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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章以近代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主线 , 考察了在这个
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 尤其是原先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体系的解体。文章还分别考察了各利益相关主体 , 包括技术革新者 、原有社
会体系的维护者(政府和士绅阶层)以及农民(后来分化为缫丝工和蚕农)在
这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行为。最后 , 文章指出 , 在理解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
系上 ,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都有其各自的片面性。这一段时期的技术变
革和社会变迁表明:社会因为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同时 ,建构中
的技术也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由此形成了技术和社会的
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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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的质量标准引发缫丝技术变革的压力

在机器缫丝引入之前(1860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家庭手工缫丝的

传统 。养蚕与手工缫丝一体 ,而且几乎都是由女性来从事 ,男性则从事

耕种 ,体现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分工(费孝通 ,2003 1936)。随着缫

丝技术的变革 ,这种自然经济体系逐渐呈现分化 、瓦解的趋势。

进入 19世纪之后 ,随着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 ,美国和欧

洲的纺织工业都逐步使用机器来改组生产线 。机器生产对生丝的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要求使用有韧性和粗细一致的原料。工厂

的劳动耗费很大 ,若为拣出有毛病的和不规则的丝线而把机器停下来 ,

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承受的。因此 ,美国的工厂主必须得到能适应其

高速运转的机器使用的生丝 ,以把手工劳动和浪费降低到最小限度 。

对他们来说 ,使用低级生丝 ,再像欧洲那样把这些丝重缫和清理一遍 ,

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 ,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很高 ,机器运转很快 ,使用低

级丝的费用要比使用高级丝高得多 ,因为高级丝的使用不需太多人工 ,

又适合较高的转速”(Mason , 1910;转引自苏耀昌 ,1987:150)。这样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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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缫丝相比 ,中国家庭手工所缫的丝(也称“土丝” ,以区别于蒸汽缫

丝厂所产的“厂丝”或称“机丝”)也就不再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质量要

求 ,因而缺乏竞争力 ,这直接导致“土丝”出口量的锐减 。

可见 ,欧美(尤其是美国)纺织工业技术的发展(机器大生产)为蚕

丝质量建立了新标准:粗细程度必须一致 ,而且有精确的规定;断头现

象必须减到最少 。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丝则无法满足机器纺织工业

的需求 ,因而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的需求下降。根据费孝通的分

析 ,中国传统缫丝业所存在的技术问题包括:由于对蚕的病毒传播没有

预防措施 ,蚕的成活(结茧)率低(在最坏的年景只有 30%),蚕的吐丝

量少;蚕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和湿度得不到调节 ,桑叶质量和喂食次数都

没有规则 ,结不出好茧;缫丝过程中由于水温不稳定 ,因此蚕茧的溶解

程度不均 ,影响丝的光泽而且影响纤维的折断率;手工缫丝由于纤维折

断率高 、轮子转动不均匀 、工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 ,因此抽出来的丝粗

细不均(费孝通 ,2003 1936:179-180)。这样 ,中国土丝生产的现状与

新的质量标准之间的差距也就引发了技术变革的压力和动力。

本文将以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主线 ,探讨其中技术变

革的历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

二 、珠三角缫丝业技术变革的简要过程

19世纪中后期 ,中国存在着两个生丝出口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

长江三角洲和以广州(南海和顺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外商① 首

先在上海建立了以近代机器为基础的缫丝厂 ,它们采用蒸汽动力 ,并用

机器缫丝 。后来上海的中国商人创办的缫丝厂也沿用了这些外资缫丝

厂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而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则呈现出极大的差

异 ,无论是它们所采用的技术 ,还是工厂选址 ,或者管理方式 。

陈启沅(曾侨居越南)1873年在广东南海县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

丝厂 ,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第一家自己的机器缫丝厂。他依照法国式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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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62年 ,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家外国机械缫丝厂 ,是英国怡和洋行投资的怡和纺丝局 ,约

有百部丝车。据称所生产的丝质地优良 ,售价比欧洲生产的厂丝还高。当时的怡和纺丝
局有几百名工人 ,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到 19世纪 80年代 ,上海的外商丝厂

有 7家。



丝机器 ,自己设计了机器丝车 ,并画出图样(“机器大偈图”)制造 。根据

史料记载 ,该厂蒸汽设备是购买小火轮机件 ,经陈启沅自行设计 ,由广

州陈联泰机器店加以改装。缫丝车和丝釜也都是当地制造 ,其中丝车

改为木制 ,丝釜改用陶制(徐新吾主编 , 1990:115)。这种对丝车的改

造 、设计和自行制造 ,大大降低了建厂投资费用。

这种机器与国外机器的根本差别在于它只是以蒸汽煮沸水提供煮

茧 ,使煮茧釜水恒温 ,以保证缫丝质量。缫丝厂的动力则不是来自蒸汽

机 ,而是由女工脚踏发动 。陈天杰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其时蒸汽炉

的作用是:一 、用来发动抽水器向外涌汲水入厂;二 、煮沸水 ,并将沸水

透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位去。尚未有做过推动丝 自动旋转的用

途……女工从茧身寻取丝口后 ,即搭上木制缫丝 ,用足踩动一小铁

杆 ,牵动 的轴心 ,使 旋转 ,把丝滚上制为成品”(林金枝 、庄为玑 ,

1989:224)。① 这种机器不仅是继昌隆开办时采用的机器 ,也是此后二

三十年珠江三角洲绝大部分缫丝厂所采用的机器 。最初的蒸汽缫丝机

尽管尚未实现完全蒸汽化 ,但其效率大大提高 ,所产生丝质量比以前的

手工丝也有明显提高 。“旧器所缫之丝 ,用工开解 ,每工人一名可管丝

口十条;新法所缫之丝 ,每工人一名可管丝口六十条 ,上等之妇可管至

百口”(陈启沅 ,1903:4)。而且新法所缫之丝粗细均匀 、色泽洁净 。广

州的洋行以高出一般生丝价格五成的价钱购入继昌隆的丝 ,主要用于

出口法国(王翔 ,2005:103)。

进入 19世纪 90年代后 ,珠江三角洲的丝厂数量大增 ,初具规模 。

到1894年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蒸汽丝厂 75家(徐新吾主编 ,

1990:143)。20世纪初 , 机器缫丝业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工业 。

1902年 ,顺德有丝厂 86家 ,丝车 34600部。辛亥革命之后 ,珠三角的丝

厂数从1910年的 109家增加到 1912年的 162家 ,丝车数也从 42100部

激增到65000部;1926年 ,丝厂增加到 202家 ,丝车增加到 95605部(王

翔 ,2005:11-12)。不仅如此 ,厂丝在出口方面也节节上升 ,并逐渐取

代土丝 。“1881-1882年 ,广东出口土丝 11526关担 ,尚无厂丝出口的

记载 ,然而到下一年度 ,厂丝出口已有 1254关担 ,已占广东生丝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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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王翔(2005:114)。这种形态与日本近代缫丝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器械缫丝完全相
同 ,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机器工厂 ,应该说是由大型手工工场向机器工

厂过渡的形态,或者说是机器工业的初期形态。



量的 13.12%。两年以后 ,厂丝出口量增加为 3437关担 ,占生丝出口比

重首次超过半数 ,达到 52.45%。此后 ,厂丝出口一路上升 ,到 1894-

1895年时已达 18179 关担 , 占广东生丝出口总量的 89.38%;19世纪

末 ,进一步上升为 93.3%”(王翔 ,2002:21)。

与此同时 ,珠三角缫丝业的技术进步也非常显著 ,丝厂用来运转丝

车的动力由人力逐渐向蒸汽动力转换。以往只是用来供给煮茧热水的

锅炉 ,也被用来作为运转丝车的动力机。珠三角丝车在技术上跨上蒸

汽动力化的台阶 ,始于 1891年陈启沅从澳门将继昌隆迁回南海 ,改称

世昌纶丝厂。到 20世纪初 ,几乎所有的广东丝车都已经使用蒸汽动力

运转丝车(王翔 ,2005:115)。但是我们也将看到 ,这个转换过程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 ,它遭到了来自缫丝工的抵制。

