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第!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月
&’()!!!*’)! +’,-./(’01’,2345627.895-682:!1’;8/(1;85.;56<=828’." >/:#"##$

"

生产现代性批判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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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海德格尔$卢卡其和马克思而言#他们之所以能相遇#是因 为 他 们 都 有 对 生 产 现 代 性 的 分 析

与批判%这些分析与批判对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警示作用%生产不能仅仅从财富的

增加这一狭义的目标上考虑%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应考虑到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以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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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性质和社

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

在%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

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和谐社会的

构建从根本上说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
时也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和谐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马克思

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

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

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

产一致%)+A,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关涉着人与自然$
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相处%然而当今生产却陷入无

限度的扩大再生产中#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应

深刻思考和反省生产现代性问题#为建设一个人与

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而努力%

!!一、海德格尔对“当今之生产”的揭示与

批判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

格尔一方面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认为马克思

生产概念是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把生命解释

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从而把马克思生产概念理解

为(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另一方面#

他又对现代生产及其对当今之影响进行了深刻揭

露与批判%在这方面#他的见解与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生产的批判在存在论高度上是大致相当的%海

德格尔所批评的生产的现代性正是对当今之生产

的哲学本质的深刻揭示%
在晚期三天讨论班中#海德格尔洞察到当今人

类经济发展的实质#把当今之生产概括为(社会之

社会性生 产***社 会 生 产 其 自 身***与 人 作 为 社

会存在体的自身生产)%认为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

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生产#并指出’(人的

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因为(对自然界

的迫使越 严 重#人 自 身 遭 受 的 迫 使 也 就 严 重)+",%
在现实中#是进步强制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

而统治着当今%这个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

制#而生产强制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

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用(支架)称呼上述这些强

制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指出#支架就是强制的存

在论规 定%支 架 是 集 中#是 所 有 安 排 方 式 的 共 同

性#这些安排方式将人塞入尺度之中%当前人就在

这个尺度中生存#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

订造性的时代#再也没有(对象)了#只有为了每一

位消费者的(消费品)#而消费者自己也已经被置于

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这个时代的人#把自己理

解为一切现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现时代的

人就是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
当今之生产与近代形而上学在哲学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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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

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

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

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黑 格 尔 发

展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把人的自我

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

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从本质上

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一部劳动史!但黑

格尔的劳动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是抽象的精神的劳

动!这一点被马克思洞察出来!海德格尔也同样

看到黑格尔劳动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洞察到当今

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质&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

学本质已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预先被指出了&
这就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

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
海德格尔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看作是

对劳动新时代的表达&从而在存在论根基上揭露和

批判了当今之生产!当今之生产就是无条件之制

造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

的材料!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互相关照*内在相

连的关系&在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下&人之外的东

西都是可以订造的&甚至人本身也是可以订造的&
所谓%订造’就是按照主观想法把东西生产出来&它
比改造*加工的主观性更浓!对象不仅是对象&还

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这是对当今生产主义*消
费主义的深刻揭露!在生产强制*消费强制下&再

也没有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的确证&有的只是有

用性的确证!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概念%作’必须与

近代概念%生产’区别开来&近代生产概念是在可用

性中的制造!海德格尔指出$%护林人在林中丈量

砍伐下来的木材&表面上看起来以其祖父相同的步

履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但他今天已为木材工业的

利润律所预置+++不论他是否知 道 这 一 点!他 已

被预置到纤维素的可预置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

的需求所跳起&纸张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

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以便

能够为一种被预置的意见安排所预置!’(?)当 代 人

深陷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人以主体自居&把人之

外的东西理解为对象*质料&自然只以有用性呈现

在人面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割裂了!

!!二、卢卡其对生产的抽象化、机械化、合

理化的批判

!!卢卡其在其"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物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可以

说&他的这一批判同样是深刻的!
卢卡其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是

商品拜物教问题&商品在现代社会具有支配地位&
从而使人与 人 的 关 系 获 得 物 的 性 质&并 获 得 一 种

%幽灵般的对象性’!%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

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

动的抽象!’(%)A?F在客观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

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

同的-人 类 劳 动 的 产 物 的 本 质 来 创 立!在 主 观 方

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

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

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
由此出发&卢卡其对劳动的抽象化*形式化*机

械化*合理化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指出$%如果我

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

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

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

越来越被消 除!’(%)A?E机 器 工 业 生 产 把 劳 动 过 程 分

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只负责他那一

部分的操作&生产就如流水线&工人就如流水线上

的螺丝钉&被固定在特定的操作上&并且要求一定

的熟练程度!工人同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工
人的工作 被 简 化 为 一 种 机 械 性 重 复 的 专 门 职 能!
由于劳动的机械化和合理化&工人的劳动也被可计

算了&根据可计算性对劳动加以调节!劳动过程的

对象不再是统一的产品&而是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

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

的特殊局部规律&从而进行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

观组合&把局部系统组合起来的统一性是由计算决

定的!%对劳动过程的合理G计算的分析&消除了

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

局部操作的 有 机 必 然 性!’(%)A%#从 而 在 空 间 和 时 间

等方面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
由于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生产的主体

