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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技术既是知识的生产
,

又是精神的创造
,

它是人类文化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
。

不

管每个国家
、

民族
、

社会集团的原来的文化背景如何
,

都 不 能不 关心 自然科学
、

技术的发

展
,

因为它不仅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
,

而且还作为空前未有的精

神力量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中去
,

建构新的价值观念 ; 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
、

技术的发展
,

给

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

并且正在引出全新的价值观念
。

因此
,

我们必须高

度地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在建构人们价值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

看看它们是怎样推动人们的价

值观念不断更新和发展的
。

一
、

科学理论的创造与价值观念的发展

科学
、

技术对于价值观念的影响首先在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

特别是一个时代基础理论的

发展
,

它不仅会引起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安 而且会转化为新的技术体系从而影响整个社

会结构
、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自然科学理论不是那种虚假的
、

臆造的传说或形而上学的教义
,

而是

被科学实践严格检验合乎逻辑和理性的能够反映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性的学说
。

这自然涉及

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也涉及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间题
。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论的发展

看作是一个科学实践间题
,

看作是从不同的方法论认识和接近真理的过程
,

那么我们就不难

看出不同的方法论及其创造的科学理论在一定阶段上都具有认识论的价值
。

因此
,

我们这里

所说的科学理论是包括不同方法论的认识以及科学假设
、

推测
、

预言和科学发现
、

检验等等

在内的
,

因为它们都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组成部分
,

都对人们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和作用
。

自然
,

我们在这里不能对它们一一进行研究和讨论
,

只能把它们放到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

从整体上说明自然科学理论创造在价值观念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那么
,

怎样看待自然科学理论创造与价值观念的关系呢 ? 或者说 自然科学理论的创造是

怎样影响人们价值观念更新的呢 ?

第一
,

自然科学理论创造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和功能
,

是通过科学发现
、

科学检验不断发

现真理
、

认识真理的过程
。

例如物理学理论的发展
,

开始是伽利略和开普勒分别发现了
“
地

上 ”
物体运动的规律和

“ 天上 ”
物体运动的规律

,

接着是牛顿发现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

力定律
。

这些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建立推翻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近两千年间有关物 体 运 动 的

错误观念
,

使人们获得了从天上到地上一切物体运动规律 的新概念
、

新观念
,

把人类对物质

运动规律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

古典力学的出现和形成
,

一度使人们认为在物理学

领域里无事可做了
,

再想有所创造 已经无能为力
,

只能证实
、

补充
、

完善已有的理论
。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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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却打破了牛顿所建立起来的古典力学的神圣殿堂
,

得出了许多与古典

力学完全不同的结论
。

它打破了牛顿古典力学关于机械运动的时间
、

空间
、

质量与运动速度

的绝对关系
,

把它们变成了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成立的关系
。

特别是现代物理学试验波粒二象

性① 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发展
,

更证明了牛顿古典力学的根源情况
,

再次说明了任何物体的运

动规律都是有条件的
、

相对的
,

而不是绝对的
、

不变化的
。

人类总是在科学的发展中不断认

识真理
、

发展真理
,

把真理推向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

关于能量转化与能量守恒定律也是

这样
。

这个定律本身是 由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的许多发现而总结出来的理论
,

它

一度是古典热力学不可变更的理论观念
。

但是
,

随着天体物理学和量子物理的新发现
,

能量

守恒的观念愈来愈受到挑战
。

如天体物理学中关于不稳定星系
、

星系群和星系团的发现
,

关

子星核活动多样性的发现
,

关于宇宙强力场中发射出光谱线向红端移动的发现 以及 超 密 恒

星中存在类星体和 X 射线源的发现等等
,

由此引出了当代宇宙中各种关于宇宙的膨胀
、

收缩

的理论模式
,

从而使现代物理学中基本定理受到了怀疑
,

能量守恒的物理学定律在广阔的宇

宙范围内已经不适用
,

而必须建立新的物理学定律
。

波尔等人在量子力学中也同样发现
,

能

量守恒对单个粒子也是不成立的
,

它只有在统计规律内才是适用的
。

凡此都说明
,

即使成为

常识的公理和定律
,

也都会随着现代科学发现及其理论的创造需要重新认识
。

第二
,

白然科学理论的每一次创造作为新的价值体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
。

最能说明这

一点的要属天文学理论的发展了
。

人类感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

当这种错觉或不正确观念发

展成为宗教思想并成为教会统治工具的时候
,

它就 成 了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体

系
。

如果说公元前 3 世纪亚里斯塔克的发现还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动摇宗教神学的价值体系
,