三 、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

在蒸汽缫丝技术引进之前 ,珠三角农村所维持的是典型的男耕女

织 、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 。具体到家庭手工缫丝 ,都是集植桑 、养蚕和

缫丝一体的 ,几乎没有任何分化 。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都比较低 。

蒸汽缫丝技术的出现及发展渐渐地改变了这种社会结构。蒸汽缫丝厂

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丝出口量大大增加 ,厂丝所占比例从无到有并最

终几乎完全排挤了土丝 ,更是体现在近代机器工厂的兴起 ,工人的聚

集 ,养蚕 、缫丝和纺织的专业分化和职业化 ,缫丝工序的专业化 ,生丝贸

易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等方面。蒸汽缫丝技术的引进逐渐瓦解并重构了

原有的社会体系;而原有的社会体系又对技术的变革施加着影响 ,并使

得技术变革呈现出独特的路径 。为了理解其中的微观机制 ,我们需要

深入分析在这个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相关主体 ,其中包

括技术引进者 、原有体系的维护者(满清政府和士绅),以及原自然经济

体系下集养蚕缫丝为一体的农民(后来逐渐分化为缫丝工和蚕农 ,实现

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等。

(一)技术革新者

在珠三角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中 ,陈启沅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 。

陈启沅是广东南海县人。1854年到南洋(越南),经商 10余年致富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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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开办缫丝厂 。陈启沅以在越南所建的法国式缫丝工厂的缫丝车为

摹本 ,自行设计并制造了新式缫丝机。如前所述 ,这种新式缫丝机是半

机械化的 ,它借助蒸汽来煮茧 ,但并没有用蒸汽动力来牵引丝车 。陈启

沅对丝车本身也进行了改良 ,比如改手摇为脚踏等 ,提高了丝车的性

能 ,也因此提高了其所生产的丝的质量 。“初时 ,(继昌隆)全厂不过数

十缫丝釜位 ,只有单缫而无复缫 ,女工均系本村的左邻右舍 ,由陈氏教

以机械缫丝之法 ……随后逐渐扩大 ,至有八百位之多”(彭泽益编 ,

1962:44)。

陈启沅对缫丝技术(包括蒸汽动力和缫丝车)的改良 ,客观上解决

了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而无法原装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的困难。根

据程耀明的研究发现 ,顺德的机器缫丝厂资金较少 ,平均为 2.6万元 。

而同期在上海创办的丝厂的资金则相对雄厚 ,一般为 13万元左右 。但

是两者的规模(丝车数和员工数)相当(程耀明 ,1985:264-265)。

这种技术改良使得相对弱小的民族资本能够迅速进入机器缫丝

业 , ① 并迅速占领了国外市场 ,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蒸汽机+联机缫

丝车”这样一种技术所要求的生产 、管理和组织模式。陈启沅将联机改

为单机 ,因而可以分散进行生产 ,而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厂房里面。

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情况下 ,一台蒸汽机视乎自身动力大小而牵

引4-20台不等的缫丝车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 ,小规模的缫丝厂就不

划算 ,因而也就不适合分散生产。而陈启沅的技术改良解决了这个问

题 ,使得机器缫丝厂能够落户于各个村落———蚕茧产地。只将蒸汽用

于煮茧而不用来牵引缫丝机 ,降低了对大规模集中生产和集中管理的

要求。另外 ,由于将联机改为单机 ,分工减少 ,对工人之间的协作要求

也大大降低。在联机生产的情况下 ,一般是 3-4个工人共同负责一辆

缫丝车 ,其中存在明确的分工。就像在全套引进蒸汽缫丝技术的上海

丝厂 ,丝厂内分工较细:有缫丝工 、缫丝补缺工 、煮茧索绪工 、选茧工和

剥茧工(陈慈玉 , 1989:45)。而在经过改良之后的单机生产中 ,则是 1

名工人负责一辆缫丝车 ,跟原先家庭手工生产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

正像陈慈玉所揭示的那样 ,在广东的丝厂里 ,分工较粗:煮茧 、索绪和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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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1917年的调查 ,每部丝车约 367两 ,则 240部丝车加上厂房 ,需要固定资金 88000两(陈

慈玉 ,1989:32)。而从陈启沅自传中的资料来判断, 建立相应规模的缫丝厂 ,如果采用陈
启沅改良之后的技术———将小火轮机件改装成蒸汽设备 ,缫丝机和丝釜也都是当地制

造 ,其中丝车改为木制 ,丝釜改用陶制———第一笔投资大约是 20000两(陈启沅 , 1903)。



丝三者一体(陈慈玉 ,1989:190)。

机器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 ,从接触 、接受到熟练操作存在一个过

程;而经过改良之后的机器缫丝与原先的家庭手工缫丝并没有什么根

本区别 , ① 因而可以很快为原先的手工缫丝工人所接受并熟练操作 。

而将缫丝车设在原先产茧缫丝的乡间 ,则又为缫丝厂提供了足够的熟

练缫丝工 。这都为珠三角缫丝厂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 1881年就发生

过南海丝织业者捣毁机器缫丝厂的事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省

南海县 ,本为丝织手工业繁盛之区 ,原有机工万余人 。1881年 ,江浙地

区蚕丝歉收 ,加上胡雪岩的屯购 ,导致上海的生丝出口量剧减 ,欧美商

人于是到广东求购。而广东土丝的大量输出 ,又导致市上无丝可卖 ,机

工为之停歇。当地`锦纶堂' 行会丝织手工业者于是迁怒于专营出口的

蒸汽缫丝厂。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1881年 10月 5日),在`机器害其

本业 ,不如聚众前往拆毁' 的号召下 ,三两千名机工将裕昌厚丝厂之缫

丝机器尽行捣毁 。随后 ,愤怒的丝织手工业者又打算捣毁同乡的继昌

隆及其他几家丝厂 ,酿成了丝民 、机工各有伤亡的严重流血事件 。后

来 ,蒸汽丝厂迫于丝织手工业者和当地守旧势力的压力 ,不得不迁址以

避其锋”(王翔 ,2002:19)。中国第一家近代蒸汽缫丝厂继昌隆也迁往

澳门 。地方政府对这次骚乱的处理是 ,一方面平息内乱的丝织者;一方

面下令禁止机器缫丝 ,并在已引起丝织者大量失业的地区 ,关闭所有缫

丝厂(苏耀昌 ,1987:59)。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 ,在 1883年 ,厂丝出口也才 1254关担 ,仅占广

东生丝出口总量的 13.12%。应该说 ,这个比例并不会对丝织业者产

生致命的冲击。其实 1881年的丝织业者骚乱的直接原因是欧美商人

直接到广东求购生丝 ,导致市上无丝可卖。而丝织业者其实也早已在

外国机器纺织业的排挤下逐渐丧失了竞争力 。尤其是进入 20世纪后 ,

“中国的丝织品再也不能使西方消费者满意 ,几乎都转为向东南亚出

口 ,在那里的华侨社会中寻找市场”(苏耀昌 , 1987:161)。丝织业者对

机器缫丝的仇视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机器纺织侵蚀了丝织业者的市场

份额 ,而机器纺织所利用的原料又正好是机器缫丝机所生产的厂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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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区别就在于用恒温的水来煮茧 ,并将手摇缫丝车改为脚踏缫丝车 ,从而增加了缫丝

车的稳定性 ,提高了丝的质量。



是厂丝以其优良品质而萎缩了土丝市场 ,而厂丝的高价格(比土丝高出

一半甚至一倍以上),又是丝织业所无法承受的。长此以往 ,丝织业将

会真正面临无丝可买的境地。

事实上 ,后来的发展也的确证实了这种担忧。“缫丝厂不断增加 ,

手缫丝相应地减少 ,对丝绸商品的贸易起了消极作用 。这不但由于劳

动力的转移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而且也由于茧价的上涨 ,茧价已高到

使农民不愿再生产生丝的程度 ,而这生丝主要是供本地纺织业使用的”