也相应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
工人不再表现为是劳动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

为机械化 的 一 部 分 被 结 合 到 某 一 机 械 系 统 里 去!
这种机械系统不依赖于他而运行&并且工人必须服

从机械系统的规律!工人在机械面前&只是被动地

适应机械的运转&机械的运转带动工人的头脑和手

的运转&从而工人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

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自

己的意志和想法!由于工人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
生产的机械化把工人变成孤立的原子&工人不再直



接G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工
人之间的联系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

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发生劳动本身的物

化过程!工人必须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作为物化

在对象中的劳动!他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发生工人

意识的物化过程!在机械系统面前!工人的人格只

能作为旁观者!工人在机械面前无思想可言!他的

意识只是机械运转的意识"

!!三、马克思对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资本

主义生产的揭示和批判

!!马克思 在 其#AF??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中!对

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动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是对国

民经济学的前提与出发点的哲学表达&’D(!指出了

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站在同一立场上"马克思指

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

劳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

极方面"正如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

的劳动是对当今生产原则的哲学表达一样!马克思

同样认为黑格尔所表达的劳动正是国民经济学下

的劳动原则"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

系来掩盖劳 动 本 质 的 异 化!把 人 变 成 抽 象 的 商 品

人!把工人的感性生命活动看成谋生的手段)增加

财富的工具!把彼此相互联系着的东西看成分散的

没有历史差别的东西"马克思从劳动同劳动产品

的直接关系出发!得出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劳

动实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的生命

活动变成被迫的)强制的为别人生产的活动!他生

产出来的产品变成不依赖于他反而是异己的力量

与他相 对 立"工 人 的 劳 动)生 产 本 是 人 的 生 命 活

动!是人的类生活"这种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是

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然而%异化劳动把自

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

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这 里!马 克

思揭示了现代生产的形而上学根源!抽象劳动乃是

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表达"异化劳动把人的生产

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抽象为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

段!把活生生的)具有丰富感性内容的人抽象为两

个对立的人!作为抽象存在的劳动人和抽象存在的

资本家"
马克思不仅在#AF??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

抽象劳动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而且在#资本论$及其

手稿中!对资本主导下的生产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

和批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状态下!资本支

配着生产!成为生产的主体"%一切社会生产能力

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

会生产能力的主体"&’F(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 价 值!而

是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成为人们致

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劳动的目的是生产一般形式

的财富"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

目的和决定 动 机&’E("$"*%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或 赚 钱!是

这个生产 方 式 的 绝 对 规 律"&’A#(D$E因 此!为 了 获 得

交换价值的不断增殖!就必须不断创造)生产!由于

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生产也是没有

止境的"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无限地开辟使

用价 值 的 领 域"其 结 果 就 是 对 自 然 界 无 限 度 的

压榨"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由于资本主义

生产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的增殖!所以!%以资本为基

础的生产!其 条 件 是 创 造 一 个 不 断 扩 大 的 流 通 范

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

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A#(!E#只有流通范

围的不断扩大!生产出的产品才不会积压!资本的

趋势就是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

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
在资本增 殖 的 驱 使 下!为 使 生 产 规 模 不 断 扩

大!消费范围不断推广!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资本

就要探索整 个 自 然 界!以 便 发 现 物 的 新 的 有 用 属

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

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

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

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

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

点*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

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

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

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 完 整 的

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
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使具有高度文

明的人,"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 的 劳 动 体 系!---即 剩

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

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
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

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

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



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
表现为自 为 的 合 理 的 东 西"#$A#%!E"G!E!这 一 论 断 可

说是马克思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具有高度的

揭示"资本在交换价值增殖的驱使下!摧毁一切阻

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

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来发展自身"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有其自身界限"尽管资本

有力图扩大和发展自己的趋势!把每一个界限都当

作限制!但这样的限制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

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资本不可遏

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

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

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

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指出!正
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

资本推翻"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是不可避

免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

资本本身"#$AA%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界限的

分析实是对无条件制造自己的理性形而上学生产

的无限性神话的揭穿"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分析和批判!不应仅仅看做是经济学意

义上的考察!而是对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批判!对

当今资本世界的批判"当今世界的生存条件就是

抽象劳动支配具体活劳动"
生产现代性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

同构的"马克思&卢卡其以及海德格尔所指认的&
黑格尔哲学所揭示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实是对当

代资本世界生存原则的表达"这三位思想家从不

同侧面上对生产现代性批判的同时!实质也是对近

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说!也是对以资本

为原则的人们的生存世界的批判"生产是人的生

产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对生产现代性的批判!不
是对生产本身持否定态度!而是从哲学上指出生产

的前提和界限"这一前提和界限的指出同时是对

人类的巨大警示"生产领域是实现生态和谐&社会

关系和谐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

生产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生产现代

性的反省是对当今之生产愈益威胁到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和谐的时代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人类发

展方向的思考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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