那么
,

到了 16 世纪哥白尼的天文学说的出现则是要进行一场文化价值体系的革命了
。

特别是

当这一学说被伽利略的望远镜观测到的事实所证实的时候
,

它所引起的官方及教会的震动和

愤怒是空前未有的
。

伽利略的倒霉在于他的天文发现具有理论价值
,

按照这一发现所证实的

哥 白尼学说
,

整个圣经都得要修改或重新编写
。

布鲁诺被宗教裁判烧死也就在于他不肯把哥

白尼的学说和伽利略的发现仅仅当作工具
,

而是把它们当成新的原理
,

新的世界构成体系
,

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
。

伽利略被迫放弃了 自己的学说
,

布鲁诺被烧死了
,

但是
,

他们的理论

学说所引起的社会轰动及人们对宗教文化价值体系的深探怀疑
,

却并没有消除
,

相反
,

它使

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世界
,

一个隐藏着的世界奥秘
,

一个负载着新的文化信息的价值体

系
。

从而产生对宗教文化价值体系的信仰
、

知识
、

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动摇
,

也就是不可避免

的了
。

这正是 自然科学理论创造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和作用的巨大价值所在
。

人们从科学理论

体系上所获得的不是孤零零的单个现象的知识
,

而是整个世界构成的新原理
、

新价值观 l

第三
,

自然科学理论创造给人提供了价值判断的方法论
。

如果我们翻翻近代科学史就会

发现
,

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

会价值观念
,

如 1 6世纪的太阳中心论
、

17 和 18 世纪的机械论的宇宙观
、
1 9世纪的进化论

、

20

世纪以来的相对论
。

这些理论的出现一方面表示 了一个时代最突出的自然科学理论成就多 另

一方面也表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建立
,

特别是当它成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体系的

时候
,

支配着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
。

例如从培根
、

笛卡尔到牛顿等人所发展出来的机械论的

宇宙观就是这样
。

这种宇宙观认为
,

从天体到人类社会整个世界都是一部天然构成的非常精

匆 叹拉二象往指微观粒子县有粒子性和波功性
。



巧的机器
,

都是象机器那样地并然有序地按照自然规律运转的
。

其中每一种高势的朱展都是
由原始 的条件给定的

,

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
。

培根在 《新工具论》 中认为古代希腊人的世界

观象孩子一样荒唐
,

因为它从未提供任何旨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实验
,

因此他要求人们按

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认识世界的模式
。

笛卡 尔甚 至 认为万事万物都可归结为数学道

理
,

图形
、

星座
、

声音或其它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度 问题
,

都是可 以用数学公式衡量和计算

的
,

只要给出充分的事实
,

不仅可 以推导过去
,

而且可以预测未来
,

甚至连宇宙也可以造出

来
,

只要给出空间和运动
。

牛顿用数学的方法描绘了机械运动的规律
,

三大定律告诫人们只

能按照机械运动的世界观去生活
,

尽管它是冰冷的世界
,

然而它是不可抗拒的
,

因为人也是

宇宙机器的一部分
,

也必须服从物质运动的规律
。

这种机械论的宇宙观在 1 7
、

18 世纪成了一

种社会文化
,

一种价值体系或价值模式
,

特别是经过洛克和亚当
·

斯密把宇宙运动的规律与

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
,

机械论的宇宙观遂成了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

念
。

洛克把自然规律看作是社会的基础
,

以此建立理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
,

并否定宗教文

化的非理性和非人道精神
。

亚当
·

斯密把机械论宇宙观运用于经济学
,

建立了一整套反映牛

顿机械观的经济模式及概念
。

这样从宇宙到人类社会
,

从物质到思想
,

都被充满秩序
、

规律

的强大机器占领了
。

上帝被逐出了宇宙
,

逐出了人类舞台
,

追求秩序
、

规律和合乎理性成了

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
。

这种观念随着能量转化
、

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进

化论思想的出现更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

机械论的宇宙观和 自然进化论对于宗教传统的陈规陋

习的胜利虽然是一个进步
,

但是它没有看到人不是机器
,

社会不是冰冷的机械
,

人的思想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不是按照物质运动的定律亦步亦趋地前进的
。

因此
,

当20 世纪到来的时候
,

随

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现代生物科学的发易
;

