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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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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但在传统的现代化追求

中 ,却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失落 ,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内在优势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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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渐迅猛的现代化潮流 , 加速了世界各国的

社会发展 ,人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理应是一致

的。然而 ,历史的悖论在于 :现代性的建构却使人

的解放演变为人的物化 ,导致了人的失落。因此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实现人的发展与社

会发展的统一 ,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之一。

一、现代化进程中导致人的失落是现代

性的悖论
现代性源于近代“启蒙 ”,它推崇科技万能、工

具理性、市场原则、自由平等、效率追求 ,并视之为

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在启蒙运动中 ,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 ,一切都受到了最

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

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

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1 ] ( P355)启蒙思想家

以理性为武器向传统的宗教神权、封建专制宣战。

人们在理性的照耀下充满着乐观主义和进步向上

的精神 ,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当时 ,人们

视理性为最高的法则 ,相信人天然具有理性能力 ,

人类心灵能够获得知识 ,其最强悍的表述就是培根

的“知识就是力量 ”。在这一前提下 ,知识以及知

识体现的理性 ,是毋庸置疑的 ,“成问题的只是如

何、用什么方法得到知识 , 知识的范围能扩展多

远 ”[ 2 ] (p431) 。正是以理性、知识和科学以及其他类

似的名义 ,“现代性 ”才踌躇满志地向人们承诺 ,作

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 ,获得自身的

解放。现代性的任务不但是使理性主宰作用得以

建构 ,而且要使人的物质欲望也能得到满足 ,从而

创造出具有丰富本性的完整现代人。“凡是人的

一切特性我都具有 ”,这句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反复

传诵的古希腊箴言 ,清晰地揭示了现代“人 ”的理

想目标。

然而 ,在社会变革不断展示现代性特征的进程

中 ,一方面 ,物质的愈来愈丰富 ,开发出了个人的潜

能 ,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肯定了 ,个人的进取精神获

得了相当程度的确认 ;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的进步 ,

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 ,也给社会带来深刻

的危机和隐患。一切都符号化、程序化了 ,人的多

方面要求受到肢解和扼制 ,个体人格的和谐发展受

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 ,社会生存竞争的日趋

激烈 ,加上社会体制的种种弊端 ,人们在功利主义

支配下 ,生活极度紧张 ,又异常单调、乏味 ,生活失

去了任何自由的诗意。这样 ,启蒙运动中“人的发

现 ”就造成了人的失落 ,形成了现代性的悖论。

第一 ,人的主体性失落。在现代生产活动中 ,

由于科学技术功能的空前发挥 ,造成了人们对工具

02

3 [收稿日期 ]2008 - 12 - 14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诚信的三重境界及其社会价值与实现机制 ”(2008B068)暨武

夷学院校级研究项目“理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 ”(XW 08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用芳 (1964 - ) ,女 ,福建南平人 ,武夷学院管理系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



理性的盲目信仰 ,出于对利益的永无餍足的追求 ,

人的生存的多维性 ,人的精神需要 ,人的内在体验

和感受遭到忽视 ,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

第二 ,人生意义的丧失。在现代社会中 ,可计

算性成了绝对标准 ,成了评价所有过程的唯一合法

尺度 ,任何无法计算的事情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

形而上学。思想已被机械化 ,它受到可证实性和可

重复性的限制。科技所带来的文明生活已被嵌入

无限之中 ,短暂的人生并不会登上巅峰 ,因为巅峰

在无限之中。人们在精神上只能捕捉稍纵即逝的

感官满足 ,而并非终极意义。现代文明生活通过它

的“进步性”宣告了人生的无意义。

第三 ,人类自由和个性的缺失。在韦伯那里 ,

形式合理性的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

这样 ,对于个体而言 ,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独

特人格的人 ,而是作为整个体系中的一个无人格、

无差异的形式化的环节而存在。因为 ,任何一个经

过严格的训练的人都能将他取而代之。人们在各

种规则的笼罩和监视下 ,衍生了归驯的灵魂。种种

规则内含的权力如一道道绳索紧紧束缚人们的思

想、行为 ,使人不再具有心灵自由的空间。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失落 ,我们不得

不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关系问题。如何正

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实现人自身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为解决我们的困惑

提供了答案。马克思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 : 将人

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性。他指出 ,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

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

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

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

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1 ] ( P617 - 618)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推

动着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社

会形态转化 ,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同时又是在

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人与现代化的关系

应当是 :

第一 ,人是社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社会活动

的主体是人 ,即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构成社会交往

关系的现实的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通过

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

发展的过程。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社

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许多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 ,

人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 ,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条件。新兴的美国在 19世纪 80年代后成为最大

的产业国家后压倒英国 , 其原因就在于 , 当时英

国的劳动力只有 70%受过教育 , 美国则高达

90%。现在的日本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经济大国 ,

据统计 , 80年代后美国的受教育率不足 80% , 而

日本则超过了 95%。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与实

践启示我们 :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在于

人 ,现代化的滞后也缘于人。这些都客观地说明 ,

只有开民智 ,才能固国固本 ,才能成可大可久之业。

第二 ,人又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归宿。人不仅

作为发展的客体手段充当生产要素 ,更是作为发展

的主体 ,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推动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 ,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自身的