(苏耀昌 ,1987:158)。由此可见 ,以出口为目的的缫丝工业的繁荣 ,引

起了本国丝织业的衰落。

发生南海丝织业者捣毁机器缫丝厂事件之后 ,为了生产廉价土丝

以缓解丝织业者的仇恨情绪 ,同时也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资本参与到缫

丝业以扩大缫丝业的社会基础 , ① 陈启沅与他的儿子合作 ,将旧式手

摇丝车改为脚踏的缫丝单机。② 制造一架这样的机器只需四两银子

(约 5.5银元)(苏耀昌 ,1987:159)。这种脚踏缫丝机具有改良共拈式

的拈鞘装置 ,仿制了法国式(共拈式)的缫丝车 。这种脚踏缫丝单机并

没有使用蒸汽煮茧 ,其所生产的生丝质量也比机器缫丝厂的差 ,仍然属

于一种土丝 ,价格也低于厂丝;但其质量又要高于原来的家庭手工

缫丝 。

脚踏缫丝机的发明 ,客观上又为小作坊生产提供了无限的契机 。

《南海县志》中提到 , “及工厂已成果著成效 ,机房中人又联群挟制 ,鼓动

风潮 ,谓此风一开 ,则工人失业 ,生计立穷 ,无知之民 ,相率附和 ,几欲将

丝厂毁拆 ,经当道劝谕 ,其事乃寝。启沅知汽机之利 ,实足兴起蚕业 ,勉

力提倡 ,后人比有德我者……乃改创缫丝小机 ,以便小资本家经营 ,功

用则与大机无异 ,而小机之利尤普 ,率之 ,风气日开 ,南(海)顺(德)各属

群相仿效”(宣统《南海县志》 ,卷 21:4-6;转引自陈慈玉 , 198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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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脚踏缫丝机实际上是蒸汽缫丝机的简化。它从蒸汽缫丝机的四五百个水盆中分出一个

来。不过 ,两者间有两个重要差别。脚踏缫丝机用人力驱动 ,不使用蒸汽动力 ,缫丝者用
右脚踩机器的脚踏板 ,上下运动以驱使轮子运转 ,水盆中的水也是用炭火加热 ,而不使用

蒸汽。与手工缫丝相比 ,脚踏缫丝机是一种技术进步 ,因为两只手都可自由地用于缫丝。

所以 ,它缫出的丝要比手缫丝的质量好一些。不过 ,与蒸汽机相比 ,脚踏缫丝机转轮的运
动不够均匀 ,也未能使水盆中的水保持恒定的温度。因此 ,它缫出的丝仍然粗糙而不均 ,

每担售价要比机缫丝低五十两”(苏耀昌 , 1987:160)。

陈启沅在自传中提到 , 由于兴建蒸汽缫丝厂的成本太高以致很多人都无法参与进来。
“建立蒸汽机缫丝厂的关键问题在于 ,第一笔投资达两万两之多 ,过于沉重了”(陈启沅 ,

1903)。



霍华德和巴斯维尔也注意到:“一些比别人更有胆识的人购买大量蚕

茧 ,缫出很多生丝 ,我们看到不少家庭的缫丝机多达 4架 、6架 、8架 、10

架甚至更多 ,使用这些机器的都是受雇的女工”(Howard &Buswell ,

1925;转引自苏耀昌 , 1987:161)。据李建福的统计 , 20世纪初“拥有三

十个水盆以上的脚踏缫丝厂至少有两百个 ,起码雇了六千名工人;此外

还有许多少于三十个水盆的小厂”(Li ,1930;转引自苏耀昌 , 1987:161)。

“宣统年间 ,出现了一大批拥有缫丝釜五十釜至一百釜的手工业工场 ,

其中部分工场在使用足踏缫丝机的基础上兼使用锅炉蒸汽煮茧”(程耀

明 ,1985:268)。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脚踏缫丝机只是在原有手摇缫丝机基础上的

改良 ,使用这种脚踏缫丝机的手工作坊并不是机器生产 ,大部分仍然用

炭火来煮茧 ,更没有用蒸汽来作为牵动缫丝机的动力 ,完全没有机械化

或者机器化。这种作坊所产的生丝并不属于厂丝 ,而同样属于土丝;也

不是用于出口 ,而是为国内的丝织业生产原料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

以看到 ,由于存在资金短缺等问题 ,无法直接引进国外先进的缫丝机器

和蒸汽机 ,陈启沅改造 、设计了蒸汽机和缫丝机;机器缫丝提高了生丝

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丝的价格。而这种技术的普及则淘汰了原先质

量较次的土丝 ,这使得国内的丝织业者因无法支付机丝的高价而面临

原料紧缺 。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 ,其矛头直指机器缫丝厂及其背后的

民族资本 。为了缓解矛盾 ,陈启沅再次对缫丝车进行技术改革 ,发明了

脚踏缫丝机 ,满足了丝织业者的需求 ,从而平息了后者的怨恨 。“脚踏

缫丝的小作坊为丝织者提供了原料 ,平息了他们对工厂制度的对抗情

绪……脚踏缫丝机的发明 ,留下一些空间让小资本家参与蚕丝工业 ,扩

大了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基础”(苏耀昌 ,1987:162)。

与此同时 ,这种脚踏缫丝机的广泛使用 ,又在华南蚕丝产区发展起

一种二元经济:一是以蒸汽缫丝厂为代表的现代成分 ,它需要巨额资本

购买机器 ,使用最优质原料 ,招募眼力极好的最合格工人 ,从而生产用

于出口的生丝;二是只需很少投资的脚踏缫丝作坊 ,这些作坊使用劣质

剩余的原料 ,雇用因目力减退而被蒸汽缫丝厂解雇的中年妇女 ,其生产

的是用于国内丝织业的低级生丝(彭泽益编 , 1962)。

1891年 ,陈启沅将缫丝厂从澳门迁回南海 ,并试图实现动力的蒸

汽化 ,但是遭到缫丝工的强烈抵制 。直到20世纪初动力的蒸汽化才得

到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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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有体系的维护者

1.满清政府

满清政府一直都是严格限制手工业发展的。“总起来看 ,清朝前期

的手工业政策旨在将手工业限制在传统农民家庭经济内部 ,使之成为

自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服从并服务于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

上的封建政治 ,即使是城市手工业 ,也牢牢控制在政府及与政府有密切

关系的行会手中 。任何超越自然经济而独立发展的手工业 ,都必将置

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 ,使之难以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彭南生 ,

2002:142)。

对于新兴的机器工业包括机器缫丝厂 ,满清政府更是大力封杀 。

早在 19世纪 60年代 ,外商开始兴建机器缫丝厂之时 ,满清政府就限制

这些缫丝厂的蚕茧来源 ,最终迫使这些机器缫丝厂关闭 。

怡和洋行“派遣通事黄吉甫在嘉兴购买蚕茧。浙江巡抚与南洋大

臣会商后 ,决定实行弹压 ,将茧行加以封闭 ,房屋拆除入官。运用断绝

原料供应的手段 ,迫使丝厂停业”(王翔 , 2005:117)。满清政府对外商

投资的缫丝厂采取封杀政策有比较强的经济因素 ,因为当时的外商缫

丝厂所产生丝都是用来出口的 ,而在当时的政策下 ,它们是不需要缴税

的。而在蚕茧交易中 ,又尚未有茧税 、茧捐一说 ,这就会导致政府财政

收入的减少。

甲午战争前 ,清政府严格控制开设茧行的申办权 ,严禁通商口岸开

设茧行;江浙两地茧行的开设也受到种种限制 ,使机器丝厂不能直接与

原料茧交易发生联系。从而导致多家丝厂原料获取困难 ,甚至关闭 。

原料茧从产地到上海的运输方式也受到刁难:不被允许使用蒸汽轮船 。

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则通过加强茧捐的征收来实现限制 。江浙地区原

先并无买卖蚕茧的生意 ,因此购买蚕茧可以不缴厘金;丝厂产出生丝 ,

可以不经丝行而直接卖给洋商 ,因此由丝行代征的丝捐也逃脱了;另

外 ,位于上海的丝厂卖丝给上海洋商又可以免缴外地生丝运往上海时

所征收的“落地捐”(王翔 ,2005:87)。“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 ,厂丝出口