几

机械论的宇宙观和直线进化论的思想就被推

到对立面去了
。

如相对论及天体物理学和量子力 学的发现证明
,

无论是更为广阔的宇宙
,

还

是微观的粒子运动
,

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

而是一个充满变化
、

无序和不同过程的沸腾世

界
。

能量守恒不仅在广阔的宇宙范围内是不适用的
,

而且在微观世界的单个粒子上也是不存

在的
。

用机械论的宇宙观和直线进化论的思想解释和认识人类社会
,

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
。

20 世纪以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成为人们新的思维

方式
,

愈来愈转化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

其它象信息论
、

系统论
、

控制论
、

耗散结构论等

等的出现
,

也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价值思维方式
,

使人们学会从系统的观点
、

整体的观点看

问题
。

第四
,

科学理论创造不仅提供人们价值思维的方法论
,

而且还建构人们的价值理想
、

目

标和信念
。

我们知道
,

科学研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追求
,

不是
“
为理论而理论

” ,

而总

是和一定价值理想
、

科学 目标和人生信念联系在一起的
,

这是因为科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

统
,

而是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开放体系之中的
。

科学家们从其生括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吸取

理想
、

信念以建立科学的价值目标
,

并 以同样的方式去影响社会中的人们
,

使他们相信自己

的理论发现和建构具有永恒的主题性和绝对值
。

从哥白尼
、

开普勒到牛顿
,

他们普遍追求的

是完美与和谐
,

就象追求音乐的旋律和韵味一样
。

哥白尼认为宇宙存在着完美的形式和令人

惊叹的对称性 , 开普勒认为水星
、

金星
、

地球
、

火星
、

木星
、

土星等都是遵从着音乐的节奏

和旋律运转的 , 牛顿认为微积分具有简单的完美性和复杂的对称性
,

甚至连整个宇宙也是以

和谐为主题的
。

正是这种追求完美与和谐的科学目标
,

使他们的理论都表现为一种共同的价

值精神
:
强调客观规律性 , 强调 自然的魅力 , 强调人们的尊严和价值

。

正是这种高亢
、

和谐
、

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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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

统一的科学理论主题预示了“ 个雄壮时代的艇生
,

并支持和】鼓舞当时的人们追求自

由
、

平等
、

博爱的理性社会
。

自然科学理论能够建构人们的价值思想
、

目标和信念还在于它能够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性
,

能够排除偶然性和发现必然性
,

能够预言或预泌未来的发展
。

我们知道
,

科学史

上许多发现都是先有了正确的理论琐言而后才被科学实践所证实的
。

如现代宇宙学上的哈勃

( E
.

.P H公无 l e ) 关系① 和背景辐射
, ② 分别都是先有了宇宙膨胀理论和宇宙热大爆炸理论

的预言
,

而后在观测中才发现的
。

这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

现在许多未来学派的理论

著作都带有社会预言或社会预测的性质
。

尽管他们的理论仅是根据一定的事实推论出来的
,

但仍然给人以远见卓识的启发
。

自然
,

科学理论的预言和预测对人的价值理想
、

信念的建构

的有效性首先在于它的正确性
,

特别是它的广泛的适用性或非价值极限性 ` 如果一种理论不

正确
,

或者不能在广阔的范围内适用
,

那么它就不但不能建构正确的 价 值 理 想
、

目标和信

念
,

而且会产生迷惘和悲观情绪
。

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这样
。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

宇

宙这个大机器的能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损失
,

由于宇宙不能倒着运转对摘进行补充
,

因此
,

宇宙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
热寂

” ,

那时
“
人类末日

”
就要来临

。

现在西方一些悲观主义

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
。

从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的观点看
,

婉只有在

孤立的系统内才是不可逆转的
,

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来看
,

嫡不仅是尚可 以逆

转的
,

而且它本身又可成为另一条件的温度的根源
,

正象宇宙间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化为他物

质形态一样
,

如一些恒星能源枯蝎
,

不再发光
,

结束生命
,

而残余物质经过或短或长时间演

化
,

形成新的恒星
。

整个宇宙 (包括人类社会 ) 不仅存在着从有序` 无序
,

同时也存在着从

无序` 有序
。

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揭示了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辩征关系的普遍存在
。

自然科

学理论只有揭示出物质世界发展
、

变化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关系
,

才能正确地建构人们的价值

理想
、

目标和信念
,

否则
,

将适得其反
,

这也正是人们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原因所在
。

最后
,

第五我们要说的是
,

自然科学理论对于价值观念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

它不断转化为科学技术体系
,

转化为生产力
,

并由此推动社会结构
、

文化结构变革和社会意

识
、

价值观念的发展
、

更新
。

因此
,

我们要更深刻地说明自然科学理论创造与价值观念发展

的关系
,

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研究技木价值体系的转换
,

看它是怎样作为一种生产力并且通过

生产实践
、

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人的价值观念的
。

二
、

技术体系转换与价值观念更新

自然科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

一般划分为基础理论
、

技术科学和专业技术三个组成部

分
。

基础理论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
、

特性及基本运动规律
,

基础理论应用于某些

专门领域
,

形成不同的技术科学 , 技术科学应用于发明
、

创造及其使用
、

管理
,

形成专业技

术
。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技术
,

是包括技术科学和专业技术在内的
,

它可以用
“ 工艺

”
这个概

① 哈勃 “ 阳9一19 5 3) 关国天文学家
,

哈勃关系亦算哈勃定律
、

哈勃常数
,

份 29 年哈勃发现越远的星系其光线谱

的红移也越大
。

这被认为是由星系退离绕我们远去的多普勒效应引起的
, 于是可知 离我们愈远的星系退引速度

越大
。

参见 《天文学和哲学》 第57 页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翎4年版
。

② 背景辐射
,

即微波背景辐射
,

是用微波段测里到宇宙背景黑体辐射谱
。



念来表示
。 “ 工”

