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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存而亲身感受到的、不容置疑的现字。这表

明，缠绕我们民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现实层面。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

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现

代的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 

中国的发展哲学现代化理论理所当然地在这一深刻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思维空间中生起来，成为近年中国哲学界势头正劲的理论

热点。尽管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发展理论的宗旨是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现代性或实现现代化的

目标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个体化。然而，中国的发展哲学或许命定要任重道远，它面前的任务决

非如此简单与明了。实际上，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本质内涵的现代性迄今并未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普遍认同和自觉追求的主导隆价

值目标。相反，无论在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建构方面，在社会运作与管理机制的改革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价值的转型和个体生存

模式的重塑方面，都出现传统与现代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反对又奇特共生的现象。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从其开始

忧表现为一个乏力的进程，而缺少一种义无反顾、志在必得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发展哲学的视野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景同

时也变得模糊和扑朔迷离。  

上述情形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社会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文化的顽强、闭关锁国状态的长久、自在的生存模

式的惰性、宗法血缘关系的延续，等等。然而，这些原因或因素能够以如此强有力的方式干扰或阻滞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则

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现实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要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建构中国的发展哲学，都不能不从这一

特殊的历史定位出发。  

所谓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是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

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

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不

可否认，在此之前，其他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这种特殊的历史定位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

样强烈地体验了这一巨大的时代落差。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尚不能在毫无争议的情形下谈论后工业文明或后现代文化。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趋向的出现表明，原本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或现代化已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和危机，它必然要进行一种新的变革

或调整。这即是说，当中国社会终于确立了现代化目标时，它所面对的现代性已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价值象征，而是一个开始残缺的

价值实体。这种特殊的境况使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可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原发性现代化，也不可能是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依

附--发展”的殖民性现代化。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而最为根本的一点在于，它使得中国社会在短时期内无法

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人文精神。而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对于社会转型之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无须费力证明

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所断言的那样，在每个民族的每一项重大事业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决定这项事业成败、与特定时代

和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联的时代精神力量。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精神“空场”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基本层面。  

（一）精英层面的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分裂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擅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

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

而相互分裂。在这种情形中，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人文精神，相反，以“天

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正通过某些知识精英而与工业文明精神形错综复杂的冲突。  

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使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在现代化初始就过早地展开，由此

导致了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冲突。在西方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展现出内

在的张力，它们相互一致，构成了以理性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

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尽管按照道德的尺度来衡量，这种文化精神在工业文明后期曾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等消极后

果，但从历史的尺度看，这种文化精神则在一定时期内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而中国现化进程从开始就出现了

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张力，出现了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的冲突。这种情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



过分发达所带来的技术世界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分裂，但也的确存在着由于拒斥工业文明精神而干扰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险。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还有可能从文化精神上导致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奇特联姻，从而出现

价值取向或发展尺度上的消极的时代错位。不可否认，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过直观的方式比较深刻

地体悟到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精神，这对于工业文明条件下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分裂之历史困境的人类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的强调只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它根

本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因此，当新儒学试图直接从中国

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建构起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或者当人们把“消解主

体”、“解构主体”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直接联姻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以过去为定向”的

时代错误，从而断送现代化前程。  

（二）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游离与裂变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不仅造成了精英层面的自觉的人文精神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大众层面的自在的文

化价值的裂变。今天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法、多元的价

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鼓励。在这种氛围中，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工业文明精神和后工业文化精神

通过新的生存方式而渗入或涌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时，中国民众的文化价值世界开始发生冲突与裂变，出现了新旧交织、传统与现

代混杂的格局。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洗中，工业文明的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体所认可，但它们绝没有在大众

中构成一种具有崇高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依旧以中国特有的宗法、血缘、情

感、人情等自在文化因素为基础而附着于大多数中国民众身上。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文化心态也似乎通过大众文化、通俗文艺、文

化快餐等，作为日常生活的添加剂而悄悄地超前地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在今日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可以看到各种时代的

价值观念在冲突、碰撞、游荡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裂变状态似乎不会是一种很短暂的现象因为今日的中国社会已。没有一种机制

可以直接有效地主导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流向。昔日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宣传和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的阐释而转化为大众话

语，从而控制着大众的主导价取向。目前，人文精神不但自身经历着冲突和分裂，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科学在社会中的

地位开始趋向于边缘化，结果精英语言在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开始失效，大众话语和大众文化价值开始游离出来，取得了某种独立性

和自律性。这一切使得相对统一的主导性人文精神更难在短期内得以确立。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各方面乃至它的最终命运。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中国的发展哲学应当善于调整和修正其对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期望值不要期待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会是一个毫无争议、一跳而就的进程不要期待可以对中国民众进行一种一呼百应的现代人文精神启蒙。必须看

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生成将是痛苦的、曲折的、缓慢的进程。  

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哲学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工业化初期启蒙理论的角色，而必须依据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来确立自

己的期望值和地位。对此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而只能指出两个要点。一方面，它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不同文化精神之间的张力和冲

突，尽可能地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把现代性的生成理性化和个体化当成压倒其他一切的首选价值，以防止中国的现代化因

为乏力而搁浅或因价值导向倒错而前功尽弃另一方面，它应该引导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文精神回归生活世界，通过现实生活方式

的变迁而不是观念的教化重建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联姻，使新的生活方式直接冲击和触动生活世界的根基，从人们的基本生存模

式中引出现代性的维度，因为微观层面上人由自在自发的主体向自由自觉的主体的转变才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核心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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