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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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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揭露了所谓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病态社会-$存在着,单向性-+,攻击性-等综合病症$极大地压抑了人性$使人

成为工具$从而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摧残$揭示了其邪恶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

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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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法兰克福学派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主要流派之

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流

派!它产生于 !" 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位于德国莱

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得名" 法兰克福

学派的基本理论!即社会批判理论!是使法兰克福

学派得以跻身于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重要原

因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对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而对工业社会的批判

又首先是从批判西方启蒙运动开始的"

一%对启蒙的批判

/启蒙辩证法0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重要著作!写于 !"

世纪 M" 年代" 全书除导言外!正文由$启蒙的概

念,%两篇附录%$文化工业, $反犹主义要素, $笔

记与札记,等六个部分构成" 该书的主题是论述

启蒙精神如何$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它的

反面,的辩证过程!从而展开对发达工业社会或

$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于启蒙的理解!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

两种含义" 广义的启蒙概念!指的是以光明照亮

黑暗!是对光明的追索" 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是

一种智慧的表现" 不过!人们一般在狭义的角度

上理解启蒙!这就与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有直接

的关系了" 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发端于文艺复兴

时期!它意味着一种祛魅化的过程" 由于在此之

前!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和宗教的权威之下!始终

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恐惧和依赖!作为主体的自我

的地位始终没有挺立起来!因而启蒙的作用!就明

确地表现在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

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人们相信!经过启

蒙!我们可以获得解放!不再为外物所拘束!并且

能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人为自然立法" 启蒙正是

背负着这种任务的"

启蒙的过程是实质上就是一场试图以理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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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神话!使世界祛魅的过程" 在启蒙的传统中!启

蒙是作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叛力量而出现的" 具

体来说!启蒙所倡导的精神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

涵#一方面是!启蒙精神倡导理性主义!要求人们

从对自然的迷信和对神或上帝的盲从中解放出

来" 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开地运用自

己的理性,!启蒙的目的就是祛除自然界的魔力!

用理性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 启蒙不仅要求人

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走向成熟与自主!从

而获得社会的自由与平等!而且也要求通过获得

知识!增强力量!以摆脱自然的束缚!成为自然和

社会的主人" 用理性取代信仰!用知识取代神话!

这是启蒙的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启蒙要求弘扬

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个性的张扬和个性

的独立!使人们挣脱神话%宗教和传统等级秩序的

束缚!使人们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去公开运用自

己的理性"

但是!启蒙是否真正与神话决裂了呢1 在这

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们看到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缠的另一面"

霍克海默%阿多诺并不只局限于 #L 世纪以来

的启蒙运动来谈启蒙!也不仅仅把启蒙看作是自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禁锢和束缚

中解放出来的一场现实的运动!而是把启蒙的概

念泛化" 在他看来!启蒙是指向人类文化中的一

切进步精神" 他强调!在人类的早期神话中就已

经包含了启蒙的精神"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

来!启蒙确实帮助人类摆脱了神话的控制!使人类

走向自主与自立" 但是!这种$摆脱,并非是一种

完全%彻底地与神话传统的断裂!因为!追根究源!

启蒙甚至可以说是发源于神话的" 用他们的话

说!$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

-#.M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深刻分析了这种怪像的原

因" 他们认为启蒙和神话之间最大不同在于#人

的统治代替了神的统治" 而这种界限!又很容易

被模糊开来#$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

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 俄狄浦斯2E'96],;3对

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4)!便是启蒙精

神的不变原型,"

-#.M也就是说!在启蒙中标榜的具

有理性的人类的地位!事实上在神话世界中已经

有所展露#物永远是被统治的对象!而在神话中虽

然人被神统治着!但是神与人始终有着$同形,的

亲缘关系" 这就意味着!启蒙并非如它标榜的那

样展现着与神话的彻底决裂***$神话自身开启

了启蒙的无尽里程,"

-#.L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的

历史似乎没有它所宣称的那种$清白,"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虽然承认启蒙在某种程度

上使人们摆脱了神祗的控制!挺立起了个人的自

主性" 但是!两位理论家的分析并未止于此!他们

发现启蒙为人类布下的更大局#它在帮助人类从

原始的神话当中摆脱出来的同时!又让人类陷入

了另一个神话***理性的神话" 霍克海默和阿道

尔诺说#$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

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

魔掌",

-#.L

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

揭露了启蒙向迷信!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必然性!