即工具的发明
、

创造
, “

艺
” 即创造

、

发明和使用
、

管理工具的理论
、

知

识
、、

学问
、

科学
、

艺术
。

所以
,

技术即工艺
。

第一
,

它离不开理论
,

无论是发 明 它
、

创造

它
,

还是使用它
、

管理它
,

都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
,

是由基础理论转化来的 , 第二
,

它又

不等同于基础理论
,

因为它不着重研究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
、

特性及普遍联系和普遍规律
,

而只是根据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应用和使用
,

它虽然也讲究科学性
,

但只是一种应用性的理论

知识
,

气

可知
,

它与基础理论的创造和发展还是有区别的
。

因此
,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
技术

”

概念仅仅是适用于工具性的发明
、

创造及其使用
、

管理 的科学理论知识这个范围的
。

我们在

研究技术体系转换与价值观念更新之前
,

首先弄清楚
“
技术 ” 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

每 ` 种新的工具发明创造都是一种新的文化特质
,

因为它不仅以独特的形式出现
,

而且

还包含着独特的价值内容
。

因此
,

每一种新的技术都是一种文化特质
,

都包含着独特的文化意

义和价值
,

都向人提供了新的知识
、

新的价值
,

并在实践中建构人们的新的价值观念
。

比如一

个农民买了一台新机器或学到一门新的生产技术知识
,

通过应用即生产实践获得效益
,

也就

懂得了它们的价值
,

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
。

如果一个人总是使用旧工具
、

旧技术
、

旧知识
,

他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价值观念
,

因为它们没有提供新的意义和价值
。

一个孩子生长在旧的技

术文化环境中虽然也能获得它的价值观念
,

但这种观念并不是新的
,

而是社会遗传下来的旧

的技术文化观点
。

一

只要一个社会 中技术文化知识量的总和中没有增加新的东西
,

没有提供新

的价值信息
,

就不能建构出新的社会价值观念
,

技术科学知识能够改变旧的价值观
、

建构新

的价值观念
, 全在于它的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

。

任何技术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

而是 由许许多多的技术文化特质构成的技未丛
、

技术群
、

技术集
。

例如耕犁工具的发明
、

创造
,

很快就形成了围绕耕犁工具文化的技术系列
,

如何扶

犁
、

如何播种
、

如何收割等等
`
其它象蒸汽机的发明

、

电的发明等等
,

也都是这样
。

这种基

础性的发明创造就是棍基文化
。

由于根基文化的出现
,

常常会派生出一系列的技术文化
。

如

古代家畜饲养带来了以牲畜为动力的马车
、

牛犁
、

牲畜拉的碾子和磨等技术丛 , 再如蒸汽机

的发明创造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动船只
、

车辆等技术丛 ; 电的发明和应用也是这样
,

仅从 1 8 6 9年到 1 9 10 年
,

爱迪生就发明了电灯
、

电影
、

电车等 1 , 3 00 多种电器
,

构成了一个技

术系列
。

所以任何技术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
,

而是作为一个文化丛
、

文化群
、

文化集而

出现的
。

它是文化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
,

因此也包含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

当人

们接受这些技术文化丛
、

文化群
、

文化集的时候
,

因而就会产生价值观念丛
、

价值观念群以

及价值观念集
。

特别是当代科学理论的发展
,

常常会转化为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
。

如量子力

学和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在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里的应用
,

不仅产生了分子生物学
、

量子生物

学
、

量子化学
、

固体物理学
、

凝聚态物理学等理论知识
,

而且产生了各种各样合成材料的新

技术
、

新知识
。

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体系
,

构成了密集的技术价值信息
,

并建构

着人们极为丰富
、

极为复杂的价值意识
。

这也正是现代人价值观念较之古代人复杂的原因所

在
。

由此可见
,

技术对于人的价值观念的建构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
,

而总是以一种价值体系

从整体上引起人们价值反思的
,

因此它们所建构的不是孤零零的价值观念
,

而是观念丛
、

观

念群
、

观念体系
。

不同的技术包含不同的价值
,

那么
,

可以说任何一个技术体系也就是一个价值体系 , 同

时
,

技术体系的变迁也就是价值的转换
。

例如在古代史上
“
制淘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

,

便利



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 ” 。 在没有陶器以前

,

人类是用很笨拙的方法烹熟食物的
:

