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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对工具理性下的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过度膜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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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膨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现实文化困境的反思，西方学者开始从传统儒学价值理性的合理性方

面来寻求解读困境的路径，以便实现文化突围并尽快走出文化困境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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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方欧美国家进行的生物工程、电子

遥感、海洋探测技术的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等高科

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把人类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享受”与“便捷”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许多追

求、许多梦想和许多预言都已成为了现实。这种“享

受”与便捷让人类感受到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超强实

惠，也正是这种实惠使人类陷入了对技术社会的膜拜

与迷信，技术至上主义成为人们的最高信条。他们把

机器等现代化工具看作是测量一切的万能标尺，把工

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诚

然，这种理性化的过程确实也带来了技术与工业的巨

大进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我们所经历的 20 世纪

是一个发展与破坏、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纪。我们既

目睹了人类登月梦想的实现，也目睹了类似广岛、长

崎于一瞬间化为灰烬的惨剧。科技进步取得的伟大

成就和带来的后果使人类日益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和

改造外界环境方面所蕴涵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同时又

使人类逐步认识到自身极其脆弱的一面。现实的人

们已经意识到，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非人化的

技术统治，工具理性所能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

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一切价

值考虑的介入和个体文化取向。因此进入 21 世纪后

的今天，人们在品位到技术社会的诸多实惠的同时却

也意味着价值选择的彷徨，对当代社会泛行的工具理

性的超效率原则的缺陷，人们陷入了技术主义文化反

思的困境。正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文化困境，人们开

始思考从传统的东方儒学价值理性的批判的理解与

把握中寻求其合理的现代意义，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对

工具理性带来的文化困境找到解读的路径。

一、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

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一部痛苦的文化演进

的历史，也是一个世界的“祛魅”D过程。从工具理性

的维度上讲，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里的一切不可

测量或计算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祛魅的过程来加以解

除，从而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

加明白，行为更为理性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更加

有效，人类的生活也更为便捷与宽裕。然而，当我们

面对工具理性统摄下技术社会所带来的人的价值迷

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时，不管从现代文明的理性化过

程中品尝到多大的实惠与快乐，对我们为此付出的沉

重代价的深度质询并非毫无意义。当看到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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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膨胀而使得人们不得不遭遇人格丧失的命运时，韦

伯曾经说过：“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

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

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

中。”［l］因而，从这个意义或角度上看，我们今天这个

所谓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是一个已被祛魅的世界，

是一个价值缺损、意义失落和文化选择陷入困境的时

代。这是工具理性下技术社会中超效率原则所带来

的残酷缺陷。

现代工具理性的强化与扩张而造成的一个严重

的技术主义极端，就是人类本身也逐渐丧失了固有的

主体性而被完全对象化，人只是仅仅成为了现代大机

器的附庸，即，人只是工业机器和政治机器的附属物。

人除了服从技术规程和制度规范外，别无选择。在现

代高科技程控下的分工体系中，人作为其中的主体角

色的个性遭到泯灭，人的独特需要被扼杀，人的情感

受到了无情的漠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不过是

一个泯灭了人的文化个性的畸形技术社会，从机器大

生产到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从农场到政治机构的运

作，处处可见的是技术专制下四肢高速运转的“现代

奴隶”。所以，那些曾经庄严宣告过“人是目的”的近

代启蒙思想家们，如果今天他们能复活的话，是否想

过会遭遇今天的尴尬呢？他们乐观地预言，随着现代

工业化的完成，这一理想化的“目的”将会完满地成为

现实。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却让人们面对如此无

情的现实———工业化已经日益趋向于非人化。技术

专制和非人化的倾向，让我们面对的只有日益严重的

价值危机和主体文化选择的困惑。不可忽视的事实

是，在高度工业化和工具理性化的西方一些国家，存

在主义的沮丧和主体价值观的失落已经不只是一个

学院讨论的范畴，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兰克

福学派对技术主义和技术异化的严厉批判，从不同的

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严峻的现实。因此，面对现代

技术的超强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

哲学家弗洛姆伤心地喊道：“l9 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

了，20 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2］所以，工具理性化的

技术主义，它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享受”和便捷，同

时也使人类日益陷入到价值取向的彷徨和文化选择

的困境。

二、诗人与物理学家的“冲突”