从而证据确凿地指证启蒙理性单向度化为工具理

性!是造成当代西方社会病症的罪魁祸首" 从社

会批判理论重建现代性角度看!霍克海默%阿多诺

对启蒙的反思!是展开新一轮人类自我拯救之前

的思想批判" 经过启蒙的世界给我们留下了$洋

洋得意的灾难," 理性启蒙精神许诺人们拥有自

由!但实际上人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远离自由" 启

蒙的许诺成了噩梦!理性的光辉也沦为黑暗" 理

性是什么1 理性有神圣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

性%技术理性!但现在理性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理

性已搅混为一体!它们统统都化约成了工具理性

或技术理性" 理性工具化了!精神工具化了!人格

工具化了!生命工具化了!一切代表崇高价值的东

西都成了摆设!因为工具理性为实现自己的目的

需要将它们作为手段来加以摆设"

当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的工具属性

转成终极目的时!完整的启蒙精神就因属人的感

性价值对同样属人的理性价值的遮蔽而发生分

裂!或者说!启蒙精神中价值资源%人文理想就必

然要失落!启蒙理性就只能堕落成为一种$合作

协调的智力," 它失去了崇高!它的价值由对人

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它的活动的合理性就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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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取决于它是否为某一目的2商业的!保健的!娱

乐的等等3!它的任务就是提出一种计划或一种

行动框架!它不寻求那种与生命和自然的和睦相

处的方式!它更不会提出一个和谐世界的可能谋

划!因此!它只是把世界当做工具!用来上演世界

被其征服的史剧!而这幕史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

一切以控制这幕史剧的人的用途为转移!所以!在

这幕史剧中!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着的!重要的是如

何去做!而不是应做什么" 于是!工具理性以及它

的功用在由启蒙所肇始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成为

压倒一切要考虑的事情!成为实现对自然和对人

进行控制的思维构架"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启蒙运动的理性为

追求那种使人类能征服自然的知识形式!而主张

通过抽象%分析!把对象归结为确定的普遍的量和

组成要素!把自然界看成数学上可掌握的可推论

的量化的世界!使自然知识抽象为量的数学化体

系而具有实证论或决定论特征" 在此情况下!

$认识却被限定在其重复性之中!思想则成了同

义反复" 思想机器越是拘泥于存在物!便越是盲

目地满足于再现这些存在物,"

-#.!"J!#于是! 思维

或理性就成为了一种具有抽象普遍性与可重复性

的$思想机器,或$工具理性,!它们所内含的社

会%历史%人类的意义全部被取消了!并且工业实

践使这种理性进一步物化了" 这时!科学技术本

身便被赋予一种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特征!它作

为具有因果规律性%普遍有效性与客观现实性的

知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某种价值$中立,

的抽象性和纯粹性的方法和手段" 马尔库塞认

为#$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

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

学,"

-!.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工具理性是专

制主义的!科学技术理性使自然成为统治的对象!

使对自然的统治转变为对人的统治!从而便走向

了自己的反面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

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

理性已侵入到了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支配着现

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构成了发达工业社

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控制的深层基础!

因此科学技术便异化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用以

取代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成了一

种具有非政治化要求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它以更

加隐蔽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塑造了一个单面

的社会与单面的人"

由此!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启蒙之所以

走上自我摧毁的道路!启蒙精神之所以出现奇怪

的倒退!启蒙之所以让人与自然关系逐渐疏离!全

部原因在于!启蒙精神发生了裂变!理性变成了工

具理性!操作性%工具性%控制性被当作为真正的

目的"

启蒙理性为什么会扭曲为工具理性1 原因就

是$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

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要求理

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

来!也就是说!它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

-F.自我

持存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 在霍克海默看来!整个西方文明都是建立在

自我持存的生存斗争的基础之上的#$斯宾诺莎

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

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

-#.!F人的

理性是服从于生存斗争需要的!$启蒙思想体系

成为既可以把握事实又可以帮助个体最有效地支

配自然的知识形式" 它的原则就是自我持存

2?'0Z;>'-3/0>,.43!不成熟性2<.Y,'.964['6>3指的

便是不具备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

-#.I!当人的心

灵完全按照生存斗争的要求而被改变的时候!人

就自觉地使自己适应生存斗争的需要" 而社会的

经济系统就为人设定了标准的行为样式" 只有按

照这样的标准来从事经济行为!个人才能生存"

对于个人来说!只有满足经济机器的要求的行动

才是合理的行动!才是体面的行动" 而任何违背

生存斗争原则的行动都是倒退!都是不文明%不成

熟的表现!都将导致野蛮#$按照启蒙运动或是新

教主义的观点!任何人如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

我持存的方式来直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倒退

到史前时期,"

-#.!F在自我持存的法则主导下!残

酷无情的自然斗争和社会环境窒息必然压制人的

个性与自由!人毫无自由意志可言" 人也无法驾

驭自身的内驱力!人受控于自然法则与本能!人都

要为生存而遵循自我持存的法则" 在强大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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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理性带给人类的宿命注定是悲惨的!人尽

