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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

——重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

王 亮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深刻反思和批判了现代性自身所孕育的二难困境。而我国要想避免重蹈西方传统发展

模式的覆辙就必须超越现代性，这正是我国当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所在。同为对现代性的超越，科学发展观

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则势必会在这一相同的历史场域中相遇，对话和沟通也因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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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而开始自

己的世俗化进程以来，西方世界便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活诸方面发生了一场理性取代蒙昧，科学

取代迷信的变革。这一世界性的理性化过程即马克

斯·韦伯所言的“祛魅”过程，亦即通常所说的现代

化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本质特

征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

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同义语，霍克海默尔也把资本主义

视为现代性的别名。现代化的进程确证着人性取代

神性的胜利，它既使人类取得了改造世界的巨大成

功，同时也将人类自身抛人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历史悖

论之中。社会日益被塑造成为一个坚硬的物化结构，

人在其中反而陷入了对物和对他人的全面异化之中；

工具理性的膨胀将自然变为人任意宰制和支配的客

体；世界大战的阴影、种族屠杀的惨剧等表明了人类

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野蛮的历史⋯⋯，所有这些，正

是现代性自身所孕育的内在逻辑悖结。

与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已被展开得淋漓尽致的情

形相比，我国则刚刚踏上现代化之路。面对现代性自

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如何既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

积极成果，而又不会重蹈西方覆辙，即如何超越现代

性的悖论。正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

上，我国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崭新思路。它不同于

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畸形的彻底物化的发展态势，科学

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人口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

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实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

础上的人的自由和解放。

科学发展观拒斥一切现代性的“原罪”，工具理

性的霸权、人的异化、单向度的文明等正是科学发展

观所致力于消解的。在西方，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法兰

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矛

头所向便是源于启蒙的现代性及其为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危机。尽管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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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渐行渐远。但作为对马克思童义的一种不同于

传统模式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

的思想借鉴，其社会批判理论与我网当前所编导的科

学发展观之间也不无契含之处。具体说来，科学发展

观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承袭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都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强调

的人本主义精神。先验的理想的类本质与人在现实

存在中的异化景况之闻的对立，是法兰壳福学派取自

子犟期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尽管这一人本主义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模式后来为

马变思所抛弃。但在其嚣来，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只是

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化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生产的

自发性和盲目性造成了和个人相独立的物的关系对

入的统治，即偶然性对个性的统治。劳动者被爨己妁

创造物所支配和奴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

系所掩盖，整个社会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物性”色

彩。茏奶马克憋搿擞判的那样：“在资产阶级麴统治

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

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

由，因力穆识更加受到物豹力量麓统治。峨列

与之相反，商品、货币、资本在现代社会巾却成为

一种独立的自律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却又支

配人的异己力量。当个入拜倒在这些被造物露蓠时，

便在拜物教意识形态的罗网中，丧失了创造性、批判

性和否定性的一面，“堕落成为面对着他自己对象化

稷物化豹工谗褥无动于袭豹人”，臻’亦鞠马尔库塞新

说的“单面人”。法兰克福学派试想通过自己的文化

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揭露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重建

个入的超越後稀革命性的向度，从丽在实践审争得主

体的解放和自由。尽管其异化逻辑史观已严重偏离

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思路，但渗透于其理

论审的强烈的瑷实批判精神穗入文情怀却至今仍不

失其理论价值。

这一人本精神同样体现在我困当前所倡导的科

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发

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单单地实现经济的增艮和物质财

富的积聚，更是为了使人民悲从发展中获得更多戆福

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殖与入的世界

的增殖成反比，劳动者不但不能充分地享用自己的劳

动成果，反恧陷入全面的贫困之中。露我匿则始终把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箍作为

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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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提倡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震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外，与法兰壳福学派