得以免除江浙土丝从产地运往上海途中征收的丝捐 ,清朝当局由于丧

失了作为其重要财源的生丝流通税 ,因而从一开始就对上海的外国资

本 、民族资本的近代丝厂采取敌视态度 ,苦心竭虑于如何对之征收至少

相当于丝捐的税收”(铃木智夫 , 1992:346-347;转引自王翔 ,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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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在发生了 1881年广东南海丝织者焚毁丝厂的骚乱后 , “官府一方

面平息内乱的丝织者;一方面下令禁止机器缫丝 ,在已引起丝织者大量

失业的地区 ,关闭所有缫丝厂”(苏耀昌 , 1987:159)。1882年秋 ,清政府

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禁止近代机器丝厂的措施 。1882年 ,江苏

巡抚卫荣光指令上海道台邵友濂查明关闭机器丝厂 ,并采取断然措施

阻止“有恒织绸公司”成立 。同年 11月上旬 ,两江总督左宗棠再次命令

上海道台邵友濂 ,通告英美两国领事 ,将公平 、旗昌两家丝厂“即行关

闭” ,有恒织绸公司“不许开办” 。导致前两家丝厂的股价暴跌(王翔 ,

2005:125)。

1882年左右 ,兴起了有关引进国外缫丝工业的讨论 。关注点是要

不要引进机器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 是不是必须改

革中国丝绸业的传统生产方式 ?国人对国外的技术一直就分为两派观

点 ,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即认为国外的技术是不错的;而另一派则认

为国外的技术如同其文化一样 ,都是不可取的 ,跟中华文明不匹配。

机器丝厂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

变化和新冲击。丝厂生产的厂丝质量比农家的手缫土丝高 ,国际上的

售价也超过一倍甚至更多 ,利润空间很大。但还是存在很多反对者 。

原有经营生丝贸易的传统丝商和丝行 ,由于蚕区农民不再自己缫丝 ,而

是将蚕茧卖给茧行和丝厂 ,使得长期以来控制着生丝贸易的丝商和丝

行的货源减少 ,利润下降;而他们一时又没有能力转换经营形态 。大多

数地方官员出于维护传统生产方式和小农经济的思维惯性 ,担心丝厂

设立后 ,丝捐 、茧税等地方财政收入流失 ,所以也反对机器缫丝(王翔 ,

2005:86)。后来 ,政府由原来的反对机器缫丝改为对缫丝厂以及蚕茧

交易 、生丝交易苛以重税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长江三角洲新开设

的茧行(在机器缫丝厂出现之前 ,并没有茧行)征收茧捐;对珠江三角洲

(在珠江三角洲并没有专业的茧行 ,但是有茧市)的生丝流通领域征收

丝捐。1895年 ,浙江的茧捐为每担 12元 ,江苏为 9元 ,而丝捐相当于每

担5元 。而对丝厂而言 ,蚕茧占到生丝生产成本的 75-80%。有国外

学者指出 ,中国的茧税大约占到丝厂所用蚕茧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王

翔 ,2005:128)。与此同时 ,茧捐也就成为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之一 ,如在江苏 , 19世纪末每年征收的茧捐已多达 20万两(王

翔 ,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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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官员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态

度。1887年 ,支持和鼓励引进发展近代缫丝工业的李鸿章 、张之洞等

人逐渐打消清政府的疑虑 ,开始采取奖励民营缫丝工业的政策 。1887

年10月 ,总理衙门要求浙江省派员前往珠江三角洲考察学习 ,大力推

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王翔 ,2005:98)。

从此 ,诸多政府官员开办丝厂 。1894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

北纺纱 、缫丝两局。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 ,鼓励民族资本开设缫丝工

厂 ,规定凡是开设缫丝工厂者 ,均可从地方当局借得官本 ,并且可以得

到蚕茧的优先购买权(王翔 , 2005:99)。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开始重

视近代工业的发展 ,采取奖励和保护政策 ,以图对抗外资的垄断 。

然而 ,即使在满清政府灭亡之后 ,反对机器生产的呼吁仍然强大 。

比如在1930年 11月1日至8日 ,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在南京召开了全

国工商会议 ,代表们提出要适度限制机器工业以保护手工业。有的代

表指出了机器工业对手工业竞争的残酷性 ,主张“在未能设法改良此项

手工业之前 ,必须设法妥为限制同类之机械制造工业 ,以免剥夺其利

益 ,予以保护 , 俾安遂其生存 ,庶免发生畸形的工业发展”(彭南生 ,

2002:176-177)。

可见 ,面对新的技术和组织 ,政府的态度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利

益变化 ,同时也受其自身持有的价值 、观念所影响 。新技术往往意味着

变化 ,变化并不一定就等于利益受损 ,比如在缫丝技术的变革中 ,政府

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变革来振兴缫丝业 ,扩大生丝出口 ,从而获取更多的

利益 。但是长期的积习使得政府和民众害怕变化 。他们因为对这个领

域不熟悉 ,感到陌生 ,而深怕丧失主动权 。自鸦片战争之后 ,国人开始

关注国外的技术 。最初 ,国外的技术被蔑称为“伎俩”;随后由于吃了这

些新技术的亏而转而开始学习这些新技术 ,但仍然认为这些技术是细

枝末节的东西。可以说 ,对技术 ,满清政府一直是处于蔑视和害怕的两

难境地 。而对技术的恐惧 ,也使得他们对技术引进坚持抵制的态度 。

与此相反 ,那些对新式机器更为熟悉的洋务官员 ,对此则持一种相对开

放的态度 。

陈启沅决定在国内设立机器缫丝厂的时候 ,就是考虑到诸多不利

于机器缫丝的社会因素 ,最后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广东

南海县的一个村落。“陈启沅走访了上海 、广州和其他城市 。他发现这

些城市都不适合建厂 ,因为清政府对城市控制严格 ,对城市中的工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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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诸多限制。此外 ,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在财政上陷入困境 ,常常要

求城市商人捐款资助地方政府 ,从而使许多商人陷于破产 。为了避开

来自官府的这些压抑和盘剥 ,陈启沅决定不在城市建厂 ,而把工厂建在

自己的家乡”(苏耀昌 ,1987:155)。

2.士绅阶层

士绅阶层(包括原来的丝商)是反对机器缫丝厂的 ,尤其是在上海 。

由于上海的机器缫丝车几乎都是外商或买办资本创建 ,其社会基础相

对比较单一 ,因而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相对更大。土绅们认为 ,私立丝

厂收购蚕茧是与民夺利。他们还反对丝厂雇佣女工 ,认为这将导致年

轻农家女子荒废农事 ,离开家乡 ,迁居上海;而且丝厂男女混杂 ,大不利

于社会风俗 ,社会风俗甚至会因之而败坏紊乱 。这反映出这一社会阶

层对于机器工业促使传统农村手工业解体 ,瓦解小农家庭经济的恐惧

(王翔 ,2005:87)。此外 ,另一种典型观点是 , “女工由于不习惯于使用

机械而容易受伤 ,并且机械之骚音扰人 ,工厂之突出的烟囱会破坏风水

等”(铃木智夫 , 1992:48)。

丝厂高耸的烟囱 、古怪的建筑和锅炉发出的汽笛声 ,使得长期来习

惯于并企图继续维持封闭田园生活方式的人们心怀不满。对于那些坚

持传统礼教的保守乡绅来说 ,这么多妇女在其父亲和丈夫的视线之外

在男性工头的监督下从事生产 ,这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行为。“因此 ,

随着缫丝工厂的增加 ,人们的反感情绪也在加强……流传着种种关于

丝厂的奇谈怪论 ,时时都有对与丝厂有关系者的中伤 、挑衅和妨害行为

发生 。敌视缫丝厂的人里 ,有绅士 、耆老 ,也有官吏 、商人和农民 。他们

都把学习洋鬼的机器丝厂看作不吉利的怪物 ,对之抱有强烈的嫌恶”

