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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视角下的西方现代性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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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空间的各个层次上，虽然主体性体现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但人都成了自身生命的主宰，不再单向地

屈从于外在他者或者某种超验原则的统治。这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状况。在我们看来，经由西方发端的现代

性精神主要包括世俗性、个体性、创造性、实用性和实证性五个基本方面。人在现代成为主体意味着这些基本精神

不同程度的觉醒，从而与前现代的人区别开来。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这五种现代性基本精神的确立，既意味着西

方现代解放的伟大成就，也意味着其根本的历史限度。

  世俗性精神。在西方中世纪，人被看作上帝的子民，上帝意志是世俗生活的根据，生命的价值在于作为神的仆

人朝向神所许诺的救赎，走向来世永生。在前现代社会，诸种神学世界观总是将彼岸世界看作本质的世界和一切价

值的来源。到了现代，超验的神性世界彻底崩塌了，人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之外再也没有一个超验的彼岸世界与现实

对立，世界就只是这一个世俗的世界。理解生命的思想基础回到了现实大地，不是神而是人本身成为存在的根

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现代口号，意味着人从超验的神性世界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人在现代将自身理解

为主体的关键步骤。通过这一步骤，人的理性、利益、权利、欲望等被宗教神学束缚的实在属性获得了正当性，人

真正拥有了自身的现实，而不是否定自身的存在属性以符合上帝的意志或者某种抽象原则，诸如“存天理，灭人

欲”等道德教条。尼采曾经将世俗化的过程称为虚无主义的到来，海德格尔将这一个过程阐释为超验世界的崩塌。他

们讲的都是上帝和超验世界在现代失去了根本统治权这一世俗精神的确立过程。没有这种世俗原则的确立，就不可

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就没有现代。但是，这种世俗性的精神在西方确立的过程中，却伴随着信仰、崇高和

伟大事物的消逝，伴随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到来。

  个体性精神。如果说世俗精神在与超验世界相对的意义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使人从大写的他者统治中获得解

放的话，个体精神则使人从世俗的小写他者中获得解放，现代主体性进一步落实到个体层面。也就是说，在世俗性

确立人而不是神作为存在的根据之后，个体性精神进一步解构了各种“大写的人”，将作为个体的人从家庭、种姓和

等级等观念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树立为具有独立权益的存在主体。人非但不是为来世活着，也不再为现实的他者活

着。每个个体都观念地将自己看作自身存在的根据，世界只是他自身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个体拥有独立的权

利，同时独立地承担义务。这就是现代的个体性精神。现代是个体本位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使主体从以人

的依赖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解放出来，确立了个体的独立性。当然，所谓个体性精神或者个体性原则，并不是说人事

实上脱离于他人而孤立存在，而是说到了现代，个体成为自身生命的出发点和核心，成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叙事根

据。在现代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作为核心范畴的经济人和政治公民，就是以理论范畴的方式彰显出的现代个体

主体性精神。马克思指出，这种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

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现代个体主体性的确立，而且指明了这种个体主体性精神同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指明

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社会历史基础，为辩证地理解现代个体主体性精神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方向。

  创造性精神。现代人将自己理解为现实的推动者和创造者，而不是被动的存在。现代主体性包含一种创造性精

神，现实被理解为由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造过程，而不再是自在的过程或者受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命定论过程。

拥有创造性精神的人才是现代人。在创造性意识的主导下，诸如竞争、创新、发展、领跑、开启、展望、奋斗等概

念，从宏观叙事到日常生活都成了关键词，并且主导了人们的基本实践活动，规定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按照

创造性的观念理解生命存在和现实世界本身。那种纯粹外在性和纯粹自在性的概念被彻底瓦解了，人们生活在自我

创造带来的自由和束缚当中。以创造性精神和创造性实践为基础，现代是人类依据科技生产和再生产自然与社会，

乃至于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本身的时代。人类已经生活在越来越远离自在存在的过程之中，现实的自然、社会和生命

自身都表现为人类有意识的创造物，受到创造性实践的中介而不再是自然的存在。正是在这种人造世界的意义上，

现代的本质有时被阐释为对自然的逃离。虽然仍在自然的物质世界之中，但本质上却超越自然的人化世界，已经成

为世界的本质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人既按照人的观念生产物，也按照物的观念生产人本身，人在物化的自我生产

中同时实现着物的人化生产，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物化的“类人世界”。这就是现代创造性精神展开的可能后果，对这

种可能后果的反思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思想任务。

  实用性精神。在人尚未被理解为主体的前现代社会，个体的世俗欲望、利益和需要还没有获得正当性，而是被

以各种名义遮蔽和隐藏，不是在信仰和仁爱中被征服，就是在感受性的精神超脱中蒸发掉了。在这种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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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存在着实用性的关系，但实用性并没有成为基本的存在论意识，人们还没有将实用主义当作为人处世的根本

原则。到了现代，人将自己理解为现实的主体，随着世俗原则和个体原则的确立，追求和满足自身的物性欲求获得

了正当性并且成为生命价值的根据。世俗关系变成了以个体为轴心的功利性关系，实用理性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

也成为世俗性和个体性的基本体现。现代是实用成为主义的时代，“有用就是真理”在庸俗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的基本

价值取向。在现代，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代替了超功利的信仰、道德和审美，成为实用理性的内在要求。人们以实

用主义精神指引生存实践，作为主体的人将一切存在者都看作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由此，

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人们生活在冰冷的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中。现

代是一个世俗的、个体本位的实用主义时代。一切都在世俗的功利关系中被计算。生存屈从于各种算计，实用性成

了时代精神的内在灵魂，理性精神当然也就片面化为工具理性了。

  实证性精神。与实用性精神相适应的是实证性精神。诸如通常所谓的现代科学理性或技术理性等，本质上就是

实证性成了现代的基本原则，现代主体性包含着一种实证精神。在宗教信仰和道德仁爱中，抑或审美的领悟中，人

把握对象的对象性意识本质上都不是实证意义的知识，不是认识主体对对象的反映和描述。这些对象性意识以及与

之相应的对象化活动都以超越经验的实在性为基本指向，它们以相信、想象、比喻、象征、类比、联想、虚构等方

式在实在的物性世界中营建超越实在的意义空间和价值空间，将世界从物性的实在世界中提升为超越的属人世界。

在超越实在性的信仰、仁爱和领悟中，实证性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根本原则。相反，思辨、启示和感受具有重要的地

位，因此充满了神秘、德性和诗意。到了现代，人从超验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以物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且看待自

身，实证精神因此成为现代主体性精神的基本原则。实证性不仅要求实验的认识方式，而且要求有可验证的认识结

果。实证科学成了绝对的意识形态。不仅迷信与愚昧在实证性的要求中被瓦解，神圣性、神秘性、趣味性和诗意也

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价值，世界日益被理解为按照必然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物性世界。意识的本质被规定为实证性的认

识，精神也片面化为反映和再现对象的实证能力。行为和认识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科学不科学成为基本的尺度，

人被看作能够科学地认识世界并且有效利用科学成果的认识主体。现代是以实证科学为主导的科学主义时代，科学

和技术成为构成现代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因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成为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主题。

  世俗性、个体性、创造性、实用性和实证性成了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主导原则。西方现代性的成就和困境在精神

层面主要是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展开的，现代性批判也主要是检讨和反思这些现代性基本精神及其后果。当然，无论

对现代的阐释还是批判，都不能停留于此种精神观念的层面，而是要深入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在我们看来，马克

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通过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解剖和批判，历史唯

物主义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本身的历史限度。通过这种辩证的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指明了扬弃西方现代性的

基本方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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