人类于世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通过自己

的思想和活动来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和进化。

显然，这样的世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人性化的

世界。正是在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世界里，富有神奇想

象力的诗人才会有无数的维柯式的“诗性智慧”［3］和

自然灵感。因此，在充满人性目的诗人那里，比之现

代技术社会的纯粹数学工具来看，他们把整个古典思

想，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神学，都统统纳入

到某种类型的目的论图式或框架之中是很自然的事

了。人们在这个图式或框架中，既可以自由地阐释人

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可以用来描绘和说明丰富多彩的

自然运动图景。这样，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

等人一再追问宇宙的目的而强调宇宙的秩序观念时，

我们就会自然地理解到这不仅是指某种一般的普适

性法则，而且特别蕴涵了人类某种伟大而神奇的造物

或创世意图的旨趣［4］。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自由

空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驰骋以及冥想宇宙的完美形

式，更可以体验和感悟宇宙的生命律动并与之倾心交

谈。浪漫的诗人期许的就是这样一副蕴涵生命活力

的动人图景。

然而，在物理学家看来，浪漫诗人的期许只不过

是多情的梦想。20 世纪工具理性的畸形膨胀，使得

现代技术全面异化。虽然功利化的技术理性在为人

类谋取物质利益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反自然、反

人道的行径却也使现代科学失去了应有的人性光彩。

特别是现代科学取代神话、宗教、哲学和艺术而承担

起宇宙的解秘功能，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伽里略

说：“宇宙是一部用数学符号写就的大书，那么，洞悉

其中的奥秘，不能仰赖神秘的体验和浪漫的想象，而

只能诉诸实际的经验观察、严格的逻辑推论和精确的

数量计算。”［5］于是，科学探索与目的论的解释成为背

道而驰的纯粹悖论，变成了仅仅关注客观事实的精确

而描述性分析。孔德则说：“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

的根本性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

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

认识的本义的起因。”［6］但是，当近代科学沿着实证主

义的轨道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人们突然

发现，它不仅打碎了蒙昧主义的枷锁，而且也附带地

挤压了人类特有的灵性、情感和想象的伸展空间，于

是就出现了牛顿的彩虹与诗人的彩虹之争。牛顿用

他的棱镜揭穿了彩虹的秘密，但一个诗人却悲叹道：

“我不想要科学来告述我 /彩虹究竟是何物 /光学所能

教我的一切，能否展示 /你那令我痴迷的形状，/就像

我梦见隐藏在你光环里那些珍宝和黄金？ /当科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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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的面纱 /从造物的脸上揭去 /原本是多么可爱的

幻想 /现在却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7］。这是多么

令人伤心的现实？！

在浪漫诗人的视域里，20 世纪是“技术世纪”，其

本质特点就是技术凌驾于一切灵性之上，使科学固有

的技术理性过度膨胀而导致片面的技术化和功利化。

因此，把“自然的祛魅”释义为“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

体性、情境和感觉”，［8］那么，于浪漫诗人而言，现代科

技的进步无异于谋害了人类的最亲密伙伴。它“剪断

天使的双翼，以条条框框征服所有神秘”；“杀死太阳，

使它成为一个带有墨点的气球”；“把小精灵从青草中

赶走”，“罗望子树下夺去了仲夏夜之梦。”［7］而在理性

化和世俗化潮流汇成滔天巨浪的时代背景下，浪漫诗

人为自然的祛魅而伤感似乎是不合时宜的挽歌。边

沁饶有兴味地讽刺说“诗歌创作的目的本在于给人带

来精神愉悦，可他却总是打开一条通往更深切的痛苦

的道路。”［5］在边沁眼里，诗人也好，诗歌也罢，都不过

是自怜自爱、自寻烦恼。因此，诗人还有其存在的价

值所在吗？而诗人却认为，科技理性已经作为一种操

作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东西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地