(铃木智夫 ,1992:426-427)。人们不称缫丝厂为丝厂 ,而蔑称“鬼 ”

(王翔 ,2005:133)。

相对而言 ,在珠江三角洲地带 ,士绅阶层的反对则微弱得多 ,因为

他们自己就是创办近代缫丝厂的生力军 。同时也有更多的群体参与到

机器缫丝过程当中 ,其社会基础更为广泛而坚实。程耀明(1985)指出

广东的机器缫丝厂主要是由殷富士绅合股开办的 。

　　根据陈启沅的自传记载 ,家乡的士绅因他出身于上层阶级而

给他面子 ,允许他建立缫丝厂 。但是 ,陈启沅也为乡亲们作了许多

好事 ,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例如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建了一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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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一间肉店和一个“大墟” 。其商店出售的商品要比附近的墟市

便宜一些。此外 ,他还搞了许多地方慈善活动 ,如赈济老人寡妇 ,

聘请一位医生免费为同村人看病 ,捐款资助村里的学校 ,捐钱维修

堤坝之类的公共工程 ,等等。(苏耀昌 ,1987:155)

王翔在其研究中也提到:

　　在当时的中国 ,要兴办一个男女同工 、有蒸汽设备的缫丝工厂

尚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旧习惯势力的阻挠 ,无知乡亲的非难和中

伤伴随着丝厂创建的全过程。陈启沅利用故乡和家族关系 ,拜访

绅耆 ,说服解释 ,疏通官府 ,折冲樽俎 ,又捐助巨资 ,兴修水利 ,还捐

米施药 ,救助贫弱 ,在乡里树立起乐善好施的富商形象 ,赢得了同

一家族内部和附近村落成员的信赖和支持。(2005:102)

选择在蚕区农村建厂还有一个便利 ,就是容易得到足够的熟练劳

动力 。在 19世纪 60年代 ,外商投资的缫丝厂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

蚕茧供应得不到保证 ,再就是没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在中国 ,从事养

蚕和缫丝的几乎都是女性。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未出嫁的女孩一

般来说是不允许出村的 ,结了婚的女性则由于家庭因素和礼教约束也

不太可能到城里的缫丝厂去工作 。因此 ,选择在村里建厂就省却了这

些麻烦。“在自己的村子里建立缫丝厂 ,意味着这些少女不必冒险到村

外工作。例如 ,陈启沅缫丝厂的三百名女工中 ,有一百三十名来自他自

己的村子 ,其他都是从附近的村子招募而来的 。此外 ,作为村里一位年

长的族人 ,陈启沅也可对这些十几岁的同村女工行使长者的权力”(苏

耀昌 , 1987:155-156)。这样 ,在蚕区建厂就容易得到熟练缫丝工;加

上当时的缫丝厂并没有完全采用蒸汽动力 ,因此缫丝厂所采用的缫丝

机和农户原先使用的缫丝车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 ,容易上手 。另外 ,通

过为村里和邻村的大多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 ,也为缫丝厂赢得

了农民的支持 ,因此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各村缫丝厂生产的发展也给士绅阶级带来了好处 。珠三角各地农

村看到缫丝厂盈利的前景后 ,都先后加入到创办机器缫丝厂的行列 。

早在陈启沅最初成立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 ,就“试图劝导士绅合股发展

其缫丝厂。陈启沅承认 ,尽管士绅实际拥有的股份太小 ,但无论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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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股经营使他与上层阶级建立了联系”(苏耀昌 , 1987:155)。可

是 ,开始时 ,士绅阶层并不热心 。一来可能是因为缫丝厂毕竟是全新的

事物 ,是否能够盈利还是个未知数;二来士绅们也可能从心底里保持着

对机器生产这种自己不熟悉 、不能掌握的外来物的抵触情绪 。不过 ,看

到缫丝厂比原来的手工缫丝以及其他行业更能盈利后 ,士绅们也就踊

跃入股创办近代机器缫丝厂了 。事实上 ,华南的士绅原来已致力于修

筑堤围 ,建设基塘 ,推进蚕丝业 。近代的缫丝厂迎合了国外的生丝需

求 ,扩大了出口量 ,自然也为士绅们原先的投资找到了出路 ,现在自然

也就乐意接管缫丝厂的建设 ,以牟取厚利。1881年以前就建成了 11个

缫丝厂 ,其所有者约一半是举人 ,其他的也基本上是士绅(苏耀昌 ,

1987)。在当时的中国 ,赢得了士绅的支持 ,也就给落户于乡村的缫丝

厂带来了足够的合法性。

而且 ,若是女工拒绝工作 ,破坏生产 ,宗族还会使用族权来粉碎罢

工。事实上 ,宗族曾经宣布:“一人不回厂上工 ,全家出族;倡导罢工者 ,

将受最严厉惩罚 ———关进猪笼淹死”(李本立 ,1964:92-93)。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士绅阶层对机器的抵抗固然有来自

原有思维习惯 、价值观念的成分 ,但是其中的利益成分也不容忽视。新

技术的引入总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 ,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新技术的

应用和变革(包括对技术的改造)。

此外 ,其他地方势力(主要是指当时所谓的土豪)也通过各种方式

介入机器缫丝业并参与利润的瓜分 。首先 ,他们用宗族或家族的名义 ,

建置或购买缫丝厂房 、租赁收息 ,租率通常为投资的 10%。其次 ,蚕丝

工业家必须向土豪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 ,如桑捐 、茧捐 、蛹捐 、过节捐

等。土豪还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 ,每个水盆每年十元。此外 ,在其他地

方收购蚕茧 、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之类的费用 。最

后 ,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 ,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民兵(苏

耀昌 ,1987:209)。

(三)农民的分化

在蒸汽缫丝技术引进之前 ,人们采取家庭手工缫丝的工作方式 ,养

蚕与缫丝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 ,它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村的重要

副业;它与水稻等农作物生产紧密相联 ,构成了中国传统上男耕女织 、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在此 ,养蚕和缫丝是一体的 ,蚕农自己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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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满足基本需求的粮食 ,同时又通过养蚕缫丝甚至纺织来制作衣

料 ,并借此获取一定量的收入 。费孝通(2003 1936)对这种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形态也有过论述 。

随着蒸汽缫丝技术的引进 ,机器缫丝厂的建立 ,养蚕和缫丝逐渐分

化 ,形成专职的缫丝工和蚕农 。① 也就是说 ,开始呈现职业化和专业化

的趋势。

在19世纪 80年代的珠三角(包括南海 、顺德 、佛山 ,乃至中山 、三

水 、番禺 、东莞 、新会 、高明等地),“由于机械缫丝业兴隆 ,不再于家中从

事手工缫丝的农村妇女大部分被丝厂所吸收 ,因此经营专业性养蚕者

几乎皆为男性”(陈慈玉 ,1989:158)。可见 ,甚至原先的性别分工也开

始因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而发生改变。原先在田间劳作的男性 ,因为

女性都到丝厂专职从事缫丝 ,转而“洗脚上田”从事养蚕工作。就目前

所掌握的资料而言 ,还不足以判断珠三角的男性究竟是专职从事养蚕

工作还是仍然把养蚕当作一种副业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珠江三角洲

的一些地区 ,由于生丝出口激增 ,植桑养蚕比种植棉花 、水稻 、甘蔗等作

物更有利可图 ,于是 19世纪中期以后掀起了全面性的弃田筑塘 、废稻

植桑的高潮。像在顺德 ,稻田已经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王翔 ,

2005:37-38)。加上珠三角的蚕茧一年可以成熟 6 到 8次 ,这又使得

养蚕可以不是季节性的 ,为专业化提供了基础。因此在 19世纪 80 年

代后半期继植桑育蚕热 ,水田被改为桑园之后 ,出现了以养蚕为专业的

农户(蚕农)(王翔 ,2005)。

1.缫丝工:职业化与专业化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乡村兴起后 ,招聘了一大批年轻女工进入缫