发展 ,人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归宿。正如英格尔斯

所言 : “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

和管理方法 , 也无论这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

治和行政管理 , 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

施的那些人 , 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

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 真正能适应和推动现

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 , 那么 , 这个

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 3 ] ( P120 - 121)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

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加凸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

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4 ]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

创新 ,而创新问题 ,说到底是人才问题。“科技进

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 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

劳动者的素质 , 培养大批人才。”[ 5 ] ( P163) 只有拥有

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进

步。“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

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

响”。[ 5 ] ( P433)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 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

“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

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 发挥我国巨大

人力资源的优势 , 关系 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

局。”[ 5 ] ( P441)
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是指科技人才 ,

也包括广大劳动者。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

动 , 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 , 一切有益于

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者都是宝贵的资源。

如果说 20世纪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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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那么 21世纪就是“财富源于人力资源 ”的时

代。“人越全面发展 ,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

造得越多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 而物质文

化条件越充分 , 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

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

的历史过程 , 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

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 ,

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2 ]然而 ,人的发展又不是

科学技术对人的推进的单向度过程 ,而是体现在社

会关系的变革和优化中 ,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形

成正确的发展战略、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对于人

的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以人为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对人的诉求
现代性问题的要害 ,是人的物化或人生价值的

沦丧。贝克和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

会 ”。在“风险社会 ”中最大的风险乃是人的价值

理想的虚无化和人生的无意义感。伯尔曼在谈到

西方社会的危机时 ,将这种危机概括为“整体性危

机 ”,其根本含义是 :“生活的意义何在 ,他们被引

向何处去。”[ 6 ] ( P35) 他认为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个

体层面 ,而且也发生在民族或各种群体的层面 ,它

意味着“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

溃的可能 ”[ 6 ] ( P35)
。吉登斯注重于从制度结构层面

研究现代性问题 ,但他也注意到 :在“现代性背景

下 ,个人的无意义感 ,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

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 ,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

题 ”[ 7 ] ( P9) 。

实现对工业文明下现代性的超越 ,其深层本质

就是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诉求 ,“人的全面而

自由发展 ”将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真

正解决 ”的内在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 :“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 ,其核心是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

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 ,就是在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和健康水平 ;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包括公民

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

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就是要创

造人人平等发展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

境 ”[ 8 ]。

“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理论体现了手段与目

的的统一 ,理性与价值的协调 ,是在把握现代经济

发展趋势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从而实现

了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超越。

第一 ,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核心、归宿 ,以是否更有利于人

的生活和能否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为

衡量及判断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标准 ,以人为

中心来规范经济社会活动。这就超越了以物为本

的理念 ,并把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地统一

了起来。

第二 ,围绕人的实际需要来制定发展战略、进

行设计制度 ,以能否激励每个劳动者探索力和创造

力的发挥 ,作为评判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根本尺度 ,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充分尊重和实现人的

价值 ,努力创设人们公平竞争、平等发展 ,在充分发

挥人们聪明才智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社会环境。这

就不仅把人的发展包含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 ,而且

可以使劳动成为人的自主创造性发挥过程。

第三 ,注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保障 ,使各

阶层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从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发展 ,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

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切实有效地解决人

民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使发展的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这就可以消除把人视为工具的问题 ,并

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统一

起来。

第四 ,强调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人与

自然关系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既注重人

们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健康素质的提高 ,又

注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追求

统筹兼顾、统合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这就可以有效

消除工具理性导致的短期行为 ,形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优势。

在经济社会变革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 ,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 ,首先 ,要确认“人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主体地位。人的本质实现在于探索与创造 ,在于

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实践中的实现与升华。历

史与现实表明 ,一方面 ,人是社会性的 ,没有人也就

没有经济活动 ,更无所谓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善 ;另

一方面 ,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人们更好地生

活 ,满足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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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才能转换发

展理念 ,落实科学发展观 ;也只有充分重视人的发

展 ,不断提高人的素质 ,才能有效增强人的创造力 ,

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 ,要重视人的价值 ,不

断满足人的需求。社会心理学揭示了人的一系列

复杂需要与其行为动机之间的关系。被誉为“人

本心理学之父 ”的亚伯拉罕 ·H·马斯洛认为 ,当

一个人较低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之后 ,人们便会转

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 ,随着人向自我实现的

目标迈进 ,他对生命的满意度也提高 ,其自我价值

的体现就越充分。正是这种对自身需求的欲望和

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去

创造 ,从而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再次 ,

要尊重个人权利。人 ,就其本性来说 ,具有个体性

和社会性两重心理。这就要求在社会的所有制结

构中 ,区分个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两块天地 ”。

这样 ,人性 (个人性和社会性 ) 、人的劳动 (个人劳

动和社会劳动 )的价值方可协调 ,从而形成人的自

主性 ,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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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πs a sp ira tion s in the process of soc ia list m odern iza tion

CHEN Yong - fang
(M anagem ent D epartm ent, W uyi U niversity, Fujian W uyishan C ity 3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peop le, asmain body of historical activities, are also the main body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has led to the loss of human values, creating a paradox of modernity. To achieve the all -

round development is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modernization,“peop le - oriented”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in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reality reveal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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