题。0
马克思指出: /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 但现在这个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 而属于对象了, ,对象的占

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 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 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 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0
马克思: 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单行本 ) 6, 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 52页。

美国学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制度较之美国残酷得多, 这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也是人类为工

业化付出的巨大代价。见 Lanny B. F iflds, Russe ll L. Barber, Chery lA. R iggs, The G lobal Past, Boston, 1998, p.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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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家庭伦理观 0 是细究资产阶级在私领域

的深层次道德观的一个维面, 也是一个折射其道

德观取向的窗口。家庭一般有扩展型家庭和核心

型家庭两种典型形态。核心型家庭这一概念是

1949年美国人类学家 G# P#默多克在 5社会结

构 6 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指新婚夫妇离开父母

另立新居, 并由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两代人组成的

小型家庭。这种家庭单位主要包含夫妻间的两性

关系和亲子间的单层代际关系。扩展型家庭也称

复合型家庭, 则是由三代及其以上的家庭成员组

成的家庭模式, 包含多层代际关系、两性关系、

亲戚关系甚至于奴仆关系。当然在 /核心家庭 0

与 /复合家庭 0 中间存在一种劳伦 # 斯特称之

为 /扩大的核心家庭 0, 多指在核心家庭亲子两
代和夫妻关系的基础上, 包括同居而不具备家长

制权力的丧偶祖辈, 以及一些直系非直系亲戚以

及同住的学徒等
[ 18] 126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业

资产阶级家庭形态主要是核心家庭
[ 19 ] 175

。/大家

庭制度在生活只够温饱的社会里有着巨大的优越

性, 而对经济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却并不合适。

在这样的社会里, 这几乎肯定会妨碍人们努力工

作。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积极性, 如果作出努力的

个人必须与许多其他人分享他的报酬, 而他又不

承认这些人有这种权利的话, 那么这种积极性可

能被窒息。0 [ 20 ]
在西欧和北欧前工业化时代, 几

代同堂的复合家庭在文化习俗方面几乎已经广泛

地无立足之地了, 只有大贵族为家族利益和延续

古老习俗而使之存在
[ 18] 127

, 更不要说, 工业革

命先驱即新兴工业家更多地生活在核心型家庭

中。所以, 就工业资产阶级处理两性关系及亲子

关系的道德观进行探讨是管中窥豹, 既可以看到

这个新兴阶级在私领域的道德观, 又折射出工业

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

在家庭两性关系的伦理道德方面, 第一, 对

于许多新兴工业资本家而言, 只有爱情没有钱财

的夜晚是美好的, 白天则是悲哀的。这种道德取

向与他们在反封建时鼓吹的为两个灵魂的结合而

排除物质考虑的婚恋观不一致。这一时期, 由于

创业生活状态的压力, 有的工业资本家认为爱情

与婚姻也像工业生产、商品交易一样要 /有利

可图0, 想要事业有成, 就要和有上层社会关系

或富裕之家的儿女结婚。当时, 工厂主常刊登这

样的求偶广告: /某工厂主, 退役军官, 经济境

况良好, 31岁, 诚实正派, 容貌出众, 和蔼可

亲, 专注事业而无暇结交, 欲通过广告在不久的

将来与容貌姣好之女子缔结幸福婚姻。希望拥有

财产 15万或 20万, ,0 [ 21] 236
。这则广告凸显了

财富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工业资产者一般结婚

较晚, 因为经过从无到有的创业而具有知名度时

已经在 30岁或 35岁了; 另一方面, 工业革命加

速了人口地区间的流动, 为了追逐财富, 许多繁

忙的工厂主或希望成为工厂主的年轻人背井离乡

寻求发展, 其中不少人不忌讳婚前性行为和婚后

移情别恋, 妓女、女工甚至童工成为其满足性欲

的工具。 /厂主是女工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

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 至少十回

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0 [ 22]
作

家古特曼曾对英国新兴工业资产者一边肆意淫

乐, 一边又装腔作势的样子作了形象的描述:

/这里所有的男子, 也许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保

持着对妻子的忠诚, 但在别人面前他们却装出似

乎对妻子忠诚的样子, 而别人都很了解, 这样维

持名誉的代价如何。0 [ 21 ] 3312332

但是, 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兴工业资产者在家

庭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取向也有其良善的一面, 作

为一种从阶级整体考察的道德观同样具有善恶同

存的二元性。 /资产阶级家庭的父亲, 整个白天

都得处理艰难的生意问题, 只有当他回家的时候

才能休息, ,家人团聚的夜晚, 对他来说就是最

纯净也是最快乐的时光。0 [ 23]
可见, 对于多数工

业资产者来说, 家是他们躲避奔忙而得到宁静的

好地方。尽管这一时期的两性关系并不平等, 妻

子及其嫁妆多归男性所有, 但厂主们总是希望能

给妻子以充分的物质生活保障, 使妻子不为家庭

生计操心, 他们将家庭丰衣足食看作是区别于普

通劳动者的重要方面, 是成功和地位的体现; 而

妻子也要做好贤妻良母, 在维持家庭舒适和安逸

的同时, 默默无闻地为丈夫排忧解难。老罗伯特

#皮尔爵士是富有的棉花加工厂主和塔姆沃思的

议员, 他的妻子 /在每一个紧要关头, 都是其

丈夫具有高尚灵魂的忠实顾问; 婚后许多年来,

她始终担任他的抄写员, 指导他在业务上通信往

来的主要部分。因为皮尔先生本人对写信不感兴

趣并几乎不懂0 [ 24]
。

第二, 关于亲子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在英国

工业资产者努力创业的那个时代, 儿童在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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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中是一种可成长和再生的活的人力资本,

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在一个人口增长以高生育率

与高死亡率并存的时代, 人们认为父母有权力支

配儿女, 并对孩子的生存持宿命论的观点: 出生

时或童年夭折是上帝的旨意, 将由其他孩子的出

生得到补偿。一些人认为孩子长大后会外出谋生

远离自己, 所以在孩提时代就该帮父母做事。

5鲁滨逊漂流记6 的作者丹尼尔 #笛福曾经是发

过大财的砖瓦厂老板, 当他看到年幼的孩子在家

庭作坊中干重活时总是很高兴, 并杜撰出一条谚

语: /省下了棍子, 惯坏了孩子。0 [ 25]
纺纱机发明

者克隆普顿受过良好教育, 事业有成, 妻子贤

良, 全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远远优于普通

人, 但克隆普顿的儿子在学会走路后不久就开始

学习纺纱织布。他在成年后回忆道: /母亲经常

把棉线放在铁丝筛里敲打, 然后把线放到深褐色

的槽里用浓肥皂水处理。那时, 母亲把我的衣襟

卷起来, 把我放到槽子里踩线。在做第二次准备

工作时, 又把我抱出来。放进水后, 我又继续

踩。因为一直要踩到槽子被装满为止, 我在槽子

里站不起来, 所以母亲在槽子旁放上一把椅子,

让我靠着干活儿。0 [ 26]
这样的养育方式是优是劣

后人很难评述。

在基业壮大和功成名就后, 许多工业资本家

又竭尽全力培养子女, 一方面是人类共有的血缘

亲情所致, 自古以来, 无论贫富贵贱, /父母都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抚养和支持子女, 为其生命而

担忧, 为其进步而满足, 并不索取任何回

报 0 [ 18] 139
。工业资本家有足够的财力去支付子女

的教育费用, 希望能给后代最好的生存发展平

台; 另一方面, 工业资本家也有试图通过培养子

女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并跻身于贵族行列的意

图。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身于棉纺作坊,

没有教养, 没有礼貌。他们只有与曼彻斯特交易

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些许知识。但是, 为了

弥补那种缺陷, ,,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

校去培养, 决心要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双倍地给予

后代。0 [ 3] 200
出身的相对低微成为新兴工业资产者

经济地位提升后极力要掩去的 /伤疤0, 他们认
为自己与贫穷的社会低层人群已经完全不同, 相

对高人一等, 但是, 又没有传统贵族那样值得称

道的风度、教养、生活方式, 更不要说家庭出身

和社会背景了。他们培养子女, 既是出于对子女

前途的考虑, 也间杂着把 /子女 0 当作提升自

己社会地位的工具的下意识观念。

四、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公德观

英国工业革命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对立

面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壮大的时期, 两大对立、

互生而共存的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这一

点主要集中在劳资关系上。 /劳资纠纷在机械装

置和工厂产生以前就常常发生, 而且很激烈。自

从生产资料不再属于生产者起, 自从形成了一个

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和另一个购买劳动力的阶级时

起, 人们就看到不可避免的对立的出现。0 [ 27]
面

对不断高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厂主为了维护

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 /大多
数有产者感到有必要整理好穷人的房间 0 [ 3] 56