丝厂 ,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但由于工厂就设在乡间 ,所以这些缫丝工

并没有离乡背井 ,没有离开乡间;但她们也脱离了农业生产 ,成为专职

工人 。“他们通常是早出晚归(丝厂没有宿舍),中午自带便当……平均

年龄为20岁左右”(陈慈玉 ,1989:189)。女工中未婚与已婚者各半 ,经

过见习1-2年后才成为正式的缫丝工 。在当时的经济现状下 ,缫丝工

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工人每年工作 250 天左右 ,就可以挣到

200元。20世纪初 ,平均 5口的农家 ,维持生计每年约需 195.8元……

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人都很自然地认为缫丝女工是富有的和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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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据说这些女工总是衣着漂亮 、外貌娇美 ,经常光顾戏场”(Howard &

Buswell ,1925;转引自苏耀昌 ,1987:182)。

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比如推动了技能教育

的正规化 。传统的缫丝业 ,只需父母教导和直观的经验即可胜任;而在

机器化生产中 ,则需要更多的知识才能适应不断的创新 。这也促使了

技能教育的诞生 ,既有正规化的蚕丝专科学校和蚕桑系科 ,也有职业教

育型的育蚕指导所等 ,许多丝厂的章程中都规定工人每日下工后必须

参加一小时的夜校学习(王翔 ,2005)。

工厂化的组织原则毕竟不同于原先的家庭手工生产 ,比如要求每

天准时上下班 ,这对工人的技能和生活习惯 、组织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近代工厂的组织形式和操作程序具体体现了工业社会的一系列

原则 ,蕴含着改造人 、重塑人的巨大能量 ,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女

性进入工厂后 ,必然要对这些工业社会的原则作出反应 ,在改变了的时

空环境中 ,逐渐地学会适应并参与工厂的活动 ,自动地接受近代社会的

价值观念 、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王翔 ,2005:354)。

“近代化机器动力的采用 ,工厂制集中生产的建立 ,大大增加了劳

动强度 ,劳动的社会化同样要求生活时间的社会化 。日出而作 ,日入而

息的传统作息习惯不再为人们所信守”(王翔 ,2005:356)。工作被局限

于某一既定的时间段内 ,其他则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工薪制也

被引入。民风习俗也因此而逐渐发生变化。

缫丝厂中女工占绝大多数 ,女性因此获得了额外的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 。这种劳动力的商品化对亲属关系 ,比如夫妻关

系 、父女关系 、婆媳关系 、大家庭关系等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费孝通 ,

2003 1936)。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随着经济地位的

提高和思想意识的开放 ,妇女解放的声浪日益高涨 。珠三角地区的“自

梳女”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

缫丝女工广泛开展了独身的姐妹会运动 ,姐妹会的成员不愿充当

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 。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自梳女” 。女性原

先只有在婚后才能够梳起头发 ,但在华南蚕丝产区 ,许多未婚女工把自

己的头发梳起来 ,表明其不结婚的决心。一位姑娘一旦梳弄了自己的

头发 ,就完全自立 ,其父母再也不能强迫她出嫁。二是“不落家” ,即一

个女人结婚后 ,不加入丈夫的家庭 ,不和丈夫一起生活(苏耀昌 ,1987)。

虽然早在缫丝机器引进之前就存在拒婚现象 ,但是“到 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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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化开始时 ,女权运动才采取了`自梳女'这种较高级的形式 ,即

完全不结婚”(苏耀昌 ,1987:182)。而这种拒婚运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

容忍 ,这是因为士绅越来越多地参与地方的蚕丝工业化 ,大多数乡村丝

厂都是士绅们参与兴建的。地方共同体的繁荣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蚕丝生产的顺利进行 ,如果士绅反对不结婚运动 ,就会引起女工们的不

满 ,从而导致蚕丝生产过程的混乱 。

　　不过 ,不能认为宗族和工厂主对不结婚运动的容忍 ,意味着士

绅统制和男权专制的衰落。它只不过是士绅的权宜之计罢了 ,其

目的在于调和男权专制与成功地进行蚕丝生产之间的矛盾 。若是

女工越过这个限度 ,拒绝工作 ,破坏生产 ,那么宗族就会毫不迟疑

地使用族权来粉碎罢工 。事实上 ,宗族曾经宣布:“一人不回厂上

工 ,全家出族;倡导罢工者 ,将受最严厉惩罚———关进猪笼淹死” 。

(苏耀昌 ,1987:188)

在这种背景下 ,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 ,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

住;甚或修筑贞女祠 ,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苏耀昌 ,

1987)。

此外 ,伴随着职业化 、专业化过程 ,缫丝工还对技术变革施加着重

要影响 ,对技术变革起着或推动或阻滞的作用 。

根据史料记载 ,在 20世纪之前 ,珠三角的缫丝厂都只是用蒸汽来

煮茧;而没有利用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 。1891年 ,随着政府政策环

境的好转 ,陈启沅将继昌隆缫丝厂迁回南海老家 ,并改名为“世昌纶”缫

丝厂。这个时候 ,陈启沅开始尝试更新机器 ,实现蒸汽化 ,但是遭到缫

丝工的抵制 。“约在 1892 年……世昌纶开始装置蒸汽动力带动缫丝

车 ,这是广东最早出现的蒸汽机缫丝厂 ,但实行仅两年 ,女工反觉不如

足踩易于掌握 ,于是在 1894年重又恢复足踩”(见陈天杰致上海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 1981年 3月的信件 ,转引自徐新吾主编 ,1990:116)。①

陈启沅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 ,并没有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缫

丝车 ,也没有利用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 ,这一方面可能是资金的约

束 ,另一方面也无疑有利于缫丝工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这种半机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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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过程。这也使得其所产的生丝能够及时迎合欧美市场的需求 ,

并迅速占领国外市场 。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 ———主要是上海———机器

化缫丝厂的兴起 ,珠三角所产的生丝质量相形见绌 。在这个时候 ,虽然

由于国外市场的巨大潜力 ,长江三角洲的机器化缫丝厂还没有对继昌

隆等珠三角的缫丝厂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压力 ,但是这个趋势却是存在

的。于是 ,以世昌纶为代表的珠三角缫丝厂试图革新机器 ,全面实行蒸

汽化 、机器化。但是这次变革却因遭到了缫丝工的抵制而进展缓慢。

以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真的不如足踩缫丝车① 易于掌握吗 ?

缫丝工的抵制何以能够成功呢 ?

我们注意到广东缫丝厂的个体劳动力生产效率很高 ,与欧美相仿 。

尽管如果以丝车为单位来计算的话 ,广东缫丝厂的单位产量并不高 ,甚

至只有上海的 60%左右。但是在上海和无锡平均每部丝车是 2.53人 ,

日本为 1.68人 ,广东是 1.04 人。因此 ,如果计算劳动力的生产率的

话 ,广东丝厂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约为上海 、无锡丝厂每个劳动力的

1.5倍 。但是广东所产的生丝质量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广东丝车

所采用的机器比较粗糙 ,也没有使用蒸汽动力来牵动缫丝车 ,而是用脚

力。这也导致广东丝厂内分工较粗 ,煮茧 、索绪和缫丝三者一体(陈慈

玉 ,1989:190)。而在上海 ,丝厂内分工较细:其中包括缫丝工 、缫丝补

缺工 、煮茧索绪工 、选茧工和剥茧工(陈慈玉 , 1989:45)。

从机器与人的比例来看 ,广东丝厂更倾向于劳动力密集型 ,而上海

丝厂则是资本和机器密集型的 。广东丝厂缫丝工相对更高的个体生产

率 ,也使得她们的工资较高。就像上面提到的 ,广东丝厂缫丝工的一个

工人每年工作 250天左右 ,就可以挣到 200元 。②

广东丝厂女工相对高的工资 ,估计还跟丝厂坐落于乡村有关系 。③

在乡村 ,乡绅 、宗族的势力相当强大 ,因此女工工资的高低不仅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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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了躲避城市中势力强大的手工业行会和官府的严密统制 、苛捐杂税 ,陈启沅将其缫丝

