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俞吾金

提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告的戈化斗_诂是片常丰寓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

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吲台消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

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阵别在同一-十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

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王趣币断地里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

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隆”、“新保守王义”、“后现代主义”、“萨

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j=明冲突论”、“人寓土卫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

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受挠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竞的繁荣，而是处

北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连兰-'3

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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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文化概况

要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概况，首先要搞清楚下面三个概念：

第一，“中国”概念。选个洞口f以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二是文

化学意义上的中国。显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中国”指的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主要涉及的是中国

大陆。

第二，“当代”概念，主要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

1977年；二是从1978年到目前。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刚关锁同，后一阶段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们上面

提到的“文化热”主要是在后一个阶段出现的。

第三，“文化”概念。据说，“文化”这个词有三百多种定义。我们当然没有必要纠缠在这些定义中，

我们不妨区分出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一是“广义的文化”概忠，凡是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创造出来的

一切都可以称作为文化，它主要包括器具、制度、观念(包括作为其桉心的价值观念)三个不同的层面；

二是“狭义的文化”概念，它主要指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我”J这里涉及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所以我

们主要是在观念的层面上来讨论文化问题。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在结构上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p囡本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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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部分文化主要是由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和从汉代以来进入中国的佛教观念融合

而成的，至今在民间，特别是农村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第二部分是通过前苏联、日本等渠道传播进来

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人们通常称之为“崭：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则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不妨把这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观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I”，直到改革开放

时代以来，中国理论界通过与西方理沱界的直接对话、对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思潮和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的深人研究，才认识到不仅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

间存在着差异，而且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直u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一

部分思想比较解放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被更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以实践本体论为

基础的观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Ⅱ”。第三部分是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

义思潮。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洛克的《政府沦》及其分权理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及其“公意”理论代表了不同的路向。二战后，西方出现了以哈耶克、伯林、波普尔、罗尔斯、泰勒、桑德

尔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看来，泰勒、桑德尔与罗尔斯、诺齐克的争论，不过是“家族内部

的争}仑”。比较起求，罗尔斯更多地从属于康德的传统，即主张自由是超验的东西，而泰勒则更多地从

属于黑格尔的传统，即主张自由只能放在历史地演化着的共同体内部来进行讨论。这部分西方思潮对

中国知识分r，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目前法哲学、宪法学和比较宪法研究成为

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当代中国文化的结构并不是以偶然的方式形成起来的，而是近、现代中国在其世界性的历史趟遥

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其中既有客观形势的逼迫，也有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在所有的历史遛遇中，西方

资本主义的入侵、相应的普世文化价值的传人和五四运动后l=l=l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

的接受，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I】。

上面这三部分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演化的轨迹。如粜人们仅仅着眼于大众媒体

的话，就会发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直j；『终是支配性的力量。但深入的考察

表明，实际情形并不如此。如果说，在1949—1977年这个历史阶段巾，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绝

对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从1978年迄今，尤其是1989年迄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大大

地弱化了。在民间，特别是在农村，传统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知识分子，特

别是沿海城市的知识分子中，西方文化所蕴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理想、基督教

观念01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总之，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驶各部分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

会中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的一把钥匙o】。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

有些西方学者通过大众传媒、短暂的访问或经历，就剥当代中国文化遽下断语，这常常会导致刘

它的曝解。深人地考察当代中国文化，不但要了解它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把握隐藏在它深处的内在矛

盾或冲突。按照我的看法，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至少包含着以下五对矛盾：

1、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矛盾

当代巾国人在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要富强起来，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认真学j=J西方的

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包含着一些普世主义的价值，如宪政、人权、I自由、民

主、平等、社舍公正、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市场经济、世界贸易、市民社会、权力制衡等等。这些普『且事

义的价值构成现代化追求的精神内涵，事实上也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无法回

避的。对于这一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西方国家，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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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却充当过人侵者的角色，这在中国人的感情上和记忆中都留下丁探深的伤痕，而