,

只有这样才能更冠冕堂皇地继续剥削他们。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一部分工业资产者在

缓和劳资矛盾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期工厂

由于对水力的依赖, 大多坐落在偏远乡村的河流

两岸, 所以资本家要为从异地招来的工人提供基

本住房和其他待遇。他们中的一些人 /认为自
己应该承担起保护工人的责任, 因此在工厂周围

提供一定的生活设施, 并监护工人的道德品质。

他们不仅规定每个工人星期天一定要做礼拜, 而

且对打架吵骂﹑夫妻不和﹑张家长李家短的大小

事情全都过问。他们把自己的工厂看成是一个小

小的世 界, 自己 就是 这个 小世 界的 -君

主 . 0 [ 28]
。这种思想与工业革命前的家长庇护制

密不可分。所谓 /家长庇护制 0 是指社会地位

高的一方用父亲般的方式来关怀和支配另一方,

这种关系以另一方承认其权力以及对这种依附性

的认可为基础, 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互惠关

系
[ 18] 1602161

。既然工业资产者有权去管理工人,

这些小世界的 /君主 0 就认为只要工人在自己

的工厂工作, 就要以慈父般的行为对待他们。欧

文的岳父戴维#戴尔在新拉那克就是这样, 他坚

持让 500名童工 /分开睡在一些通风的屋子里

, ,一天工作 13小时, 中间有一个半小时吃

饭 0 [ 29]
。相对于当时严苛的工厂主来说, 这样对

待童工已经很不错了。早期工业资产阶级中的一

些人来自贫苦的劳工阶层, 他们深感工人生活的

艰辛。像博尔顿﹑韦奇伍德﹑皮尔﹑欧文等都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尽力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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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出生于贫苦马具匠家庭, 10岁就在布行

做学徒, 18岁受雇于曼彻斯特一家布匹批发零

售商。 19岁那年, 他借来 100英磅与另一合股

人创办了自己的纺纱厂。后来, 欧文的生意越做

越红火, 逐步管理了新拉那克四家纺织厂的

2500个工人。处在原始资本积累由传统转入现

代的转折点, 欧文目睹了财富分配的巨大悬殊,

体验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他认为企业主不能只考

虑自己赚钱, 还要考虑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拉

那克, 于是说服其他股东, /为厂里 10岁的童

工制定了最低工资, 为 10 - 18岁之间的工人规

定了每天 12小时 (包括一个半小时的用餐时

间 ) 的工作时间, 建立了学校, 为 3岁以上的

孩子制定了启蒙教育的大纲 0 [ 30]
。后来, 他购买

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德国宗教团体于 1818年

建立的名为哈莫尼村社的所有建筑物和三万英亩

土地, 并将此地命名为 /新哈莫尼0, 进行空想
共产主义的实验。虽然实验最终未能成功, 但其

中反映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社会公德观难能可

贵。欧文的实验表明了 /虽然作为个人主义对

立面的庇护制在一些大工厂主那里仍然有效, 但

这绝不是多数情况, 许多工厂主对工人的政策仍

表现出个人主义 0[ 19] 201
。

英国工业革命早期, 整个社会普遍流行着

/自助0 的思想观念, 工业资产者也不例外, 他

们认为 /贫穷并依附有权势的人会带来个体道

德的下滑, 是对个体的不负责0 [ 2] 189
。所以, 大

多数工厂主在创业阶段很少去考虑自身对社会的

责任, 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更多地盈利;

