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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现代化思潮的反思～

口郭海龙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对反现代化思潮的一般特征进行了概括。在指出了该思潮局限性的基础上，重

点阐述了其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反现代化；现代化；社会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3)04—0053—03

反现代化思潮是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功过等

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不论正确与否，这

种反思都或多或少地揭示了现代化问题。因此，对反

现代化思潮进行反思，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

定的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

反现代化思潮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应。因为

现代化不仅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还具有消极作用。但

我们长期以来是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褒义词来看待的，

这是一种认识的偏差。美国学者艾恺先生将现代化

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

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

理智运用过程。”w他对现代化的定义表明：传统的现

代化理念是有缺陷的。传统现代化理念的两大支柱

——“擅理智”和“役自然”强调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

值标准就是“效率”，这就会导致工具理性的僭越。基

于此，反现代化思潮对传统的现代化理念进行了无情

的批判。它们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是有重大缺陷

的，是一种倡导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已经开始而且还继续给整

个自然界和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人成为了理性的牺

牲品，自然成为了奴役的对象，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

的人文缺失和生态危机。

一般来说，反现代化思潮都有如下的共同点：

第一、认为现代化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匮乏，造成

了文化危机。它们认为现代化自18世纪末以来形成

了深刻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人与工作

的关系上，“现代化——它的所有侧面——端赖于效

率的逻辑，也就是分工。随着专业化的深进，人们不

再是机器的主人，而成了它的受害者。工作变得越来

越单调，也进一步地剥夺了工人其作为人的种种能力

的发展，其他能力也日益萎缩。”“1其次表现在人际关

系与社会规范上，“由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效应，人群

关系遭到毁坏；个人从家长式的主宰制及层阶制中

‘解放’了出来，却付出了放弃人群及社区关系这个代

价。人们的关系丧失了道德义务的感觉和情绪的特

质，因而日益变得单单只靠了经济利益加以维持。所

有人际的互益都基于物质利得。”【11

第二、以传统形式或理想形式作为反现代化的参

照物。所有的反现代化思潮都以各传统形式(或理想

化)的社会当作评判现代社会完善与否的参照物。它

们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人

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之

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

解。’’‘11

第三、对传统理性进行了深人的批判，认为传统

理性具有反人性的一面。他们认为传统理性过于呆

板，是一种对事物进行分类整理的工具理性。这种理

性的偏狭性使人们忘记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近代

西方文化的所有特征为片面的‘理性主义’(mssu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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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隐含原则的必然结果。西方历史恰是把这种邪

恶的精神原则作为其基础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当代西欧文化与社会所有贬损人性的特征——个人