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台湾问题也常常使原先存在的伤痕

隐隐作痛。于是，当代中国文化总是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强调建立普世价值的重要性，甚至把普

世主义与西方化简单地等同起来．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或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强调民族主义的

至上性，以至不惜否定普世的价值，甚至走向“自目排外”的排外主义的极端。从1949年到1977年，封

闭的、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在中国社会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从1978年至今，普世主义是占

主导地位的，但返同到种族中心主义去的动机伴随着中国与西方外交关系上的每一次受挫而增长起

来。

只要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还没有实现，台湾问题总是引发这一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2、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间的矛盾

传统中国社会作为东方专制主望礼会，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未经历过欧洲意义上的救求主

义阶段，血未经历过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阶段”1，它实际上是一种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

本位制的同家。

这制度是以总体为本位的，这里的总体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家族，二是指国家。在。{l幽传统

社会中，“家”和“国”是不可分离地联在一起的，汉语中的“国家”倒就暗含着这种密切的关柔。儒家

主张在治理社会时“以孝为本”，就是基J。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剐H耍每个家族都稳定了，国糸也就

稳定了。在传统社会的“家”与“国”中，真正独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血缘和身份意义上

的个人。在家族中，个人只是父亲、儿子、兄弟，但绝对不址独立的人格；在国家中，个人只是臣民，而不

星一个自由的个体。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雨一个人，即皇帝是自由的。其实，连皇帝也不

是自由的，因为他的自由也址有条件的，即必须维护整个皇族的利益。一旦他违背这种利益，他的自

f：}iI，甚至连他的存在本身血会被取消。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在市场经济机制的驱动下，个体本位

变成一种越来越基本的发展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契约机制正是以这种从家族身份制度中游离出来

的、自由的、平等的个体的存在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这样的独立的个体，也就不会有真正意

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就使总休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间的矛盾渐渐地变得尖锐起来6 o。

当代中国社鲁是从传统的中国社会演化过来的，它所经历过的计划经济电是高度集权的，即使在

当前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中，也是高度集权的。换言之，仍然是以总体为本位的，但现在的总体主要是

指单位(如国有企、JP)和国家。在这样的制度平台上，总体与个体的矛盾通过一乐列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改革观念上的矛盾。改革开放要求把llJ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基J丢单位和个人；但政府总是

通过对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的强调，把放下去的权力再收上来。这样就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

现象。

第二，政治观念上的矛盾。总体本位强调的是政治思想上的高度的统忡，这就必然使意识形态

的话语权力化，成为州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而个体本位强调的则是现实生活、j，政治思想的多元忭。借

用西方流行的话来说：“虽然我不『二j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第三，与总体本位对应的伦理观念址全能主义，而与个体本位对廊的伦理观念则是个人土义。在

意识形忐的i舌语中，个人主义总是被简单地等同于自私自利，而坦到批判。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权

利亟需得到维护、个人的职责和责任亟需得到明确的界定。反之，集体主义的伦理观念却面临种种挑

战。如粜作为集体主义载体的某个集体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了，我们是“i是还要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

维护这个集体的存在呢?特别是当集体犯罪的现象(如集体制假、集体走私、集体腐败、地方保护土义

等等)经常j=H现时，我们还能抽象地强渊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吗?

显然，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之问的矛盾还会通过各种小同的形式表现

  万方数据



浙江学刊 2000年第5期

出来。就其发展趋势而青，个体本位必将占据越来越币耍的地位。当然，这将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道德实践主体的建设和法权人格的建设将成为核心的问题。

3、发展商品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所以占主导地位的观忠始终是“重本抑末”。历代统治阶级都强

调“民以食为天”，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即使是知I=只分子，也以“耕读史家”为荣；在传统

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农”仅仅因为等级关系而在地位上屈居于“士”之后，而“商”则被列

在最后。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社会叶t，“商”完全被边缘化了。历代统治阶级都把最能获利的商业活动控