把食物

放在涂着泥土的筐子里或着包着兽皮烧烤
。

发明了制陶术就不一样子
,

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

耐用的烹熟食物陶器
,

而且还制出了盆
、

盘
、

碗
、

碟一类的日用器皿
。

这在现代人看来也许

算不了什么
,

但是对于从几百万年石器时代生活过来的原始人类来说
,

获得制陶术就是一次

价值革命了
。

这场革命并不亚于近代的燕汽机革命或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
,

因为它改变了人

类几百万年来生活的价值体系
,

或着说完成了一次价值转换
。

自然
,

人类史经过许多次技术

体系变迁和转换
,

例如制陶术以前的弓箭的发明等
。

技术价值体系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迁
。

这 一 方 面 是因为人要适应新的技术体

系
,

如学习新知识
,

建立新规范 , 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新技术体系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的

因素之必然带来经济生活
、

社会生活及财产制度
、

政治制度
、

社会规范等等的变化
,

带来整

个社会文化的变迁
,

这自然会产生应变意识
、

产生新的价值观念
。

马克思在谈到机器和大工

业生产时曾经指出
,

科学
、

巨大的自然力
、

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是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的
。 ②

如果说 17
、

18 世纪的自然科学理论创造与哲学相结合 (就象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那样 )

产生 了唯物主义
、

启蒙思想和政治革命理论
,

那么
,

蒸汽机
、

电力和 自动纺织机与生产实践

相结合则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及整个近代西方社会革命动力的真正来源
。

恩格斯说
: “ 没有机

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
” ⑧ , 马克思说

: “
蒸汽

、

电力和 自动纺织机甚至比巴尔贝斯
、

拉斯

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 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 。

④ 可以说近代西方整个社会的理论
、

思想
、

价值观念
、

社会规范等都是和机器技术
、

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

机器不仅创造了大工业生

产
,

创造了铁路
、

公路
、

火车
、

汽车
、

钢铁
、

纺织机
,

而且制造了国会
、

行会
、

联盟
,

创造

了机械论宇宙观
、

能量守恒定律
、

启蒙哲学
、

、

宪章运动
、

美国宪法
、

共产党宣言
,

甚至连毛

瑟手枪
、

卓别林在电影 《摩登时代》 摆弄的装配线
、

一个小时划分为 60 分钟和每分钟划分为

60秒的钟表机械及其时间观念
,

也都是机器技术体系的产物
。

技术价值转换所以能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

不仅在于它能造成新的生产方式
,

而且还

在于它能够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

新的文化情境
。

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的时候
,

它总是要求人

们适应其新的价值
、

新的规范而生活
。

当农耕技术出现的时候
,

人们日出而作
,

日入而息
,

悠哉悠哉
,

可以慢慢腾腾地生活
,

涉园成趣
,

绝交息游
,

可以与世无争
。

如果没有追求
,

也

是
“
弄儿床前戏

,

看妇机中织
” 一类的情趣

,

尊祖宗
、

孝父母
、

慈儿孙
、

悦亲戚
、

信朋友一

类伦理价值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情境中生长出来的
。

但是
,

当大机器生产到来的时候
,

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

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
。

早晨
,

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工厂
、

企业
,

晚上
,

又潮水般地回到家 里
。

集中化
、

专业

化
、

同步化归根到底是社会化
。

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中
,

绝交息游是 根 本 不

可能的
,

与世无争也是不可能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财富
,

它必然形成不

同的社会群体
,

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圈
。

这就造成了人们生活的新的文化环境或文化情境
,

必然造成新的社会观念
。

时间观念
、

竞争观念
、

公司或企业观念等等
,

都是大机器生产技术

转换影响到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新观念
。

0 〔美〕康尔根
: 《古代社会》 上册

,

第妇页
,

商务印书馆 19 83 年出版
。

② 见马克思 : 《资本论》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蹈卷
,

第464 页
。

⑧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

第4U页
。

④ 见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12 卷
,

第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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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术体系是随着文化积累而不断发展的
。

远古时代在原始人那里
,

发明创造是非常罕见

的
,

往往是几千年
、

几万年才艰难地发明创造一件东西
。

这 也正是原始人类价值观念发展缓

慢的原因
。

从朦胧的原始价值思维即前价值观念到学会进行价值反思
,

形成逻辑
、

理性的价

值观念
,

是经过了漫长的雄史时期才出现的
。

即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

发明创造及技术知识

的增长也是非常缓慢
,

如耕犁文化就延续了几千年工传统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保守或守旧也

就可娜理解了
。

但是现代就不同了
,

随着科学理论
:

的发展及越术知识的积累
,

它转化为应用

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
。

龟磁学转化为电工技术
,

用了 1 50 年
,

核裂变原理应用于发电技术
,

,

用了15 年 ; 激光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
,

只花了几年功夫
。

有人计算
,

进入本世纪以后
,

一项

重大科学发现发展成为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形式所需要的平均时期缩短了 60 %以上
。 ①这一方

面与科学理论知识的积累有关
,

另一方面也是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传播速度的加快密不可分
。

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
,

文化价值信息意义变得非常不确定
、

不稳定
,

此 时 此 地是非常有意

义
、

有价值的东西
,

到彼时彼地
,
,

它可能变成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了
。

拿中国来说
,

几年

前还以有缝纫机
、

自行车
、

手表三大件为满足
,

现在洗衣机
、

电冰箱
、

彩色电视机成为一般

的追求
。

物质生活是这样
,
精神生活也是这样

。

迪斯科
、

西方流行歌曲
,

几年前还被一些人

看
_

作是
“ 下流 ”

的东西
,

现在却成为入时的歌舞 了
。

这无疑是文化情境流动的结果
。

文化情
一
境是人们感知现实的最具体的外部环境

,

它的加速流动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现代价值观念

迅速变化的重要根源
,

而这又是和科学技术知识加速积累和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所谓生

活节奏加快了
, 乃是当代技术体系缩短了时间

、

空间而加快了文化运动速度所造成的
。

外部

环境的日新月异
,

必然造成人们内心世界价值心态的迅速变化和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 I

一
_

自然
,

技术价值转换并不是禅剪算沈滚鳞笋技水价填完全消失了
,

不存在了 , 恰恰相反
,

每一
_

个时代郡保留着前一个叹作见粟王煎J卜个时代的某些技术成就
,

这些成就在现实生活中依然

是发挥作用的
。

即使那些作为残存物被保留下来而在现实生活中弓经失去实用价值的技术成

就 (这一点最突出的反映在出土文物上 ) , 它也常常会转化为新的价值并在现实生活中重新

发挥作用
,

就象兵马俑的发现被音乐艺术家谱成畅想曲那样
。

残 存 物 虽然是死了的技术成

就
,

一 .

但它还反映着创造这技术的当时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念
,

负载着技术生命的活的灵魂
。

这些残存技术是技术积累的组成部分
,

它们显然可以成为新技术创造的有价值的参数
。

无论

是前时代保留下来 的尚有实用仇值的技术
,

还是作为残存物保留下来的技术
,

在现实生活中

都具有着某种文化意义
,

也就是说它作为旧技术体系的价值还是发挥作用的
。

它们不仅作为

实甩价值要求人们产生相适应的观念和规范
,

而且还作为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构成特殊情况赋

予人们某种价值观念
。

因此
,

在一个时代中旧的技术体系和新的技术体系往往是并存的
,

就

象有了火车和汽车还有马车
,

有了拖拉机还有牛耕犁一样
。

这样
,

新旧技术体系就构成了一

个时代极为复杂的文化环境
,

构成了人们生存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文化情境
,

它们赋予

人们不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

建构不同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

这也正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

丰富多彩的原因所在
。

当新旧技术体系发生矛盾的时候
,

价值观念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这种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在技术价值转化中虽然是普遍存在的
,

但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基本心

理法则也是普遍存在的
,

只要人们在实践中尝到新技术的意义和价值
,

就会改变旧的技术价值

观念
,

接受新的技术价值观念
,

这就要求社会在技术价值体系转换时做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工

作
。

甲 见 〔美〕阿
·

托夫勒所撰 《未来的冲击》 第26 员
,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98弹出版
。



人类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前曾经历过火的应用
、

弓箭的发明
、

制陶术的发明
、

动物饲养
、

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使用五次大的技术革命
,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

人类又经历了农业的兴起

和工亚革命两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浪潮
。

自从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随着电子计算机
、

人

工智能以及遥感技术
、

空间技术等在生产上的应用
,

正在出现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
,

这次革

命以技术和科学相结合
,

正形成一个巨大的浪潮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改变着整

个社会文化结构
。

对此西方社会学家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它
: “第三次浪潮

” 、 “ 后工业社会

来临
” 、 “

信息社会
”
等等

。

这些不同的语言并不可能真正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
,

但

是它也同样说明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具有价值转换的性质
,

它也必须更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价值

观念
。

正如农业兴起和工业革命造成了不同时代的文明一样
,

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也自然会影

响到人类的命运
。

因此
,

怎样评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则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话题
。

三
、

科技
·

社会
.