厂设在乡村(王翔 , 2005)。这样 ,缫丝厂靠近蚕茧产地 ,节省了交通运输费用 ,也有利于
获得熟练的缫丝女工 ,并且能够得到地方士绅的庇护。逐渐地 , 将缫丝厂设在乡间也就

成了珠三角的一个特色。

根据陈慈玉(1989:54)的测算 ,在同一时期 ,上海一等缫丝女工的月薪 ,即使在旺季 ,以一

个月 28日全勤计 ,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为 14.24元。而在上海 ,丝厂每年只能开工 8-9个

月。因而一年的工资不会超过 140元。

这种足踩缫丝车和陈启沅后来开发的脚踏缫丝车并不相同。后者是单机 ,而且完全不使
用蒸汽;以炭火来加热煮茧水。而缫丝厂里所使用的足踩缫丝车则采用蒸汽来煮茧 ,而

且是联结而不是分散的单机。



了单位劳动力的效率 ,也反映着女工背后的家庭力量 、家族势力的支

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宗族规定工人必须上班不准罢工等;相应地 ,

丝厂则支付比较高的工资 ,也不能轻易解雇工人。因而我推断 ,女工背

后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宗族势力 ,正是女工得以成功抵制机器化 、蒸

汽化的主要原因 。

在原有半机器化 ,采用脚力的情况下 ,女工能够获得相对高的工

资;而如果实现机器化 、蒸汽化 ,女工的重要性便会下降 ,机器的重要性

会上升 ,那么女工的工资可能会降下来 。另外 ,与女工们原先已经熟悉

的足踩缫丝车相比 ,蒸汽化的缫丝车无疑需要她们花费额外的时间和

精力去熟悉操作 ,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会导致心理上的焦虑以及经济

收入的下降 。因此她们抵制技术革新 。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又和

缫丝厂位于她们所仰仗的宗族势力范围有着必然关系 。可见 ,丝厂落

址村落的时候 ,是想避开城市里的官府和行业协会的阻力 ,并在乡间得

到士绅和宗族力量的支持。但这种支持 ,也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一种

牵制 ,世昌纶的技术革新历时长久就是一例。

2.蚕农: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近代缫丝厂建立之前 ,蚕农都是兼营产茧和缫丝的。也就是说 ,

养蚕和缫丝是天然一体的。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 ,也有社会因素 。从

技术上说 ,在发明杀蛹 、干燥技术之前 ,缫丝必须赶在收茧到出蛾之间

的短短十来天全部完成。因此无法在远离蚕茧产地的城市建立缫丝厂

或者手工作坊。而从社会因素而言 ,即使是出售蚕茧给临近的手工作

坊 ,因为蚕茧受时间约束比较大(几天之内卖不出去就会出蛾 ,也就失

去了价值),因此蚕农如果只是出售蚕茧的话 ,其谈判地位是很低的 ,很

难卖到一个好价钱。另外 ,缫丝对于蚕农来说也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收

入。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来说 ,缫丝就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赚取

额外收入的一大途径 。根据测算 , “每亩土地稻麦两作的收入与植桑育

蚕的收入相比 ,后者平均约为前者的 3.45倍 ,单纯植桑也为稻麦两作

的1.31倍 ,即使本人不植桑 ,购买所需桑叶用于养蚕 ,也为稻麦两作的

2.13倍 ,为单纯植桑的 1.63倍”(王翔 ,2005:35)。因此 ,蚕农有着很强

的维持家庭手工缫丝的动力。这一点在长江三角洲更为明显。在长江

三角洲 ,1894年 ,厂丝出口只占当年生丝出口总量的 7.4%, 1899 年上

升为 15.77%;1916 年 ,厂丝出口才第一次超过土丝 ,占 50.5%;直到

1925年以后 ,厂丝出口才稳定地高于土丝(王翔 ,20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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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 1936年 ,费孝通仍在开弦弓村观察到 ,蚕农虽然拥有合伙

的村办缫丝厂 ,但是他们仍然保留大部分的蚕茧用于自己缫丝。“这个

村庄过去至少有 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 。现在开办了工厂 ,同等量

的工作 ,不到 70个人就能轻易地负担起来。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减少

了。从技术观点来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但这一改进对农村经济

意味着什么呢? 将近 300名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劳动机会 。`失业' 的问

题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根据男女性别不同的传统分工仍然不

变 ,但农田面积如此之小 ,要把妇女劳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然而也

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费孝通 ,2003 1936:196)。

劳动力的闲置促使蚕农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蚕茧 ,自己缫丝 ,而不是卖给

工厂。“1929年 ,留给家庭的蚕茧约为总生产量(约 72000磅)的六分之

一 ,但 1932年增加到三分之二 。1936年我离开村庄以前 ,留给家庭的

约为三分之一……农民保留原料以便从事家庭缫丝的原因 ,并不在于

实际考虑丝和茧的价格 ,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缫丝能比卖原料多挣钱”

(费孝通 ,2003 1936:197)。这主要就是因为 ,如果不是自己缫丝 ,那么

闲置出来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其他用途 。因此费孝通看到 ,土丝产量

在某些年份里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还有增加的迹象。而国内对土丝的

需求(主要是丝织行业的需求)也使得蚕农的自缫土丝仍有市场 。可

见 ,在生活水平低下而又没有其他就业机会(包括更多的土地)的情况

下 ,蚕农有强大的动力继续维持家庭手工缫丝 。蚕农坚持手工缫丝就

使得缫丝厂缺乏原材料———蚕茧 ,而缺乏原材料就限制了工厂的规模 ,

也就限制了技术变革 。

珠江三角洲的缫丝厂同样面临蚕茧的供给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以高价向蚕农收茧。其价格高到比蚕农自己缫

丝后出售生丝所获取的利润还高 ,也就等于说蚕农在获取等量甚至更

多利润的情况下 ,还省却了缫丝过程 。而且由于缫丝厂扩大了对蚕茧

的需求 ,蚕农也就可以在种桑养蚕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 ,扩大生产。其

他缫丝厂基本上也都是采取高价收购蚕茧的策略 ,而且随着珠三角地

区缫丝厂的快速发展 ,所需的蚕茧量逐年上升 。所有这些都刺激蚕农

转而更多地出售蚕茧 ,逐渐放弃家庭手工缫丝 。① 缫丝技术的发展引

发了生丝出口大增 ,这又刺激很多原先种植稻麦的农民转而种植桑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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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陈启沅发明脚踏缫丝车之后 ,兴起了一个兴办手工缫丝作坊的高潮。



养蚕 ,这个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发展得尤为明显 ,种桑养蚕也从珠三角扩

展到广东的其他地方 。可见 ,在珠三角 ,养蚕和缫丝的分化比长三角要

迅速 。

珠江三角洲从事某种蚕桑生丝生产并从中获益的农户比例极高 ,

“佃农们则完全由生丝出口扩大中获益 。虽然顺德县的地租率最高 ,在

广东省的人地比例最糟 ,那里的土地价格甚至比广州更高 ,但是通过蚕

丝工业不断增加收入 ,仍然使当地人民得以享受广东省内最高的生活

水准”(Eng , 1986:190-191)。

如果农民不能从技术变革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么他们将会倾向

于维持原先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 ,直至外来的新技术将他们击垮或

者是新技术被挤出市场。但是 ,如果多余的劳动力能够找到其他谋生

方式 ,并能够获取相当甚至更高的利益;又或者他们能够从新技术当中

得到相应的利益 ,那么他们对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阻力将会大大缩

小。但是 ,如果没有其他行业能够吸纳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多余出来的

劳动力 ,那么他们就会抵制新技术 。同样 ,他们的抵制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其他主体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人口压力大 ,技术变革