片面强调意识革命使人得到解放的思想不同，科学发

展观首先要求通过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不

合理的部分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从发展的成

果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决非仅仅是无产阶级意识或

主体意识的获得。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对法兰克樱

学派抽象入本精神的超越，惟有对现实的入而非对悬

黢于空中的抽象的人的关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人

本精秘。

2 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反思

辩学技术的进步嬲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

步，但正如本雅明所说：“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

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野蛮的史册”，131嬲下人与自

然关系豹破裂、自然环境酶破坏、∞世纪的掰次世界

大战等都黎露了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所孕育的深刻

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大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尔和

阿多诺在憩钠鹃《瘩蒙辩证法》一书中追溯至启蒙这

一现代性乏“根”后指出，启蒙精神暗含着对科学技

术的无限信心及人对自然的随意支配权。科学技术

一方露帮助人钌取得了改造自然懿量大成就，另一方

面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

了“合理化”的支撑，“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

的安逸，统治也以更鸯沉稳熬压榨手段嚣豳了蛊己抟

地位，同时也压抑了人的本能”141这就导致了对科学

技术的盲嗣信任，使人们以为一切社会问题，甚至道

德、价值闯题也可在群学技术昀逻辑孛获褥最终静解

决。因而，本来作为人之有限工具的科学技术在现代

却愈来愈取得统治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于现代的无

度膨涨便源于此。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二人将科学技术视为现代

社会诸多翘题的罪魁祸首，这显然是将科学技术与其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缒应精混为一谈，丽稀学技术本身

并不带有任何“原罪”。这样，如何合理地使用科学

技术为人类造福，丽又不以破坏环境甚至威胁人类自

身的生存为代价，最终将成为经历过阵痛襁迷误后的

人们的唯一合理地选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

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片疆强调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佟

用来追求所谓的经济高增长，而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承

受能力，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人与自

然关系豹紧张。科学发晨观正怒要吸取传统发展模

式的经验教训，以最恰当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坚持

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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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福协调，使人民在嶷妊的生态舔境中生产生活，实现

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科学技术不再

是极权主义的统治工具和充满霸权色彩的词语，爵是

为建构入与鑫然和谤统一，诞迸社会进步的有限工具

理性。

3总体革命的思想

卢卡奇曾经说过：“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

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同

资产阶级鹳科学有着决定性的区裂。"【2】这一“总体

性”思想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下来。法兰克福学

派的思想家们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突出革命的

政治经济内涵酶做法，认为摧凝资本主义社会嚣革命

不能只是单纯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而应当是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心理、日常生活等所有方露在内的总

体革命。德镌尤其强调意识革命在整个革命中的重

要地位。马尔库塞认为，在充斥着异化、极权主义统

治和人性丧失的“单面社会”中，新的革命策略是网

一切现存的东西完全决裂的，它对发达工监社会实行

“大拒绝”。因此，这种革命具有总体特征，它包括人

本身的改造，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价值、本能、欲望、

文亿等一切方面的改造疆j。

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革命思想将经济

因素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等量齐观，甚至更为强调意

识革命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

简单化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另一方西却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阵地。假这一总体革命的思想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和

发展又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发展

观甚至可称之为“总体改革”“总体发展”。科学发展

观不是单纯的唯经济论，仅仅追求生产力豹发展和经

济的增长，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

布局，通过发动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日常

生活篱诸多领域翡“总体改革”，来促进现代化建设

中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挤调。科学发展观野在促

进社会全面、稚谤发展翡蒸础上，实现对人的总体变

革，将人从片面发展的、被物化的“经济人”变为充满

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便是科学发展观

的实矮所在强’。

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叉引发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

在内的众多西方入本主义者豹激烈批判，其对现代社

会病症的诊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均有其合理的

一面。但其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和纯粹的文化、意识

批判，除了彰显其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乡病外，对

现状不会有任何实质的触动。而我瀚当下所积极建

构的科学发展观，既吸收了理性、科学和进步等现代

性的核心理念，又将一切现代性的弊端遥通拒之予瓣

外。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蘸写，科学发展观真正超越

了现代性，因而也超越了一切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批判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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