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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时代的中心
“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

” 纪要

几 `

由山东大学
、

吉林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
、

中国林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烟台第二汽车运

输公司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 ” 于 12 9 9年 8月 1 3日至灯 日

在烟台市举行
。

来自哲学
、

经济学
、

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尽。余名孚者参加了会议
。

代麦穷垂围
·

绕着有关玫革开放的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何题进行了交谈与讨论
。

现将会议讨论巾价一些主

耍间葱与观点归纳如下
:

~
、

·

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属观与现代杜会发展观
一

有代表指出
,

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如下特点
:
第一

,

理性先定论
。

社会发展的

狠据和尺度是理性预先决定的
,

理性是外在于人
、

先于人而存在的永恒原刚
。

第二
,

本体还

原论
。

理性作为先天的力量是一切存在的本体属性
,

依据理性的发展是扫种向本体复归的过

祖孙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接近和符合本体育身伪规定
。

第三
,

单一模式论
。

从理性出发
,

社
,

会发展的过程是既定的
,

单一的
,

无可选择的
。

第四
,

世界至善论
。

从理性出发
,

社会发展

有越来越符合理性的趋势前进
,
人类社会也随之不断由低级科高级

,
`

由
_

简单到摹杂
,
由野奋到

.

文明
,

由自然状态到契约状态
,

由有在阶段到自为阶段
,

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 , 第

五奋有我中心论
。

理牲主义从理性原财出发
,

判定人对自然的先天优越性
,

认为人是宇宙中

的最高存在
,

是 自然界的主宰
,

只有发现并完善理性
,

人就能无往而不胜
。

~

这些代表进一步指出
. 面对 2 1世纪的社会发展趋势

「

,

我们必须大力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
一

社会发展观
,

代之以体现 2。世纪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

第一
,

破除社会发展的本

体先定论
,

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宜我决定论、 严格意义钓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动发展
。

这种发展的原因不是先定的力量
,

而是实现目的活动本身如只有人能自己提出目的
,

通过启

已的恬动使之实现
,

导致自身相对于目的而言的进步
。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超越扩第

二
,
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

,

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
`
创造使人类社会越来越

远离自然
,

人就不得不告别对台然的依赖
,
转而求诸自身主观公珍动性的提高

。
2 0世纪人类实

践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衬点
。

一

在工业时代以前
,
体力劳动是实践的主体

。

人越是依赖体力劳

动
、

依赖自然
,

发展程度就越低
。

进入 20 世纪
,

脑力劳动逐渐与体力劳动平分秋色
,

甚至在创

造产值
、

影响社会方面大大超过了体力劳动
,

到目前
,

科学技术已成为直接的生产力
,

脑力

劳动
、

高信息高科技的活动已成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推动力量
。

这说明精神活动在人的实践中豹

地位大大提高
,

人的创造能力大大增强
。

第三
,

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
,

回归到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发展观
。

20 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

第姻、 破除杜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拳自我中心论
, 、

恢复马克思的人类御我反省和自我批

列精神
,

人类必须从自我迷位中觉醒
,

代名珍自称协调翻自我撼制
,走有节制的

、

自主的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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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选摔的社会发展道路
,

这就是面向2 1世纪的社会发展意识
,
也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厉史使

命
。

二
、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有代
赢

为
,

从农业文明到
血痴公

一

蔺
后工业
加

,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

中
,

本来是一个历史递进的过程
,

然而胜于却世纪后期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说来
,

这种

历史递进的文化形态却变成了共时共存的
,

抢也可以说是世界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特

殊历史环境
。

而这种环境背景的改变又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是独特的
,

它不可能完全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

从这一兔度说
,

中国所提出的
“
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的理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

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看
,

每一种文

化的发展本质上都是富有个性和特殊性的
。

过去我们往往用二种机械决定论观点考察文化
。

然而实际上文化是一个综合有机体
,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
、

渗

透
、

协同和整合的总体过程
,

某一部分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文化发展样式的差异
,

而且各种

文化因素的作用也是经常转换的
。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作历时性研究的同时
,

更要重
视和加强对文化综合体的共时性研究

,

以使弄清叉花夔体结椅和系统丙部的有机状态
。

各民

族文化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了
,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扮~ 哪恰是最先进
、

最强大的文化类型都无

法最终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它文化头上
,

它们可以殷坏和扭曲落后文化或邻近文化
,

但往

往很难便这些文化丧麒
个性

。
`

州
· -

有代表指出
,

在今夭的历史高度和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和认识
,

作为发展中国家
,

中国

的现代化应当以目前已经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目标的一元性 (取决于示范效应的理性方

面的规定 ) 与实现目标的途径的多样性 〔由零和博奕决定的价值方面的选择 ) 相统一的结构

为坐标
,

一

便迹隆(非超越方面 )与价值 (翅越方面 ) 相互规约和限制
。

作为总体性概念
,

发展

和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石公文化系统的格式塔转换
。

这不 仅 与社会的系统性质有关
。

_

更重要

的是由于当代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
,

都已被整合到世界体系之中
,

具有全球性特点
。

因

此
,

这种格式塔转换带有新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 、 古今中外文化及其演化特点在此种状态

下的同时呈现
.