位，对人类社会实行着全面的异化统治，并由此形成

了现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的

人”，从而也使追求快乐回避痛苦成为了唯一切合人

性的法则。

诗人与物理学家争执或冲突的实质在于对待人

类本身与自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其实，物理

学家有其合理之处，诗人也有诗人偏执的一面。那么

如何来加以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呢？以格里芬为代

表的后现代主义从批判技术理性的文化基础入手，构

建一种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内的后现代科

学，以便彻底改造技术理性的文化基础，并特别强调

东方儒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文化范导意义。诚然，

如果我们能够在扬弃“天人合一”的原始含义基础上

赋予其合乎科学的现代理性并用于现代文化困惑的

解读，是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诗人与物理学家之

间的冲突关系呢？

三、“失意”的苏格拉底与“得意”的傻子

思想家韦伯在探讨现代科层官僚的人性问题时

曾经悲凉地感叹道：“他们只需要秩序，除此之外再无

其他。他们如此适应这种秩序，以至一旦礼崩乐坏，

他们就会惶惶不安而畏缩不前，一旦被解聘，就会一

落千丈———我们都被卷入了这种发展；至此，中心的

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它和推动它，相反，

却是我们如何反对这个机器，以维护人性和灵魂免受

分割，免受科层生活理想的支配”［9］。这集中反映了

工具理性下超效率原则的缺陷所在———现代人格魅

力和灵魂的消失。但在功利主义思想家那里，这个超

效率原则以及精确的数字化法则却最终被引向了人

性道德和人格魅力评估的科学化。边沁称：“不论人

们的行为存在多大差别，都可以在‘苦’与‘乐’的共同

单位上得到通约，就像自然万物的运动都能还原为某

种形式的引力一样。因此，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质的

高下而在量的大小。”［5］他甚至设计出“强度”、“纯

度”、“持久性”、“确定性”、“继生性”等诸项指标，试图

运用数学方法对苦乐进行精确计算，而计算的结果，

甚至连在功利主义墨水中泡大的密尔也感到震惊与

困惑：失意的苏格拉底竟比不了一个得意的傻子！［l0］

倘若作一简单的引申，把功利之一的苦乐计算看成是

道德生活的祛魅，那么，这种祛魅的实质蕴涵即在于

人性问题上的目的论图式的消解。正是从这个角度

舍勒批评说，现代道德所造成的一个最深层次的价值

缺损，就是“高贵隶属于有用”，或曰“生命价值隶属于

有用价值”。［ll］如果说科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精确的数

字化必然地要应用于自然领域的话，那么将类似的原

则贯穿于现代科层的组织管理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

消解主体的文化个性、人格魅力和特有灵性。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现代性的道德价值

缺损出现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按马克思的话说，是因

为社会的基础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型。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的发展冲破传统自然经济的限制，使古来就有的

牟利冲动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张的纯粹形态。工具理

性固有的缺陷也在这种纯粹形态下得到无限而合理

的张扬。当所有商品都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

抽象形式上得到通约的时候，将世间的一切东西转换

成商品并计算其货币量值的大小或多少，就不仅变得

可能，而且真的成了现实。因此，随着理性化进程最

终导致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数字化，祛魅就

合乎逻辑地表现为将所有形式的浪漫和崇高都浸泡

于功利谋划的冰冷之水中，过去人们一向不能出让的

东西，这时都可以拿来交换，“甚至像德行、爱情、信

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为了买卖的对象。”［l2］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把货币看作是手段变成目

的的最极端的例证。他认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像

商品经济时代的货币一样“如此彻底而毫无保留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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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心理上的价值绝对，变为一种统御我们行为取

向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意图。”［13］熊彼特感叹道，由于

合理化进程不仅解除神秘魔咒，而且赶走浪漫的热忱

和形而上的价值信仰，资本主义也就只能用“股票交

易所”充当“圣盘的可怜的代替品”［14］了。因此，高度

数字化的现代社会，在用所谓的现代工具和技术对这

个本来就充满灵气的社会进行祛魅的过程中，也将人

性特有的高贵德性与道德价值一并给祛除了。这很

难说清是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进步。面对这种纯粹

经济形态下工具和技术的全面异化以及社会道德的

急剧颓毁，韦伯强烈而伤感地说道：“我们的前面都不

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

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恺撒，还有资产阶级。当

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灿烂鲜花簇拥的

人，还会有几个活着？”［1］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取向的现

代文化的畸形膨胀，已使这个世界的丰富魅力和灵性

的蜕变，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无以

复加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化个性、伦理道德和

主体灵性的丧失，乃至终极价值的耗散和社会整体性

意义的失落，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品质。试

问：在这种情境下，饱含智慧的大师能比得过一个坐

拿面包的傻子吗？

四、传统儒学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文化困

境的一种解读

面对工具理性效率至上主义所带来的困境，在这

个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人们深深地陷入了文化选择

的困惑与价值取向的迷茫。思想家们在经历工具理

性困境下文化选择的末路上，开始从东方文化智慧中

寻求问题的答案。这时，中国的传统儒学的优秀精华

无疑是他们解读现实文化困惑的最佳路径。曾有西

方学者甚至包括国内某些学者坦言：中国文化，包括

传统的儒学毫无理性可言。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文化

传统本身缺乏理性分析的盲目定论，不切实际。事实

上，中国传统儒学自先秦开始就自觉地对现实理性给

予了理性的关注，并形成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尽管在

内在意义上，儒学与西方的理性具有较大的分歧，但

它有自身的独特的文化效应。虽然儒学所理解的理

性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伦理化特征，但在以仁道为核

心的儒学体系中，理性主要不是体现为一种效率至上

的原则，它追求的并非是通过如前所说的“现代祛魅”

