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

随着当前欧美西方发达 国家正在兴起的
“

信息高速公路
”

的逐步实现
,

这一信息化的过程正

呈加速度式的发展
。

4
.

经济是基础
。

随着各国经济的信息化发展趋势
,

整个社会必然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

当今

社会
,

没有信息经济的发达作基础
,

是不可想象的
。

信息是物质生产领域效率的重要因素
,

同时

又以工业最新部门的发展和强大工业信息综合体的形成为依据
。

信息经济既是国民经济和世

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

又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强大因素
,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

景
。

①

钾

充分注意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

坚持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西方哲学专业 法 俊

针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结果
,

有两种相对立的意见
:

有人认为
,

消除现代

化的负面结果的唯一 出路是终止社会现代化过程
; 另一些人则认为

,

只要实现现代化
,

这些 负

面影响可以不加考虑
。

我认为
,

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不妥之处
。

事实上
,

在西方发达社会
,

许多学

者和思想家对现代化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反思
,

这些反思和批瘁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现代化有

所启发
,

而且对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借鉴意义
。

下面我主要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对现

代社会的批评谈谈对现代化认识
。

1
.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第一
,

现代社会是
“

病态社会
” 。

马尔库塞认为
,

发达工业社会尽管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

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物质需要
.

但这种
“

富裕社会
”

是病态的
。

其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社 会压抑了人性及其真正的需要
。 “
一 卜社

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 (它的结构 )所具有的特点
,

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 手段

使人的存在 (人性 )充分地发挥出来
,

这时
,

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 ” 勺 他更用 了

“

单面性
” 一 i司来

表征发达工业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人
。

在发达工业社 会中
,

明人 与人的差异被扯平
.

人变 )t] 厂

同一的工业模式造就的一模一样的社会原子
;②机器消灭了个性

,

人成为社会这部
“

机器
”

的
-

部分
; ③就个人而言

,

他的思想行为和各种机能变成服从同一物质利益的无差别的东西
。

总之
.

人性堕落到一种抹杀个性的野蛮状态
。

第二
,

现代社会是
“
全面异化

”
的社会

。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

现代社会不仅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
,

而且表现为经济
、

政

治
、

科技
、

文化
、

心理
、

生理乃至语言等方面的
“

全面异化
” 。

弗洛姆说
: “

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

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
,

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
,

这部分人主要不

是与机器打交道
,

而是与符号与人打交道
。 ” ③ 因此

,

这个社会是人异化于 自己
,

异化于同类
,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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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 自然
。

第三
,

对科学技术 (理性 ) 的批评
。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

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由解放的工具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
。

用哈贝玛

斯的话说
,

尽管①科学技术成了
“

第一生产力
” ,

但②
“

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
。 ”

也就是说科技理

性 (工具理性或工艺合理性 )成了社会统治的新的合理性准则
,

造成了新的极权统治
。

总之
,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基础到上层建筑
,

从政治到经济
,

从物质层面到精神

层面
,

从事实领域到价值领域等等都进行了批评
。

2
.

全面评价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第一
,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

义者时就曾说过
, “

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
。

因此
,

它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 为

宝贵的材料
。 ” ① 同样

,

历经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风风雨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具

有 以下一些合理的因素① 它提供了认识现代社会的许多宝贵材料
; ② 它充分揭示了现代化

过程和实现后带来的负面影响
,

尤其对人的生存的深层威胁
; ③ 现代化所包容的现代性 问题

是一个涉及现代化共性的问题
,

现代化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系统问题
,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中

所用的哲学
、

社会学
、

文化学等分析方法对进一步认识现代化的实质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多维的

思路
。

第二
,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中的缺憾
。

。

① 它过分强调了价值判断等在衡量社会进步标准时的作用
,

以人性的解放
、

心理压抑的

排解为社会解放的基础 的设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

② 有些人过于 美化前资本主义时期的

田园诗般的生活和人类状况
,

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怀 乡病倾向
。

因此③

对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提不出更多的实质性的有效方法
。

3
.

坚决推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认为首先应防止的片面性是
,

① 过分夸大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

有人似乎觉得现代化必

然带来世风 日下
,

因而对此持反对态度
;② 完全忽视众多有识之士对现代社会不合理之处的

批评
,

对现代化过程及结果 中的负面效果置若周闻
。

的确
,

任何一个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时都会遇到种种问题
,

中国的现代化同样如此
。

但这一

切不应作为终止现代化的借 口
。

因为其一
,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发展过程
,

是由生产力的

不断变革而带动的一场社会和文明的变迁
,

这不随人们的好恶而改变
。

而且
,

人类越来越丰富

的物质
、

精神需要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满足
。

其二
,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当今历史环境
,

是在众多

国家和地区 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条件下展开的
,

因此
,

可以有很多好的东西帮助推动这一进

程
,

同时又可以吸取别国的教训
。

其三
,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展开的
,

因此难度很大
。

在目前国

际环境中
,

现代化程度已成了一个国家确立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和手段
,

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与

世界文明相容的依据之一
。

我们更应确定信心
,

加速现代化
。

现代化不是万灵妙药
,

它不可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

而且
,

许多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
。

但是
,

现代化所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现代化才能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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