制在政府或豪门大族的手中，并用种种手段对小商品生产者、手=【二业者和商人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

济上的盘剥。而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始终把一

种平均的、共同的富裕状态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在这种平均主义的理想中，明显地包含着对商品经

济和商品意氓的压制；而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所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样严酷的伦理评价，也使中

国的商业活动始终不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从而强大的商人阶层和中产阶级也始终发展不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这对矛盾中痛苦地挣扎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随着汁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整个社会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现象。在

个人心中长期“来被压抑的欲望和利益被唤醒了，于是，追求个人和家庭发财致富成了人们心中普遍

化的、最重要的愿望“]。甚至为了自己致寓，制造伪劣商品、坑蒙拐骗，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机制，它只能使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则仍然停留在贫困的状

态中；而究竟应当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呢?先富起来的人是否一定会带动其他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呢?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4、发展科学技术与遏制科学主义蔓延之间的矛盾

在考察这对矛盾前，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些基本概念。

一是科学技术。显然，这里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经验现象的规律，而

技术则把这些规律转换为可操作的器物，用以改造自然。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但当

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如海德格尔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它不但控制自然，

而且也控制人，使人处在高度异化的状态中。

二是科学精神。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强调协作等等都是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一般认

为，科学精神是一种积极的东西。

三是科学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万能的观念，认为人们可以用科学解决所有的问题，认为自

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可以无条件地推广到现实生活和人文科学中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科学主

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吼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7 o一般认为，科学主义是消极的东西，必

须加“遏制。

四是人义精神。用什么东西来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呢?人们提出了各种答案，但这些答案的实质

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终极关怀的强涮。一般认为，与科学主义相对

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东西。

在当代中同文化的独特语境中，发展科。￥：技术与遏制科学主义之问形成了尖锐伪矛盾。一方面，

中国是一个发胜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上非常落后。要赶上西方的先进水平，就要普及科学知识，发展科

学技术。另一方面，科学主义的蔓延也很严重。不少人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忽视_广

对人文社会科。￥：，尤其是宗教和神秘主义思想的研究，忽视了对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倡导。于是，猩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出现了这样一利·奇观：一方而，官方的理论家总是不断地举行科学技术方面

的会议，强调发展科学挫求的重要性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民间的学者总是强调人文

一8-一

  万方数据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精神的失落及重新振兴它的必要性。显然，这样的矛盾还会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

5、激进主义的支化心恋与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之间的矛盾

中国是一个有悠九历史和传统义化的罔家。长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形成了闭

关锁国的惰性的文化心理。从1840年以来，在阿方列强的进攻下，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当时先进的

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和西方：史明的优劣进行r比较，深感中斟的落后，特别是中国在科学知识和政治

制度方面的落后。巨大的文化落差助长了激进主义思潮的蔓延，这一思潮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如林毓生先qi所说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牟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o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中已见端

倪，当时有的学者主张把文化古籍扔到厕所里去，甚至丰张把汉字拉丁化或者干脆把汉字废掉。后来，

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中，也出现丁一系列激进主义的口号，如“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口I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在

“文革”中，许多激进主义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公无私”、“解放仝人类”等等都被挺出来

了。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于的自我意识不断地增强，剥

贫富落差的感受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为激进主义的发展提供丁新的动力。但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中，激进主义严重受挫。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叉渐渐地在文化界抬三L r。法蚓革命与英国

革命的优劣重新得到了评价，过去史学界受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总是褒扬法国革命而贬低英国革

命，现在英国的“光荣革命”成了革命的最佳形式，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成了新保守主义

者的圣经。无庸讳言，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

由中国既具有悠久的历史，又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双重的身份决定的。

综一I-所述，当代II，国文化处在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之中。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些矛盾，才能全面地理

解当代中国文化。

三、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

当代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存讨论这个问题之l甫，我”J先要纠正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错误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我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文化当元主义”。按照这种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文化的多

元性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诅l。如果战意倡导某一种史化观念，这种观念就有可能成为话语霸权，从