但是, 当工厂主们功成名就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

会进行私人慈善救助。所以, /一些学者发现在

18世纪中期的慈善事业有所减缓, 但在 18世纪

晚期和 19世纪早期仁爱仍有所表达 0。作为有

产者, 一些激进的工厂主对慈善事业保持着较高

的热情, 他们通过向慈善组织捐助资金来帮助解

决家庭贫困孩子的教育、穷人的医疗、寡妇的生

活等社会问题。 /作家兼工厂主的帕特里克 #科

恩宽写道, 在 1806年私人慈善机构一年支出的

慈善金有 400万0。 /在 1719年到 1756年有 5家

私人捐助的医院建立起来, 其中第 5家是由伦敦

富书商托马斯#盖单独遗赠的。在 19世纪 30年

代这所医院声称一年可以治疗 5万多名患

者 0 [ 31]
。通观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公德观, 同样

可以发现与其职场及家庭道德观相同的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从根本上来说, 仍是为了在更长的时

间里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成因浅探

道德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其形成既是时代

的产物、现实社会的造就, 更有深层的历史文化

传承的因素。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

级的道德观来源于英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 又

构成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 /绅士文化是英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

概括, 它以贵族精神为基础, 一方面贵族精神吸

取各阶层的部分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

普遍向社会上层看齐, 这种向下吸取和向上学习

的双向流动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融合, 最终

形成了绅士文化, 成为整个英国社会全民的文化

精神。0 [ 5] 357
绅士文化同样以 /向上看齐、向上

学习 0 的方式深深影响着新兴工业资产阶级,

成为其形成的文化渊源。

首先, 以贵族为首的英国人 /生而自由 0

的传统是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因

素。英国的 /自由主义 0 传统最早从贵族与国

王的抗衡中产生, 从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到诺曼

征服后, 英国贵族与国王一直坚持着 /权利 0
的抗争, 王权应该受到限制的观念在英国逐渐形

成。中世纪以来, 贵族通过制定法律来确保对王

权的限制, 社会也因此逐步形成相对 /自由 0

的政治环境。 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使城市自治

权、市民利益、商业自由、私有财产有了明确的

法律保护; 15世纪中期红白玫瑰战争使城市市

民和商人的社会政治作用日益增长, 工商业活动

得到王权的大力支持; 1640年的内战和 1688年

的光荣革命使王权受到巨大削弱并建立了立宪制

政体, 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相对 /自由 0 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环境使寻
求自身的改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普

遍追求, 也为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有

利条件。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与开放的物欲观紧密

结合, 使 /合理谋利 0 精神应运而生。 /所谓
-合理谋利 . , 是与在前工业社会中以非经济的

强制手段吞占社会财富为特征的谋利手段相对而

言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创造新的财富以求致

富, 谋利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 ,,而且除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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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合理 . 手段之外, 也并未完全放弃不合理

手段的继续采用。0 [ 32] 93
可见, 工业资产阶级有着

对财富的贪欲, 但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简单地等同

于穷凶极恶地敛财聚富。资本主义精神也涵盖对

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 至少是一种在物欲追求

热潮中的理性调和。所以, 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职

业道德观中有着冒险进取、敬业笃职、诚信良善

的一面, 在其社会公德观中有着改善劳动者生存

条件的努力, 它们来源于 /自由主义 0 的养成

和对 /合理谋利 0 的敬畏。
第二, 开放的社会结构是工业资产阶级道德

观形成的社会因素。工业革命前英国就形成一种

相对开放的三层式社会结构, 由于中产阶级的存

在, 各阶层之间自由流动性较大。对于 13至 18

世纪的英格兰, 艾伦 #麦克法兰论述道: /首

先, 高度成熟的、个人主义的市场化社会, 可以

导致非同寻常的富足, 而且财富会广泛分布于全

民。其次, 一种社会流动性极大的局面会出现,

流动的基础是财富, 而非血缘; 同时在职业群体

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 几乎没有牢不

可破的永久屏障。0 [ 33 ]
这种没有 /永久屏障 0 的

社会结构很自然地使中下阶层产生 /通过经济

实力的改变能够很容易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顶

层 0 的观念, 于是中下阶层的 /冒险精神 0、
/勤奋创业精神0、 /敬业精神0 随之产生。而作

为英国国粹的 /贵族精神 0 一直对社会各阶层

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 传统贵族的 /文化优势 0

仍影响着整个社会, /尽管经济利益上尖锐冲
突, 政治要求上各不相同, 在文化精神方面却呈

现出中层模仿上层, 下层模仿中层的局面, 而作

为英国民族特色的所谓 -绅士风度 . , 就是在这

种模仿中形成的 0
[ 32] 440

。欧文的社会公德观至少

在文化精神上有模仿贵族款待行为¹和家长庇护

制的渊源。当然, 企图跻身于贵族行列, 在行为

上试图保持 /绅士风度 0, 使工业资产阶级的道
德观及道德行为具有了美好的一面。

第三, 新教伦理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

级道德观形成的宗教因素。 20世纪初, 马克思

#韦伯出版脍炙人口的 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6, 在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后得出结论说, 多