的动力和压力会更小;抵制技术变革的力量则会更大。

由于国外对机缫丝也即通常所说的厂丝的需求量的剧增 ,使得珠

三角的缫丝厂所产的厂丝得以高价出售 ,这是它们能够支付给蚕农高

价的基础 。但这还只是基础 ,也不是惟一的基础。前面已经提到 ,建造

同等规模的缫丝厂 ,在上海需要将近9万两白银;在珠三角则只需 2万

两 ,至于那些手工作坊所需的资金就更少了。这样 ,技术改造使得缫丝

厂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收购蚕茧 ,而不是固定设施。其次 ,在珠三

角 ,一年有 6到 8季的蚕茧 ,这就意味着缫丝厂不用一次性购买全年所

需的蚕茧 ,而是至少可以分 6到 8次购入。这也使得缫丝厂在收购蚕

茧的时候具有更灵活的可接受的价格空间 。再次 ,珠三角的缫丝厂都

位于产茧的乡间 ,因此省却了不少运输费用。最后 ,正如前面所述 ,正

因为缫丝厂都位于乡间 ,通俗的来说 ,那是属于蚕农的地盘 ,因而他们

具有相对高的谈判地位。所有这些都使得珠三角的缫丝厂更“愿意”高

价收购蚕茧的同时 ,也“不得不”以高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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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结:技术与社会的互构

以蒸汽机(以及后来的电力)为动力的生产系统有着不同于传统家

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要求。以蒸汽机为动力基础 ,就要求缫

丝机 、纺织机等集中在蒸汽机动力附近 ,甚至要求它们在同一厂房内 。

相应地 ,工人也要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 ,而不可能像传统家庭手工业那

样各自在家生产 。因此 ,新技术的引入 ,对工厂内部的管理 、组织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 ,技术变革是不可能

的。例如 ,轮子平稳的转动只有通过中心动力有规则的机械运动才能

达到 。为了改进技术 ,引进蒸汽引擎 ,必然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

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 。电力的使用 ,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 ,从而需要

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在一个集体企业系统下 ,生产资料和劳动

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生产 ,引进新的社会组织 ,变革力量

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 。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

量的利益相关……新工业组织的原则是合作”(费孝通 , 2003 1936:

180)。也就是专业化分工 。

此外 ,技术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引进新技术的工厂 ,而是扩散到工

厂之外 ,对同行业的其他工厂 、手工作坊 、家庭手工业甚至更大范围的

社会组织产生着重大影响 。“改进技术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 ,而

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费孝通 ,2003 1936:236)。这从男耕女

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的解体 、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变化 、农

民的分化等方面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

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技术决定论的主张。在对技术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探讨中 ,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对组织尤其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

比如 ,技术越复杂 ,组织结构也就越复杂;对技术的依赖越多 ,也就越受

技术的限制(Thompson &Bates , 1957)。伍德沃德 (Woodward , 1958 、

1980)的研究发现 ,采用小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的组织结构更加灵活 ,

采用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的科层化程度更高。斯各特(2002)也认为

技术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互依性等特性 ,都影响着对组织结构的选

择;能够与技术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具有更高的效率 。

在看到技术影响着组织模式的选择 ,并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 ,我们

又看到社会环境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 。技术既不是铁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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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也不是技术革新者单方面决定的 ,它受到多方利益群体的影响 。由

于受到资金等的限制 ,陈启沅对蒸汽缫丝技术进行改良并自行制造;为

了平息丝织业者的仇视 ,陈启沅再次对缫丝车进行改良 ,使其适于分散

的家庭手工劳作和手工作坊的劳作;缫丝工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工

作习惯 ,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抵制了缫丝厂革新技术的尝试 。因

此 ,离开社会环境 、离开技术的使用者 、离开受技术直接和间接影响的

主体 ,我们都无法真正理解技术变革 。因此 ,我们需要“着眼于分析与

技术发展有关联的个人 、群体和机构 ,剖析它们本身的利益所在 ,它们

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技术施加影响的势能和着力点 ,从而去看它们对技

术的发展以及发展的进程产生的影响……许多新概念的产生都是为描

述有关技术和社会互相作用的 ,这些概念强调从技术的设计过程到产

品的使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 、经济 、技术环境中产生 ,并受特定的组织

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制约”(威廉姆斯 ,2004:82)。

而且即使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技术 ,也可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 ,从而

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结构(Barley , 1986)。与上海缫丝厂不一样的

是 ,珠三角的缫丝厂都位于乡间 ,其工人也都是本村或者临近乡村的农

民(徐新吾主编 , 1990;彭南生 , 2002;王翔 ,2002 、2005)。虽然在这个过

程中出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 ,但是缫丝工人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 。虽

然从个人身份而言 ,缫丝工人属于工人之列 ,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的

话 ,她们仍然是农民 。她们并没有失去土地 ,而一旦缫丝厂倒闭甚或缫

丝业崩溃的话 ,她们仍然可以回归到农民身份 。这种机器化的过程所

推动的也不是城市化 ,而毋宁说是集镇化。费孝通(2003 1936 、1986)对

小城镇的论述跟这个趋势也是契合的。与此相对地 ,上海的缫丝厂则

集中在城市。缫丝业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农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还加

剧了城市化过程 。而且这种城市化过程还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农

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成为缫丝工人 ,而由于失去家庭和家族势力的庇

护 ,他们也更容易被迫去适应现代工厂生产管理组织模式。与此相反 ,

珠三角的缫丝工人则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 ,也有能力去抵制可能有损

其利益的技术变革。

另外 ,这还体现了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分配机制 。正如前面所提

到的 ,长三角的缫丝厂更倾向于资本密集 ,在财富分配上更向资本倾

斜 ,因而可能会助长财富的两极分化。而在珠三角 ,则更倾向于劳动密

集;而宗族实力的存在又有助于维护工人利益 ,比如工人能够获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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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酬 ,能够分享到更多因技术革新而增加的财富 。因此可以说 ,同一

种技术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它并不完全取决于

技术本身的属性 ,它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和组织方式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 ———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也很好地揭示了这

一点。① 人们的价值理念 ,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他们如何使用技术以及

相应的组织模式 。同样的技术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也可以融合于

不同的组织结构 。

综合这两种视角 ,我们就会发现 ,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次形成

的 ,而是在多次反复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技术的组织刚性要求

特定的组织结构 、社会结构;但技术同样具有弹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应用于不同的组织结构 、社会结构。同样 ,社会也能够容纳不同的技

术。因此 ,社会因为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同时 ,建构中的

技术也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 。由此形成了技术和社会

之间的互构(邱泽奇 ,2005)。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的自主选择无疑又是

最为核心的因素 。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依据人们的自主选择(当然

并不排除在不同的技术 、组织背景下 ,人类的自主选择能力是不一样

的)而呈现 。

因此 ,技术并没有决定社会 ,社会也没有决定技术;而是我们人类

在其中选择契合点。同样 ,技术和社会的互构也不是自动生成的 ,而是

依赖我们人类的选择和行动才得以实现的———它必然以人的互动为基

础。而人际互动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就使得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必

然是在多次反复的互动中逐渐建构的 ,每一回合的作用与反作用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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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费孝通(2003 1936:180-181)所调查的开弦弓村 ,其变革领导者认为:“机器用来增添

人类的幸福。不幸的是 ,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但我仍然相信 ,试图把这些工具
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 ,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人

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 ,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

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新的工厂容易得多, 但我为
什么要这样做呢 ? 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们更加痛苦吗 ? 从技术改革所得

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我的另一个信念是 ,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
是一个乡村工业。我的理由是 ,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 ,像很多工业家所

做的那样 ,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
去工作 ,挣微薄的工资 ,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

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贫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 ,我

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我工作的目的是 ,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
作为原则的新工业 ,来复兴乡村经济。”在此 ,我们看到 ,变革者为了维护原来的家庭结构

和农民的利益,选择了一种合作经营的生产组织模式。



示着多种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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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and persisted for almost two years.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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