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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下的乌托邦评述
*

董四代

(武夷学院 管理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乌托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表达着人们的社会理想, 但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如果把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等同,就会形成对它的简单否定, 从而使它包含的理论丰富性不能

得到揭示。为认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必须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目标与过程、传统与现

代、批判性与宿命论、道德理想与极权主义、社会批判与社会变革等多侧面对它进行认识,进而

揭示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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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托邦  一词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

同名小说。它的原意是 �乌有之乡  , 自从严复用
�乌托邦 一词将其译成中文以后, 就成为学术界

普遍认同的概念。人们将它与佛教中的 �华严

界 、古典散文 ∀桃花源记 #中的 �世外桃源 相提并
论, 同时又用它来表达不切实际的幻想, 成为空想

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乌托邦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人们在不同的背景

下, 从多重视角上揭示了乌托邦的含义。

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

德国学者卡尔 ! 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

邦#中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每一种

政治都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统治没有确立

之前,批判现实的追求都有乌托邦的色彩,但统治

秩序确立以后, 其中有些转化为意识形态,而另一

些则成为乌托邦。他说: �现存秩序产生了乌托

邦, 反过来,乌托邦又被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纽带,使

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秩序的方向自由发

展。 [ 1] 409
因此, 他认为乌托邦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

的作用,并指出: �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

在静态中,人本身变得与物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

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

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

任何理想, 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

样, 在经过长期曲折的, 但亦是英雄式的发展之后,

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

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被摒弃

时, 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 从而丧失其

理解历史的能力。 [ 1] 539

卡尔 !曼海姆认为,历史就是在对现存秩序的

批判中形成乌托邦,并不断追求新秩序的过程中发

展的。他把受压迫者视为乌托邦的追求者, 认为:

�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

和改革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致于他们不知不

觉地仅仅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

素。 
[ 1] 83
对于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 �只要他

们在与现存世界的关系中还是局外人,那么,乌托

邦、观点和行动三者的统一便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 [ 1 ] 529

二、蓝图乌托邦与过程乌托邦

乌托邦大都有一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理想社

会蓝图, 这种蓝图就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赫茨勒

说: 乌托邦思想家 �给我们描绘出来某一时代或某

一地方的图景; 那里会充满公正、友爱、和平、富裕

和幸福。 [ 2] 251
这样就可以 �扫除当前社会和道路

的弊端, 与他们的时代决裂, 摒弃旧的传统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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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偏见, 消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

由的种种遗产,摆脱 ∃现行的 %陈词滥调, 超越他们

所处的时代 [ 2] 429
。如果把乌托邦视为在对现实不

合理的批判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精神,也就是看

做一种过程, 则能更多的体现出它的批判超越性。

这就如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 �历史的动力 (而且

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 ), 不是乌托邦的实

现, 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

∃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

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 3] 92
他还说: �维克

多!雨果乐观地宣称, 乌托邦也许并不是 ∃明天的

真理 % ,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

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

至关重要的。 [ 3 ] 2
如果说人们在追求美好未来的过

程中,形成了并不断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精

神, 则可以发现现实的不完美,坚持与时俱进,从而

形成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社会发展是一个过程,蓝图乌托邦强调的是目

标的完美性。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们, 有一盏理想

之灯是形成不懈追求精神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

把这种蓝图转化到现实中,则否定了现实中许多合

理的东西,必然造成理想之灯的熄灭和社会秩序的

破坏。因此可以说,乌托邦的积极意义更多地是体

现在精神追求的过程之中,体现在它对现实生活的

�诊断  并追求一种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想境界。

三、传统乌托邦和现代乌托邦

传统乌托邦是在传统社会里出现的社会理想。

由于自然经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上的封闭性,这种

乌托邦是把人类的 �黄金时代  视为已经过去的历
史, 以歌颂古代的方式反对现实,或者是把理想社

会置于彼岸的 �天国  , 以表示对现实不平等的抗

议。现代乌托邦是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出现和发

展起来的。现代性以理性主义为核心, 主张市场原

则至上,追求效率、自由、平等, 它在推进科学技术

发展、经济效率提高、政治民主化和人的自主创造

性发挥中, 又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的张扬,造成了

贫富分化、民主法制形式化和人的异化, 并激化了

各种矛盾。艾森斯塔特说: �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

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

扩张的伟大许诺, 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

性: 暴力、侵略和种族灭绝。 [ 4] 67
现代性是被编入

资本主义的密码运行的, 但 �现代乌托邦主义被启

蒙运动的一些核心观念 & & & 历史进步论、可完善论

和乐观主义所滋育 [ 5] 34
而发展了起来。现代乌托

邦随着现代性的悖论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造就

了现代文明, 但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现代乌托邦先是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 后来

又成为人们批判资本主义, 追求人的解放的学说。

曼弗德认为: �即便是 ∃头脑最为简单的 %乌托邦,

也∃拥有显著的人类品性 % ∋∋显而易见, 同科学

的与军事的 ∃现实主义 %相比, 高估了理想力量的

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要更为充分地拥有他们的理智,

而且也更为紧密地同人类的现实联系在一

起。 [ 6] 260
现代乌托邦的意义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

批判中以超越性追求实现人的解放。

现代性不仅使市场原则成为至上的命令, 而且

�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 的确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

步, 赢得了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 在追

求效率和实施技术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

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 7] 89
现代性的悖论是现

代乌托邦产生和发展的根据,现代乌托邦都带有理

想主义的色彩,但它又在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保

持着自己的生命力。拉塞尔 !雅各比说: �在政治
让位、疲软的时代, 乌托邦精神仍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为必要。它唤起的既不是监狱, 也不是规