数成功的资本家都是清教徒, 并进一步指出: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

根本因素, 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

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0 [ 34 ]
韦伯指出西方资本

主义中有一种来自基督教新教的伦理, 这就是在

富裕的生活中不追求肉体的物质享受, 而要通过

艰苦劳动﹑节俭﹑诚信在今生而非来世得到拯

救。虽然资本家成功的一个信条是 /赚钱﹑赚

钱﹑再赚钱 0, 但在赚更多钱的同时, 又必须

/遵守生命的自发的天职0。人既然是上帝的造
物, 上帝就一定希望人能幸福, 这种幸福不是声

色犬马、骄奢淫逸, 而是人类自由的张扬和潜力

的发挥, 在财富创造方面也是如此。新教徒应该

尽力合乎理性地创造尽量多的财富, 才能为上帝

增光。这种明确的 /为上帝的荣誉而赚钱 0 的

宗教训导是新教的一大特色。在英国工业革命时

期, 新教教派卫斯理宗, 又称 /循道宗 0 或者
/卫理公会 0, 在矿区和工业地区大规模传播,

它特别适应自立起家的工厂主和制造业主以及工

头、监工等一批人的心理需要。 /人们渴望自己

能拥有健全的头脑、潇洒的风度、优良的性情,

只有这样, 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这种对自身素

质的严格要求正是卫斯理宗所要求的0 [ 35 ]
。这种

近乎完美的呼吁对工业资产阶级有着不小的号召

力, 它连同 /生而自由的传统 0 和 /开放的社

会结构 0 一起, 使工业资产阶级不仅仅要 /向

上看齐 0, 更要实践新教理论中包含的资本主义

精神, 最终形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独

特的二元道德观。这种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 向

上嵌入了仍占主流地位的贵族文化观念, 向下引

领中产各阶层和工人阶级伦理道德观的形成, 并

最终推动英国绅士文化现代性的不断发展。

六、结  语

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道德观是在历史发展

和现实生活需要中, 借助于传统文化素养与新教

伦理逐步形成的, 并非仅为工业革命这一历史事

件的简单催生, 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中 /生而

自由0 的传统、开放的社会结构以及新教伦理
的巨大作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追逐财富又崇尚

62

¹ 款待是中世纪一种基于基督教神恩的关爱行为, 它是指某人家里对无论邻居和陌生者各色人以亲切, 特别是

用肉类、酒饮和住宿以慷慨地招待。见张佳生: 5近代早期英国的款待观6, 载 5历史教学问题6 200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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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 敬畏上帝而尽可能合理谋利; 既努力奋斗

又盘剥成性; 将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资本化, 又

深谙人类共有的人性爱和人伦美, 其二元性表现

出一种极富时代特色和社会烙印的工业主义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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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thics of the New Industrial Capitalist C lass

XU Jiem ing, L I Q iang
( College o fH um an ities, Yunnan Un iversity, Kunm ing, Yunnan 650091, Ch ina)

Abstract: A s the g row th of their econom ic streng th, the new ly em erg ing B ritish industrial capitalist c lass
came to dom inate the ma in currents w ith their ow n ethics, wh ich eventually facilitated the form ation of the

B ritishmodern mora lity. The study of h istorica,l soc ial and relig ious e lements con 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 f

the industria l cap ita list ethics is a good w ay to understand the industrial cap italists.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2
opment of new ly rising cu ltural va lues asw e ll as the B ritish soc iety in the industria l era. It can also prov ide a
re ference for themoral construct 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at is exper ienc ing a rapid deve lopmen.t

Keyword: capitalis,t ethics, duality, a resu lt of ana lysis (责任编辑: 黎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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