人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

但是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

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力量
,

而是盲目地运用这种力量改造和征服环境
,

因而产生了环境污染
、

森林破坏
、

水土流失
、

能源危机
、

噪噪杂杂的喧闹
、

拥挤不堪的人海
,

使整个生态环境失去

了 子衡
。

人类愈是急于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

反而失去了生存的环境 ; 愈是寻找通向文明的

出路
,

则愈是陷入了不可 自拔的困境
,

愈是威胁着文明
。

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悲观主义的论

调
:

梅多斯 ( D
.

M ea d o n s
) 等人最先指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

。

他们认为
,

能源
、

不可再

生的资源的破坏等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l 即使这些间题能够得到解决
,

环境污染的日益

严重也会招致人类的毁灭的 I ①

舒马赫 ( E
.

F 毛S h u m韶h e r ) 认为
,
现代工业生产已经把人变成了 机 器 的 仆 人 , 把大

规模的核裂变引进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会造成最严重的环境污染而形成为人类生存 的 最 大 威

胁
,

因此
,

他认为
“
小的就是好的

” ,

应该建立
“
是人性的技术

” ,

甚至主张用佛教经济学

来指导当代人类经济生活
。 ②

如果说克劳修斯等人把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广到研究宇宙得出了
“
热寂

”
的学说

,

那么
,

里

夫金 (J
.

R ik i )n 和霍华德 ( T
.

H的 or d ) 则把嫡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论
,

观察人类社会 历史得

出了更加悲观的结论
: “

现在
,

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传统正在经历一场作茧 自缚的痛苦
。

极

目四望
,

世界的嫡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
。

在 日趋复杂的混乱中
,

我们挣扎着保全 自己
。 ” 多̀

这种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深深的怀疑和对人类命运的极度的悲观主义是毫无根据的
。

我们

和信
,

人类每一次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从总的方面都会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
。

但是
,

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中
,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科技
、

社会
、

人生三者之间极大的不适应性和不合理性
,

它已经给社会的发展
,

给人类自身的发展以及人

们心理
、

价值观念带来了矛盾和冲突
。

这是值得我们引起高度注意的
。

首先
,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意识的割裂
。

科学技术作为巨大

① 〔关〕 D
.

梅多斯牛者
: 么增长的极限》 ,

商务印书馆
,
1 9 84年出版

。

因 〔英〕 E
.

F
.

舒马赫著
: 《小的是美好的》 ,

商务印书馆
, 1 984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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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力量推动着社会结构急剧的变化
。

轰轰隆隆的机器生产不仅建筑起了工厂
、

企业
、

公

句
,

而且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式
,

可以说现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及其结构

形式都是由机器生产及其产品交换派生出来的
,

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器
。

随着大规模

的生产伴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消费
,

也就是阿尔文
·

托夫勒 所 说 的
“
物

:
用完 就 扔的社

会
” ①

。

在西方
,

大规模的生产所造就的是大规模的挥霍和浪费
。

这就是 17
、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想精神
,

和马克斯
·

韦伯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的

合理的核算
、

合理的技术和合理的法律
,

一句话合理的文化精神
,

背道而驰了
。

社会结构迅

猛发展
、

扩张
、

膨胀
,

都与它的文化价值精神的主要原则背道而驰
,

这就造成了 社 会 结 构

和文化价值意 识的割裂
。

在 19 世纪以前
,

人们献身于工作的思想主要是节约和节制
,

就象侍

奉上帝一样侍奉着商品生产
,

这一点在 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

因此那

时候资产阶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精神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

然而 19 世纪以后
,

特别是进入 20 世

纪以来
,

它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极大地破坏了它的新教伦理精神
,

从而造成了社会结

构内部的分裂
: 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的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 , 另一方面是世俗的享

乐主义
、

得过且过
、

玩世不恭
,

这样
,

社会组织结构就把它的原有的伦理道德推到了反面去
叹

了
。

从而形成了反对社会体制和反对遵从伦理道德规范的
“
现代主义

”
文化价值意识

,

这就

是西方当代各种时髦的
“
现代主义

”
文化思潮和意识

。

这种文化价值意识虽然包含着自我价

值意识的觉醒
,

包含着对旧价值体系的挑战和抗争
。

但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
,

是

缺乏深刻的价值反思的
,

而且在人格上往往是分裂的
,

这也许正是舒马赫主张恢复佛教经济

学的理由所在
,

因为佛教经济学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
,

而在于人格纯净
。

因此
,

其次
,

这也就存在着一个社会结构如何转化为人的合理结构问题
,

但是
,

科学技

术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却是不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
。