划, 而是关于人类休戚与共和幸福的理想。 [ 6] 274

四、乌托邦与宿命论

乌托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因而总是

能集中人类智慧,引导人们突破现实的局限,树立

一个更高的目标。赫茨勒说; �乌托邦思想家在他
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思想上富

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思想力的人∋∋他们是面对着

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 [ 2] 251�252
他还说:

�指南星并不因为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

作用。理想是目标, 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

虽有很大差距, 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

想树立在它的面前, 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

的。 [ 2] 266�267
而宿命论或是使人们满足于现实, 按照

现行的规则行事,或是视理性为至上命令,这就不

能形成解放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在追求时尚中失去

理想,在理性的支配下成为 �单向度的人 。因此,

拉塞尔!雅各比说: �与其说单调乏味出自乌托邦

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源自乌托邦主义的缺席  [ 6] 259

他在评价 � 9! 11 后西方社会情景时说: �如果没

有乌托邦冲动,政治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机械粗暴,

而且往往会沦为西西弗式的神话;尽管它一个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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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堵塞漏洞, 船舱却垮塌了, 船也就沉没了。自

然, 水漏是应该被堵塞。但是, 我们也许需要一艘

新船,需要一种理想;当水面上升, 船员和旅客惊惶

失措之际,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理想。 [ 8] 196

宿命论造成了人们追求感官刺激, 导致听天由

命和无所作为, 失去的是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从

而听任理性的摆布, 成为理性控制下的不自由的

人。乌托邦使人们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燃起追求未

来的激情, 克服线性思维的局限,寻求社会的和谐

和丰富多彩, 从而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

或者说,乌托邦可以打破社会发展特定状态造成的

局限,不断探索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也许它对

未来的设计有不可行性,但追求未来的精神却使人

们有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

五、乌托邦与极权主义

乌托邦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仍有争议的

问题。人们把理性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并以

此为根据认识社会的发展。艾森斯塔特认为: �总

体性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 其中最重要的便

是理性高于一切的原则 (它经常被看成是启蒙时

代的中心思想 )。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或实质理

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之下,或者

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

在某种情况下, 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技术

统治论和道德乌托邦理想可能还会在极权主义笼

罩下进一步结合起来。 [ 4] 86�87
也就是说, 客观理性

即工具理性和主观理性即道德理性是两种不同的

思维方式和制度选择。拉塞尔!雅各比则认为:许

多人 �对绝对体制的谴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对

乌托邦的谴责,似乎它们有着明显的联系一致。它

们是真的有联系吗? 事实上,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

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起码, 如果不将乌托邦主

义这一概念扩张到含糊暧昧之中, 而要在纳粹主义

里面找到乌 托邦主义, 就是非常困 难的事

情。 
[ 6] 69- 70

应当说, 专制主义的根源并不在乌托

邦, 但在把乌托邦实践化的努力中也有导向专制的

可能。

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同样带有乌托邦

色彩的历史设计, �相信存在着一种全知全能的科

学来指导人类完成进步事业, 这是最大的乌托邦,

一种历史哲学的乌托邦。 [ 9 ] 93
也就是相信发现了

终极真理, 然后按照它的启示进行实践规划,以主

观理性为原则进行社会构建,从而形成与专制主义

相联系的乌托邦。在计划经济下,形成了权力控制

社会的机制。同时,在社会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

建立理想社会,就突出了道德在其中的作用。与以

上相联系,道德乌托邦要求有一种英雄崇拜,于是

就在这种崇拜中形成了群众运动,这既使人们失去

了自我理性判断的可能, 又开通了走向极权的道

路。因此,乌托邦的意义只存在于从现实走向理想

的批判性超越中, 而不在于实践化。

六、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

因而在政治革命中可以成为发动群众的思想武器。

在实际斗争中,任何纲领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

彩。弗雷德里克!波拉克说:精英人物 � 创造了一

些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的某

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

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

鸣, 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

这些把人民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想的力

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

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

隐蔽着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 [ 3] 19
在不具革命条

件的社会改革中,乌托邦既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

又提出超越现实的社会理想。这就有利于在认识

现行体制的弊端中形成改革方案。所以,拉塞尔!

雅各比说: �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
的乌托邦两者中间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

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与此相

反; 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梦想 & & & 或者至

少可以说, 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 日俱增的

进步。 [ 8 ] 2

任何社会变革都有一种民众的期待心理, 这

样, �任何的主张都带有理想性, 理想总是无法立

即、充分且完整地被实践。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

想, 事实上正是由于它不可能被完全实现。因此,

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有距离,这种距离是理想与现

实隔开, 但又产生关联的关键所在。 [ 10] 119
尽管乌

托邦是不能实现的,但正是它包含的批判现实的超

越性引导着社会的发展。

乌托邦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非理性力量。因

此不能以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证明它的正确与错

误。它的内涵的丰富性要求从多视角上对它进行

把握。应当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乌托邦都与社会主

义有联系。因此, 我们还不能轻言 �告别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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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必须深刻把握它的含义,并在特定背景下认识

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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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 em ent Departmen t, Wuy iC olleg e, F ujian Wuyishan 354300, Ch ina )

Abstract: U top ia descr ibes people% s soc ia l ideal in critic izing the rea lity, but it% s also a concept w ith r ich connota tion. O ften

U topian is regarded as fantasy socia lism and is g iven the negative rev iew s, so tha t its theoretica l r ichness can% t be revea led

con tinuously. In order to revea l its sign ificance in soc ia l developm ent, peop le should recogn ize it from m any pe rspectives such as

its connectionsw ith ideo logy, ta rget and process, trad ition and m ode rnity, criticism and fa talism, m oral idea l and to talitarian ism,

soc ial cr itic ism and social re fo rm.

Keywords: U topia; ideo logy; targ et and process; c 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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