过程，即通过对一切现象，包括人的道德、理智等的纯

粹数字化计算去有效地完成单纯的功利目的，而是强

调一种仁道的自觉贯彻。在仁智合一的形式下，价值

的关怀远远超越了事实本身的认知。个人的道德自

觉压倒了功利的谋划而成为理性的核心表现形式。

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具理性的片

面膨胀。

客观地说，儒学这种单向的价值关怀原则的缺

陷，对于现代文明构建所要求的理性化机制还有相当

距离。换句话说，如何使理性化的现代内涵由狭义的

道德自觉转向目的与工具的内在的延伸和统一？这

也是儒学本身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所必须解决的课

题。合乎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思路的话，我们对传统儒

学应实现价值取向中片面的伦理理性独尊的扬弃与

工具理性合理价值的重新确立。诚然，儒学固有的机

智理性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

和仁道人格的确立，无疑有助于抑制工具理性的超强

膨胀。由此看来，在确认工具理性的合理价值意义

下，恰当地吸取和引入儒学的人文精神以及仁道原

则，显然是避免现代社会技术僭越的有效途径之一。

同时儒学仁道原则在化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形式上

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促使二

者的统一方面，亦有其现实的理论潜力和实践范导功

能。

尽管相对于工具化社会所倡导的非权威化、非独

尊的宽容与正义原则来说，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在这方

面未免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不仅强调群体原

则在总体上的优先，而且最终陷入了对个体原则的狭

隘理解与片面压抑。然而，工具理性下的极端个人原

则及其流弊日益突显并引发严重的人际危机，却也是

不争的事实。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如哈贝马斯早就

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强烈地指出东方儒学

所蕴涵的个体责任与群体认同价值取向是值得注意

和开掘的宝贵思想资源。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确认

个体原则并科学延伸其本质内涵的同时，又能以开放

的姿态吸纳儒学注重个体责任与群体认同的价值理

性，以及“己所不能，勿施于人”的忠恕信条，这对化解

现代人际间的紧张而重建主体间的和谐关系，无疑具

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科学主义驱使下，社会普

遍尊奉着一种文化选择上的相对主义，并由此导致了

人们价值观和道德理想的普遍冲突，时下里随处可见

的所谓的“意义危机”、“信仰危机”、“虚无主义”以及

庸俗的“荒诞感”等等无非是生活意义和主体文化价

值迷失的体现。相对于此，传统儒学孕育的却是另一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 年（第 7 卷） 第 1 期 人文天地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5，vol.7，No.1



种理性思路。如果我们能够摈弃儒学中固有的独断

化倾向，那么，传统儒学对确立坚定的人生信仰和培

养乐观向上的高尚人格，以及克服种种形式的相对主

义，则又提供了某种价值观的依据。

自从康德疾呼“人是目的”后，人本主义思想得到

了无限制的张扬，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人

类无限膨胀的享乐欲望，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分

裂，其结果就是人确实成了自然的主人与万物的尺

度，同时人的本质也被异化———人变成了单向度的

人。在现代思想家的意识中，文明危机或曰文化危机

是出自人类的自主性的丧失和科学技术无节制的发

展。正如杜林所说，社会平衡完全是由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打破的［15］，正是科学丧失了它的活生生的

人的意义。因此，工具理性超强凸现所带来的科技全

面异化，促使人们去对它进行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反

思，力图走出异化过程造成的文化困惑。他们重新提

出了“科学人文主义”旗号并融通东西文化，注重科学

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传统儒学合理价值理性的

现代延伸与挖掘（如日本和新加坡）。萨顿在详细地

分析了东方人文智慧对近代科学兴起的意义后指出：

“实验科学不仅是西方的孩子，也是东方的孩子；东方

是他的母亲，西方是他的父亲。”［16］很显然，当西方面

临科技和人格双重文化困境并寻求合理的文化突围

时，对东方文化智慧，特别是儒学的理性价值观加以

现代改造、阐释和科学发挥，从而在西方文化圈外对

工具理性的文化困惑进行解读并力图走出这种双重

文化的阴影，无疑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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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e Predicament of the Tool - Reason and the Moral Reason and Its Breakout

WEN XiaO - yOng SHI Y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pOints Out the seriOus cuiture predicament Of the tOOi - reasOn due tO the Over - emph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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