而导致文化专制主义的复现。所以，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让其自然而然

地发展。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排斥文化发展中的批评机制。事实上，历史和实践一再告

诉我们，没有真正的批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发展。在我看来，应当追求的是“批评的文化多元

主义”，当然，批评要确立．严格的原则和规范，使它不致‘i：蜕化为话语霸权。

第二种看法我称之为“文化观念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存仟何社会的发展·lt，观念都起着央定

性的作用。只要少数知识分子抛弃了某种旧观念，旧世界就崩溃了；同样地，只要他们接受了某种新观

念，新世界也就诞生了。这种把文化观念理解为一切力量中最根小的力量的看法，是很天真的。事实

上，当某种文化观念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时候，它什么也不址。即使被普遍认同了，婴转化为现实

的力量，也要通过实践。单纯的观念并不拥有任何力量。存当代cp围文化中，由r文化观念决定论”在

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影响，所以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并模仿韦伯样《新教伦理和资水主义精神》一书中

提出的思维方式，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旨是建立种新的伦理观，f：|=『此束推进中同现代化的发

展，就像西方的新教伦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而这一思维模式又与传统儒家和当代新儒家

倡导的“内圣外王”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直到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霓创，人们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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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谓“儒家伦理”在东南亚国家中也不过是一种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力量。归根到底，决定一个国

家发展的是经济、政治、技术、军事方面的现实的力量。文化观念就象纸币一样，它是否有价值取决于

银行里是否有相应的∞金储箭。

第三种看法我称之为“追求完美沱”。国内的不少学者提出：要把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与西方

文化中有价值的东撕结合起来，建设-种完美无缺的新文化。这也是一种十分天真的观点，因为任何

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刊完美的，否则它就失去丁自己的生命力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人们永

远只能追求比较好的文化，但无法达到绝对好的文化。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

”。。㈨他也说过：“好的最大的敌人是最好。”【l”这就启示我们，我们永远只能去追求比较好的东西，但却

不应该去追求绝对完美的东西。总之，在这方面，需要有一种抵御“完美乌托邦”诱惑的能力。

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如果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三个层面

来看，制度文化的重要性正在凸现出来。就制度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丝制

度文化建设的核心。如果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即观念文化的角度来看，应该认识到，当代中国文化变动

的实质是从原始伦理精神向法的精神和道德精神转化。所谓“原始伦理精神”是以自然的【l}【缘关系为

基础的传统社会的主导性精神。其基本特征是：以家族为本位、以孝悌为核心、重视等级制度、重视身

份关系、强调人情关系等等。所谓“法的精神和道德精神”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主导

性精神，其基本特征是：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的良知为核心、以契约和法律为准绳、追求独立和自rb、

强侧平等和博爱等等。不管我们是否赞成．从原始伦理精神向法的精神和道德精神的转化将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应当自觉地适应这一历史的

过程，而不是把自己的愿望与这一过程对立起米““。

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应该从文化

生态学的立场出发，协调好下面的关系：

第一，既要接受外来文化中蕴含的普世性价值，用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又要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中富有智慧和价值的因素，从而对现代化的理念做出必要的修正。总之，要以开放的心态，自觉地

把全球化蕴含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化包含的特殊性有机地统～起来。

第二，既要坚持以经济建最为中心；又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同步性。因为政治和经济

不可能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把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协调起

来，当代中国文化的发腱才不会步八歧途。

第三，既要重视法制建设、倡导法的精神、培养法权人格；又要强调道德建设、提倡道德意识、培养

道德实践主体。老子说：“法令滋彰，谥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秦王朝只认苛法，15年就垮台

了。必须在造就法权人格的同时造就道德实践主体，才能保持文化精神在生态上的平衡。

第四，既耍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发扬科学精神；又要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提倡人

文关怀、倡导人文精神。决不能使当代中国文化分裂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极。事实上，真正的精神