管拼命抗争!但徒劳无益!人如同蚂蚁无足轻重%

无可奈何!最终不是被毁灭就是陷入绝望与恐惧

的深渊" 在自我持存的逼迫下!人已经逐渐丧失

了自由和个性!变成了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零部

件!因为$以阶级形式存在的自我持存!使每个人

都停留在类存在的单一层面上" 资产阶级的所有

特征!尽管有不同的分歧!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分

歧!才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即你死我活的社会竞

争" 社会所依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社会的烙印#

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

的产品",因此!以自我持存为目的的理性逐渐退

化成一种工具理性%计算理性!偏离了人的本性和

价值"

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同时为

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工业化社会

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冲

突关系都与工具理性渗透和扩张有很大关系!是

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 启蒙打倒了统治

世界的上帝!解放了人" 但是!它又使人成为这个

世界的主人" 人类的理性一步一步走向对外在自

然界的剥夺" 处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人类已不再

能够和自然界进行平等和善的对话!自然受到了

日益的控制和压榨"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

化研究的理论基点" 从总体上来说!这一学派对

文化工业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

文化批判视野中!文化工业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

文化现象!而且是经济现象%政治统治现象!更是

人的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 法兰克福

学派在文化上的基本立场是维护文化%艺术的独

立性的本质!强调文化艺术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解

的重要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业文化理论主要

是批判文化的经济化%商品化!反对文化与政治统

治的同盟关系!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

的人的异化状态!

阿多诺认为!在文化工业的统治下!个人不由

自主地融入到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模式化%程式化

的大潮中去!而人的个性就消失不见了!并丧失了

个人丰富的本真意义上的生活" 在传媒无孔不

入%无时无处不在的技术化%商品化时代!虚假的

个性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大

众文化时代盛行的廉价的偶像崇拜" 人们盲目地

看着流行的电影%唱着流行的歌曲!穿着流行的服

装!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是一个模子拷贝

出来的复制品!再也没有什么可供消费者分类的

东西了" 因为大众的艺术已经粉碎了人们的梦想

和判断!$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

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

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

态" 它们把自己称作是工业,"

-#.#"L文化工业就这

样以其呆板僵化的结构%刻板的形式无情地彻底

地封杀了文学艺术中象征着生命活力的自主性%

创造性和丰富多彩的个性" 单调乏味的文化使生

活也变得单调乏味!使人变成了$单面人," 艺术

抛弃了自己的自主性!反而为自己变成消费品而

感到无比自豪!$在今天!物质生产中的供求机制

正在瓦解!而上层建筑则在统治者的偏好中变成

了一种辖制" 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雇员%农民和

地位偏下的中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

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

的牺牲品" 相比于自身而言!统治者总是很自然%

很严厉地对他们施加道德压力!今天!受骗的大众

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

惑" 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 普通

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

的狡诈还要强大!甚至比严厉刻板的海斯局还要

强大,"

-#.#!"

文化工业导致人的个性的丧失!究其原因!是

因为文化工业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轨道!它以文化

工业的商品化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

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使

文化艺术沦为纯粹的商品!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

$商品拜物教,的特性" 同时!它自身的文化韵味

也消失殆尽" 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这样就彻底

破坏了文化作品的批判性!从而使文化作品完全

按照一种肯定行模式来生产" 文化工业所呈现出

来的世界是经过挑选后提供的!这不是一个真实

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制作出来的世界!充满了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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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虚伪!$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

在欺骗消费者" 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

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

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

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得对菜单感到满

意吧" 面对所有光彩照人的名字和形象所吊起来

的胃口!最终不过是对这个充满压抑的日常世界

的赞颂罢了!而它正是人们想要竭力摆脱的世

界,"

-#.#!%

文化工业抑制了人的主观创造能力和想象

力!变了人感受世界的方式#人们不再感受%经验%

反思世界!而是消费世界" 阿多诺指出#$文化工

业还仍然是一种交易!不过!它在文化上却是不可

救药的" 就像人们经常被集市上的小贩所吸引!

却在售货摊旁用强装的笑脸来掩盖内心的失望一

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情!所以说!经常看电影的人也是很了解电影机构

的" 一旦廉价的大众奢侈品以及与之相应的产品

被生产出来!就会产生大量的骗子!艺术商品本身

也就变了质,"

-#.#M!表面上繁荣的艺术种类与艺术

复制!如同传统歌剧一样!实际上早已衰亡和失去

意义!但官方的文化观却无视这一事实" 文化工

业的产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都是严格地按照商

品的操作程序运转的!其所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

了交换!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真正的需要!$正如

所料的那样!需求再次得到满足!但只是一种虚假

的满足!一种剥夺人权的满足,

-M.