(对西方文化来说是历时性的进化序列
`
,

对中国文化来说则是共时态结构的呈

现 )
,

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全部冲突的根源之所在
,

,

也是扬弃种种对立的契机
。

它使得

中国现代化不必童复西方文化的近代
、

现代
、 ,

后现代等不同时间维度卜从而为我们在共时态

意义上对他们作了选择茹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了可能性
。

今夭、 当人们把科学技术作

为
“
第一生产力

” ,

放在优先地位来加以发展时
,

就应该通过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历史异化

得到借鉴
,

,

以自觉反省和预先限制科学技术豹负面效应
。

当人们在对现代化目标孜孜以隶
,

而对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持与种批判态度的时候
,

也不应忘记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层面对现代化

的矫正和更深层的补偿
。

总之
,

当今时代已不允许我们沿用西方近
、

观代化过程中人们所曾

使用过的那种单向度的线性的两极互斥的思维方式
,

而应确立一种多元互补
、

有机整合的新

思路
。

,

三
、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祖力问题

代表们普遍认 为
, “
左

”
的视念与行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主要的阻力

。
.

改革开放
`

的十几年历史 已充分说明
, `

每当
“ 左”

一

的东西盛兴起来
,
便意味着改革开放进程受挫

。

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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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清除
a

左
”
的东西

,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前途
。

有代表指出
,

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是来自
“
左

” 的方面
,

有时还来自民众自身
。

时至今日
,

中国的民众 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势
。

除了改革与发展
,

中国别无选挣
。

中国每个林会成员的赫
乃至整个毓

的命运都与改革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

一起
。

但是
,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随着改革深入而广泛的推进
,

文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
,

即
:

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也往往带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群体性
。

换句话说
,

广大民众

(尤其是城市社区的民众 )在普遍要求改革的同时
,

客观上也形成了不少违背改革本意
、

逆改

革大势而行的阻力
,

而且
,

这种阻力往往是跨区域
、

跨阶层
、

跨代际的
。

这是中国社会在特

定时期所存在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二难现象
。

造成这种群体阻力的原因是
: 1

.

社会成员经济利

益结构的重新调整 ; 2
,

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社会焦虑现象 , 3
一些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稳定问

题的误解
`
改革的群体性阻力对于中国整个发展进程会产生一些明显的不利影响

:

在一定程度

{上有d弱了发展过程的推动力量 , 不利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

促成大量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 卜

在特定的时期之内
,

随着改革深度及广度的增大
,

改革的群体性 阻力也有可能随着增大
,

从而很不利于改革与发展过程的顺利推进
。

我们应当做的
,

是尽力多作一些缓解性的工作
,

将改革的群体性阻力所产生的负作用降至最低限度
。

而缓解工作又应遵循这样两个原则
:
一

是缓解工作应当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正常进行
,

决不能以牺牲改革与发展为代价
。

否则
,

便

会在客观上助长了改革的群体性阻力
,

助长了改革过程中十足的反向力量亦即鱼左 ,的倾向
;

`

二是应当全力防止改革的群体性阻力的膨胀
叹
否贝心 得以彬胀的群体性阻方一旦同改革过程

中的其它不利因素结合起来
,

便很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
。

, . . 几 川口

四
·

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 ~
- -

一

有代表指出
,

所谓开放
,

就是适应在多元相关中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历史阶段
,

解除以

往的
卜

自我封闭状态
,

极大地加强与其它国家奋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交往
,

使自身呈一种 良性
「

的
、

一

最有利子发展的开放系统状态 ; 而所谓改革 , 就是适应新的世界历史阶段
,

解除以往对于社

会主义的僵硬限定
,

而以现实的历史进程为依据
,

`

重新规定社会主义
,

拓广其内涵
,

使之成

为一种富有活力的人类活动方式
。

总之补从世界厉史的视角看、 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
,

就是

中华民族通过改革自身的活动方式
,

`

以适应新的世界历史进程
,

使其所展示的可能性转变为

现实的世界厉史的努力
。 ’

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哪些全对此
,

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有代表猎出
,

这些基

本经验应当包括
:

第一
,

能否把经济搞上去
,

这是对执政党的最大考验
。

经济搞不上去
,

执

政党便面临危险
。

第二
,

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兜圈子
,

坐而论道
,

而应当走

入世界经济体系
,

对外开放
。

第三
,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应当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有代表指出
,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过程的重要保证
。

每一个社

会都有特定的公平观
。

商品经济社会 的平等观是平等竞争
,

以此来保证效率石中国现阶段没

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

这突出表现为破坏了效率优先的原则
。

只有把效率搞上去
,

方有可能

作到公平
。

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公平观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 “
左

”
的根源之一在于过多地从

公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

用阶级感情
、

道德标准来压生产标准
。

但是
,

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不意味

着应当忽视公平间题
。

如果不公平的间题过多
,

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

则易诱发社会动荡
。

、
` 丁 ,

一 .

(吴忠民)

又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