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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内在地包括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其

中,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在此基础上,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

即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 也会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6中所指出的: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

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

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

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0

人的全面发展涉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

系、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类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人

的自由个性形成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等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条件是最根

本的问题。依据马克思的思想,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起最终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 /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

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0说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起最终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 第一,生产

力的发展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从而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 第二, 生产力的发展会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会为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社会关系,从而满足人的交往的需要;第四, 生产力的发展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

充足的自由时间( /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时间0, /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0) ,从而为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时间条件。总之,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条件来说,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 ) ) ) 这二者

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0。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

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 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

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 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

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0这就是说,由于受生产力发展

的制约,过去社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大多数人只能为满足生存需要而斗争

(进行生产和阶级反抗) , 因而不可能获得个人的发展;同时, 也不可能解决个体的发展和类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如马克思所说/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

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 都使工人畸形发展, 成为局部的人0, /劳

动创造了美,但使工人畸形0, 但它毕竟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等等,因而使人从依附型

人格转换为独立型人格, 这种人格/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

体系0。因此,尽管现代性即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 但它在人的发展方面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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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人格的普遍提高0。而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会高度发展,会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会

消灭社会分工而使人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人们的社会关系会空前丰富,在才能的发展方面会最终克服

个体和类之间的/对抗0而使人们的能力普遍提高,那时,历史将/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0, 从而将实现/每

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0,人的/自由个性0将充分展现。
社会主义虽然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而出现的社会制度,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共同建立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同样起

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从经济形态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形态0。现

代性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而中国的现代性则相对滞后。尽管西方有的思想家企图

用/后现代0来全盘否定现代性,但我们则应该正确地看待现代性,特别应该正确地审视它与人的全面发

展的关系。

本期5学习与探索6发表的一组文章,从不同视角或不同侧面探讨了现代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朱红文的文章5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探求人的发展6,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现代
性是 17世纪首先出现在欧洲、但今天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现代社会普遍的组织和制度形式以及社会

生活方式。文章重点评析了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总体特征和内在作用机制所作的三个方面的概括,肯定

了吉登斯对现代性重要作用的论述。同时,列举了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关于现代人格的特征在人的

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十二个方面的表现, 认为目前中国在进行社会转型的时期,千千万万的农

民由农村走向城市, 由农业走向工业,传统的地域性生活割据被打破,传统的宗法的血缘的人际链条被

打碎,因而传统封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也必将被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其他新

的价值观念所取代。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公民生活,最后也会影响和塑造一种新的人格。文章对所

谓的/后现代主义0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陆扬的文章5从消费文化解读人的全面发展6探讨了消费文化

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认为消费文化虽然不是唯一的文化再生产模式;但它是今天文化现实中的主导

意识形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一切其他文化形态。现代性的精义就是不为传统所限制而带有不

断求知创新的科学精神, 而现代性则是消费文化的纲领, 因而消费文化与现代性难解难分。现代社会,

生产与消费的主从关系已经被颠覆,消费是个神话,它是当代社会关系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

我表达的方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我们今天的生存现实概括为/消费文化0。消费意味着商品

是作为符号来被消费的, 消费某种商品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权力等等,体现着身份认同的快感。因

此,消费彰显了消费者的自由个性和趣味,成了人们自我实现的一个领域, 它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

的联系。刘奔的文章5在现实矛盾的解决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6,深入分析了商品经济对人本身的发展

所起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商品交换的发展会冲破地域和民族界限, 无止境地扩大交往的空间和人的活

动空间,造成人们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使人们的精神获得解放,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造成人的社会本

质的丰富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异化,由于商品拜物教的产生, 势必使人的精神受到侵蚀。因此,要

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解决这一现实矛盾,即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发挥非经济、非市场因素的制导作

用以克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长山的文章5法治进程中的人文精神流失及其
补救6,指出马克思强调在现代民主制社会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这实质上就是

认为法律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体现浓重的人文精神。但是法律自身的局限对人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法律异化对主体的价值有一定的贬损;过于推崇法律、奉法律为/神明0的/法治乌

托邦0精神使人的主体价值、主体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的侵蚀和消减。因此,应该增强立法的民主化、程

序化,以推进/良法0之治;通过完善法律机制的形式来克服法律的局限性和法律异化导致的人文精神流

失;确立法律多元精神,注重发挥其他规范文化的作用,以建立/无须法律的秩序0。李淑梅的文章5意识

形态与人的社会认同6,认为意识形态的运行离不开日常社会意识即人们的日常意识和心理的认同。文
章论述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 分析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科学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挥和深化。在此基础上, 强调意识形态具有引导人们认同一定

社会制度的功能;能够减少协调人们社会关系的成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与日常

意识具有亲和性,因而它可以切实反映人们的根本意愿, 促进人的独立人格的培养。所以,应该从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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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着手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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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探求人的发展

朱  红  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人的发展是理想和现实、事实和价值、目的和手段、类和个体的统一。一方面,人是一种独特的目的

性的存在,目的性、价值性和理想性是人的自成的条件和证明。人的发展, 人的自由,是全部社会存在的

根本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人的现实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来说,人又是一种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和有限

性的存在。人作为人,作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目的,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人的现实的发展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历史过程。因此, 关于人的发展的讨论和探索, 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离不开与具体的社会生

活和社会制度的真实的关系。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关于人的发展的思考,一个重要的维度仍然是社会

制度的现代性, 是社会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1
  现代性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已经历经了三个世纪。在中国, 如果把早期被动的现代化包括

在内的话, 也可以说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了。之所以说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着重从现代性的视

角来探求人的发展, 首先是因为这在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肢解、被延缓的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问题之所以被延缓, 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革过程本身的特

点。众所周知,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一种/后发外源模式0,在这样一种模式中,中与西、古与

今、民族化与全球化等等的矛盾异常尖锐和突出。在这样尖锐的文化和社会冲突中,人的发展问题也常

常以各种形式被反复地提出、讨论,甚至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

事变,同时也是一种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选择。但是, 这个问题又往往被各种复杂而急迫的社会历史难

题所延缓、遮蔽或/压倒0,或者因为中国社会历史自身结构发育迟缓而使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往往难以触
及根本和实质, 或者因为我们对现代性的内在属性和结构缺乏全面的认识而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做出各式各样片面的、零碎的, 有时甚至是畸形的应对和处理。近代以来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变, 如洋务

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还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曾经极大地促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但是

同时也表明我们在对现代性和人的发展的认识上总是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总是把单一的社会因素,或器

物,或制度,或精神, 或社会的集体秩序,或个人的精神自由等等,当成一定时期内社会变革的首要、甚至

全部的任务,对社会的变革和人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认识和整体的设计。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正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进行新的重大抉择的过程中,我国学术界又对人的发展、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进行了十分活跃而富有启发的探讨。一方面,针对相当长的时间内人

的受屈辱和被异化的状态,学术界和思想界突出地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由, 提出了人的主体性的概念,推

进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另一方面,在社会改革开放的总体态势中, 在对社会现代化的呼吁和探求中,

对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在那时被介绍到中

国。他的理论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个人现代性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对正处在改革开放

过程中的中国来说, 的确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英格尔斯指出: /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
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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