自由存在于精神各要素的和谐之中。只有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自觉地协调各文化要素之间的辩

证关系，才能促使中国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注释】

[1]在探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趣上，我们既不赞成黑格尔式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不赞成柯辛式的所谓“中

国中心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刺激——回应”的方式描迷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化，但西方资末主义的入侵，无论

如何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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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基督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已经大夫地增加了。在学书界，基督教的研究机构不断地增加着；在市民

中，信皋基督教的人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圣诞节似乎已经成为市民的一个重要的节日了。我在美国和加拿走访问时．

曾经参观过一些华人教堂，听过一些华人牧师的布道。我发现，特别是在中国留学海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中，信奉基

督教的凡很多。在信奉者的动机中，既有溶入西方社会的愿望，又有排遣精神孤独的无奈。而少数人的动机则是肤浅的、

极端功刺主义的。据说，有人在新律时说：“感谢上帝，我女儿终于得到签征了。”这样的祷告与其说是祷告者的有神话倾

向的证明，不如说是对他的无神论倾向的一种确证，因为在他的祷告中蕴鲁_奇完全相反的意思：上帝呀，如果我的士-儿

得不到签证，我就决不会信奉你!

L3]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结构可以看出，早已不存在所谓“纯粹的中国文化”，当熊也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西方文化”．“盹粹

的东方文化”或“纯粹的日本文化”等。：在全球化发展的态势下，单纯的民箍目家史化或单纯的区域文化都已无法继续存

在下去。文化之间的互渗．特别是{虽势吏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西文化比较”

之类的研究领域在意义上就显得含混起来。

[4j毛泽末把近，现代中国社会稚之为“殖民地、半殖蔑地、半封建社会”，袁明他没有深思过过样的问题，即把“封建社

会”这样的概老秽到中国社会中来是否舍适。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有着广泛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讨论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时，这一论断才受到严峻的挑战，但迄令为止还有不少学岩信奉这一论断。

[5]改革开艘“束，农村里大量的民工流向城市，有些学音把这种“民工潮”称之为“盲流”。宾际上，“民2r_潮”并不是“盲

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从经济要素低的地方流向高的地方，这是服从价值规律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

种有重大历史意叉的社会现象，即个人从家族中社奇离出来，被抛向社会．而这正是他成为真正独立的、自由的个体的

第一步。从15、16世纪开始，欧洲也有走量的R,x-涌向城市，欧洲的学者和文学家常常把他们称作“流浪汉”，其实，他们

也是从农村的荨=族中分离出来的，从而也在完成一十由现代社会转化的伟大的历史过程。

[6]每年初五是财神节．从农村到城市．家束户户都为迎别神而放爆竹，m致马路成了“红地毯”．许多草坪被烧毁了。这

充分反映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浮躁心理。

[7]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祉1995年版．第l页。

(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页。

(10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6页。

[11]只要我们考察一下现代欧洲文化思想演化的历史，我们就合发现，渣的精神和自觉的道德精神的确立乃是现代文

化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盂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和康德的《妾践理性批判》(1788)乃是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标

志。

[12]某些意识形态专家对所谓个九主艾的批判就犯了这样的历史性错误。他们竭力把个人主叉与自私自利等同起束。，

其实，十人主义是肯定个人应有的权利与jL务，与自私自利完全是两回事。i}然，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发展过

了头，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反社会的十凡主义。这种极端的、反社会的个人土殳最任何社会都台加以批争l的，但个人主咒

却是合理的。男有一些学者，以形式主艾的态度对待西方学者的观点。如有的西方学者在高度工,Jk4艺的、异化的西方越

会中感到孤独，因而提出了“返回牢周”的口号。一些中国学者跟在后面亦步赤道．也高喊“返回家园”。殊不知，在当代中

国的历史背哥中，不是孤被太多，而罡是少；不是“返回家园”，而是要“走出末国”，固为普遍的、独立的个体还没璃从宗

击家族中分离出来。

责任编辑：任宜敏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