主义、法制主义、社会的单元化、非宗教、反道德、唯物

主义、商业化、官僚化、集权化、都市化、非人化、工业

主义等等，都是这同一个原则的必然结果。““

第四、反现代化思潮也是西方传统文化发展的必

然结果。它根源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内

核。“理性的优先主导性的引申之～产生了一种含糊

却广泛存在的对进步的‘设定”’。⋯可以说理性就是

进步、理性就是尺度、理性就是上帝。但随着现代化

的进展，理性的这种设定越来越受到了质疑，反现代

化思潮就是对现代化反思的逻辑结果。

反现代化思潮是对现代化反思的产物，但由于它

对现代化采取了“反”的态度，因而注定有其局限性。

反现代化思潮一般都具有如下的局限性：它们对现代

化的批判往往是一种形而上批判，缺乏对现代化本质

的正确认识，对现代化不能采取一种公允的态度，对

现代化的进步作用常常认识不足；它们对现代化常采

取一种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批判方式，这就有两大

失误：一是对现代化弊病认识不清和矫正不利，往往

只能起隔靴搔痒的作用；二是对前现代化社会的完美

性估计过高，往往将传统社会视为人类的理想社会。

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反现代化思潮也有其存在价值。

它对我们做好现代化各项事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化的本质和更

好地进行现代化实践。“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

与意义是：在批评的过程中，辩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

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应付的代价。”Ilo它使我们认识

到了现代化的两面性：既有进步之处，又有其不足之

处。“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

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

作为代价”。⋯反现代化主义者所揭示的种种问题都

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必然结

果。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传统的现代化理念是有

严重缺陷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建现代化理念。

现代化的各种行动无非是人的行动而已，而人是

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现代化理念的优劣与现代化行

动有重要的关联。研究现代化理念、树立适合社会需

求和人的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理念是保证现代化成功

的关键。传统的现代化理念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

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

动向纵深发展，该现代化理念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其

主要弊端是过度倚重对物质的追逐而忽视对人的关

切。正如马克思所言，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

贬值成正比。具体来说，主要是价值观的失落。现代

化进程中的西方社会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美国学

者宾克莱所著的《理想的冲突》一书揭示的就是这个

问题。而没有核心的价值理念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

的社会是很危险的社会。因为除了超越动物的物质

生产外，精神领域的丰富和文明是维系人类发展的又

一条件。现在，重建现代化理念的重中之重是要凸现

人在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英格尔斯在谈到

人的现代化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

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化心理基

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身还

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

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

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可以

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因素。

当然，人的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

史的概念，不同的社会形态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和内

涵。何谓“现代人”?对“现代人”这个概念应做深层

思考。诚然，“现代人”一定是“现代社会人”，现代人

中的“现代”概念的内涵是社会所要求的，这些人被塑

造成什么样子也是由该社会从其自身需要出发而使

然的。也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一定社会所要求的具有

特定行为模式的人。但问题是现代人并不一定就是

理想的人。如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是现代

社会所塑造的人，但却并不是一个台乎人的全面发展

要求的人。所以，现代人应做好两个“提升”：一是要

继续从传统人中提升出来。因为“传统人所拥有的品

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

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要冲破这个牢

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

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

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21二是要从片面

现代人中提升出来。因为片面现代人具有偏狭性，这

种偏狭性表现在人的主体性迷失，因迷恋功利性而为

物欲所驱使等方面。

其次，对反现代化思潮进行反思，为我们重新认

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反现代化思潮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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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理论产物，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的适时反思。它指出了传统的现代化的种种

弊端：如人的主体性的灭失、工具理性的僭越和价值

理性的失落等。面对这些问题，反现代化主义者展开

了全方面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反现代化思潮也

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在西方社会的实践价值就在

于它对现存社会的矫正性(至少是批判性)。西方社

会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的调

整并取得成效，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功不可没。马克

思主义是科学的批判理论，其不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

旧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还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

批判。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凸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

度、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旨趣，以保障现代化

的顺利进行。

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作

用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现实社会永远

不是绝对完美的，只有对现实社会进行不断的批判反

思，社会才能进行自我调整并达到自我完善。可以

说，投有批判，人类社会就没有进步可言。从实践来

讲，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重复过西方现代化过程中

的一些失误，如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

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理论上的洞明，而理论上的洞明

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批判理论。从现代化自身

来说，不仅西方现代化有缺陷，而且整个现代化都有

通病。这就要求我们自觉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

化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解决，从而使我们在现代

化中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当然，

这种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到马克思主义之外去寻找，而

必须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凸现和建构。而批判理论

的价值指向一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二是有利于人的发

展；在现阶段尤其要注重人的发展。因为社会批判是

对现代化的反思，对现代化过程的反馈和矫正，其作

用在于调节或缓和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使

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从人的发展出发来理解

社会批判，关键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批判的

根本标准，分析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对之进行

批判性反思。对社会批判做正面的理解，是从人的发

展角度理解社会批判理论的必然要求。从正面理解

社会批判，就应明确社会批判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批判

性考察，目的是为了完善现代化，而不是对现代化的

否定，不是反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与反现代

化思潮截然对立的。

因此，凸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要将马克思主

义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的批判理论，其批判之所以深刻和全面就在于其科学

性。而批判的科学性则在于批判的现实性和辩证性。

批判惟有现实性才不至于流于空谈，批判惟有辩证性

才不至于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反现代化思潮对我

们很有启发：其批判往往以现实为依托，提出的问题

和揭示的社会矛盾是很有时代感和针对性的；但另一

方面，其批判理论的最大缺憾是形而上学性，常常患

矫枉过正的毛病，始终走不出形而上学的偏狭之路是

反现代化思潮的通病。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现代化理

论和凸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需要我们关注反现

代化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但不能照搬他们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而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对他们提出的有价值的现实问题进行

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地分析清楚这些现代

化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到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完善现代化理论，也才是

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总之，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现代化本身就蕴涵

着反现代化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与反现

代化的对立是一种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

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矛盾的具体体现，是无法彻底消

解的。诚如艾恺先生所言：“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

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

到将来。”⋯所以，我们对待现代化的正确态度应该

是：要“反思”现代化但不要“反”现代化。而反思现代

化则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

就是要从理性出发，而不是从感性冲动出发。对现代

化应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而不是盲目拒

绝。“有利”就是指对现代化的反思要对现代化有所

促进，要完善现代化理论，而不是要抛弃现代化。“有

节”是指由于任何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们不能为追求尽善尽美的现代化而放弃搞目

前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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