" 文化工业意

味着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的全面覆灭!它表面

形式的多变掩饰了他艺术个性的丧失!它为人们

提供一种浅俗的笑!使人们陶醉在虚假的满足中!

实际上这里人们所具有的只是一种虚假反应!人

丧失了本有的丰富的内在性!人对大众文化的审

美已失去了审美追求的本来意义"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目的是通过操纵大

众的意识来控制现存社会及经济%政治制度" 他

认为!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之类的大众文化!是

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往往起

着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文

明" 由于现代工业文化的典型做法是不断更新!

整齐划一!使闲暇的工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创作人

提供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强制性!大众被文化所

操纵!剥夺了个人个性!$虚假个性是理解悲剧和

消除悲剧影响的前提#由于个人已经不再是他们

自己了!他们只是普遍化趋势会集的焦点!只有这

样!他们才有可能整个或全部转化为普遍性" 正

是通过这种方式!大众文化揭露了所谓资产阶级

$个体,的虚假特征!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

竭力鼓吹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一致性的人们!才暴

露出自己不讲道理的一面" 个性原则始终充满着

矛盾" 个性化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M"阿多诺认

为!文化领域接替生产领域实现了对生产者的控

制!一切都由市场掌握!甚至娱乐消遣也成了劳动

的延续" 大众文化不是通过公开的命令!而是通

过娱乐消遣作品原理中所包含的对比自身更重要

的现实的精致的描述!而最终完成这种任务的"

张扬个性的背后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的消失!文

化工业所造就的消费者是消费的奴隶!而不是

主人"

文化工业时候的大众文化控制性本质上是对

人的控制!大众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陷入一种尴

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容忍一再生产出来

的总是相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一切未经证明

是畅销品的产品不予信任" 大众在大众文化面

前!一切思想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完全被大

众文化操纵" 大众文化以独特的大众宣传媒介!

操纵了非自发的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

识的工具!消费者已经丧失了自主权!他们已经成

为异化劳动成果的自愿奴隶"

总之!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在表面的多样

性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同构性文化工业弱化了消费

者的主体和自我!使其成为被宰制%控制的对象!

文化工业变成煽动%愚昧大众的工具" 在文化工

业的统治下!人逐渐失去了个性和自由"

四%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现

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以独有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 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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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所披露的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引

起的特定倒退和社会病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仍

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思考在任何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

种种社会问题"

"一$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思想视野中!社

会批判理论试图剖析资本主义现有局限和压迫的

产物!它希望消除资本主义所有对人的奴役形式"

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奴役

人%压迫人的形式的揭露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

批判思想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没有对资本主义

本质的认识!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

没有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没有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正确认识" 而从批判的视角出发!法兰克

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最

终旨趣!通过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

上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压迫人%

剥削人的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不是

目的而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已!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异化和物化!使人处于被奴役

的地位" 所以!只有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出

发!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获得一种批

判性的全面观点!在发展社会主义时摆正发展人

的自由和解放的手段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目的

的关系!不断调试自身以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事

业的发展"

"二$反思和批判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端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指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它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

深刻洞察!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就是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反思和追问!这一

理论倾注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它以社会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来确定批判的指向%内容和目标!它从

理想和$应有,的视角来审视现存世界!通过对

$应有,与$现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的揭示!

探寻解决矛盾的根据%可能性和途径!其最终旨趣

在于变革现实世界!使人从各种奴役%束缚和压迫

中解放出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人

类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反思和校正!

现代性的难题孕育了批判理论!也证明了批判理

论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严格意义的批判理论

是现代社会的伴随物" 当现代化真正成为中国社

会的主题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才终

于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

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应该看到!由于这一改革的

非全方位性!所以其弊端也同时严重地暴露出来"

深刻反思和揭露各种社会弊端产生的根源!在对

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发展人的自由解放的具体形

式!推动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我们当前的首

要任务"

"三$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和批判

方法%原则推动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通向人类自由解放途中的

一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它会遇到许多的矛盾和

问题" 为了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标!社会主义需

要以自觉的社会批判为动力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

己"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和

运用他们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原则来完善和

发展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但应该

看到!一些弊端也同时地暴露出来" 深刻揭露和

批判各种社会弊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 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自觉地进行社会批判是社会发展的

内在机制!是社会主义存在%发展和完善的内在原

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一段时间

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主观地美化" 这种作法

将社会主义置于不可批判的光环之下!拒绝吸收

和借鉴社会主义以外的本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

人的自由解放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社会

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影响了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发挥"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顺应时代

发展的需要!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自觉地对社会主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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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进行批判!事实证明这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

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

的稳定!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生机!充分显

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去指

责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要紧的是对社会主义存

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批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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