为了克服人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

如城市与乡村 ,\’ 汽车
、

火车
、

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被创造出来了
,

然而却带来潮水般的人
口流动及会山会海

,

人们拥挤在一起
,

反而增加了许多矛盾 ; 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

思想交流
,

电报
、

电话
、

电视传真以及电影
、

电视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发展起来了
,

然而人

在信息洪水中都失去了价值取向
。

现代化交通工具和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把整个社会结

构联系在一起了
,

也缩短了人与人之何的距离
,

但是它们并没有使人类的感情变得更融洽
,

反而变得愈来愈隔膜和孤独
。

例如现在鸽子笼般的高层建筑就是这样
,

这种高层建筑虽然室

内设备较之平房舒适
、

宽敞
,

但是人们住进这样的高层建筑之后
,

也就失去了过去邻里之间

的频繁的采往
。

人就是这样在密集的建筑群中消失了
,

这里不适合人类
』

。理 正 常 发展
。

电

子计算机在自动化生产中的应用正在造就一大批只会按照程序和指令办事的有 生 命 的 机器

人 ! 按照进代论的观点
,

人类的文化或文明似乎应该愈来愈高级
,

愈来愈复杂
,

然而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反而把人类的生活和文明弄得愈来愈简单化了
。

人们似乎只会上班下班
,

只会

守在机器旁按照程序和指令办事
,

只会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给定的价值
、

意 义 进行判断和选

择
,

只会按照国家
、

教会
、

政党
、

公司
、

企业的思想考虑问题
,

连艺术也变得那么简单
,

史

诗
、

交响乐
、

大气派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见了
,

代之而起的是流行歌曲和各种各样的小玩艺
。

这种文明究竟是进步了
,

还是倒退了 ? 总之
,

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文明
,

然而人类并不能真

正享受它
,

反而被它弄得不知所措
。

这又是一个文化悖论
。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
,

本来是 为了

Q 〔关〕 阿尔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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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多的自由
,

现代反而失去了自由
,

置于了科学技术的统治之下
。

它不仅使人类付出了

外部代价
,

如环境污染
、

生态破坏
、

能源危机等
,

而且还要付出内部代价
,

这就是心理和精
神上的牺牲

。

当代科学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

而且还
.

组织和干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

当

人类不 自觉地把它引进到社会生活中来的时候
,

如果不能对百实行有致的控制
,

那么
,

它就

会象靡非斯托非勒斯① 一样
,

把人类的灵魂摄取走
。 这也许正是约翰

·

奈斯比特呼吁
“
我们

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与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
” ② 的原因所在

。

最后
,

从根本上说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人的需要
、

人们存在
、

人的价值
,

而仅仅

作了社会
、

经济及政治权力对个人或群体心理控制和操纵的工具
,

这就必然导致个人或群体

心理功能的紊乱
,

导致各种人格分裂
。

这样
,

有计划
、

有 目的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没有主体性

目标之间的矛盾就造成了一个文化悖论
:
科学技术愈发达

,

其价值和功能就愈悖谬
,

愈是背

离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
,

愈是压抑人的自由自主的潜在能力的发挥及健全人格的发展
。

当社

会分工愈来愈细
,

社会关系愈来愈不稳定时
,

人就愈来愈不完全
,

愈来愈成为马尔摩塞所说

的
“
单面的人

” ,

或者说是支零破碎的人
。

因此
,

在西方
,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不但没有

给人的发展带来自由
,

反而象异己的力量一样支配着人的生活和命运
。

它造成了整个社会文

化价值体系的危机
,

也造成了自我价值意识的崩溃
。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

西方一些社会科

学家批评现代科学技术是非人道的或非人性的
。

我们认为
,

科学技米是人类创造的
,

是为了满足人类 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
。

它所以成为

异己的力量
,

成为压抑人的发展的对立物
,

这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或谬误
,

而是使用或应

用技术的人缺乏 自觉性
,

特别是当它被社会特权阶级或阶层用作商业目的和政治 目的的时候
,

就已经改变了科学技术本来的价值和功能
,

改变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和人道主义 目的
。

我

们知道
,

人类在文明时代以前和以后都进籽过多次科学技术革命
,

都对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作

出过贡献
。

那么
,

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也一定会把人类的文明推向丫个新的阶段
。

人类在应

用新的科学技术
一

成就过程中虽然付出了代价和做出了牺牲
,

如环境污染
、

生态破坏
、

能源危

机等
,

但是我们相信人类一定会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这些问题
,

而在更高程度上取得

人与自然界的平衡
,

从而使
族

和总的环境建立一种更加合理
,

更加有利于健康的关系
,
在

这种关系中
,

人类不仅是求得生存
,

而是要更高地提高生活标准和文明化程度
,

更充分地发

挥自己潜在能力
,

因而也在新的文明环境不断自我净化
,

成为更为文明的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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