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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程1

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的健康理性的精神風貌。它代表着時代的正能量的

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它是時代文化的基本理性特徵。時代精神是推動

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它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動力學功能。所以，很多民族和國家的學術研究，都把

對時代精神的研究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對其大力啟動和大力弘揚。

同樣，我們研究中國現時代的文化精神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它的研

究，思考清楚我們的現實社會發展的合理性、並引領現實社會健康理性發

展。這是一項重要學術研究任務。

這種研究可以有很多方法和視角，但其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方法，就是對

於現時代時代精神的歷史來源和其未來走向進行研究。

本文就是力圖從這樣的歷史文化的視角對中國現時代文化精神的核心理

念進行一種綱要式的探討。

本文的要點，是通過對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從哪裡來”的檢視，力圖

發現中國當代文化精神成長過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先天性”的（歷史成長性

的）的文化缺失，探討對其進行補正的思路，從而為其下一步得到健康創，

1 李鵬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1998-2005 年在任）；主要學術專長是西方哲

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西思想史和文化史比較研究；現在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中西文化比較和

西方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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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一些學術建議。

論文主要是探討人類從近代到現代以來的“現代化運動”和其基礎理念

之間的關係，力圖在此基礎上，為前瞻當下中國時代精神的發展路向提供一

些理性的（本人認為是非情緒化的）學術視角。

我認為，中國近代和當代的時代精神，其底色、其來源和其文化歸屬，

就是現代化精神。

現代化精神，其來源就是西方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並隨其

發展而發展的社會意識形態。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運動，起源於中世紀末期商品交換市場的逐步形成和

作為商品交換地和商品生產地的城市的興起。最初的所謂“現代性”範疇，

就是“商品”、“市場交換”、“現代城市”這三個核心概念。因為這三個

概念，作為人類存在的新事物、新活動方式和新的社會關係組合的現實空

間，都是中世紀傳統社會中所沒有的。所以它們是“嶄新的”社會樣式，這

就是“modern”這個形容詞的原義。

現代性的三大新事物（商品、市場交換、城市）的產生，打破了中世紀

歷史傳統的封建莊園的自給自足的農產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打破了封建主

和農奴相互依存的傳統的主奴關係，打破了歐洲遍地封建莊園的單一社會圖

景，預告了一個新的（modern）社會的誕生，即“市民社會”以及其成熟形

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新時代的形成和發展。

這種新的（現代性的）社會形態，以“為他人的生產”（商品生產）這

種新的、包含着人類關係新形式的社會化勞動為社會結構的根基，開始逐

步形成一整套不同於中世紀時代的意識形態。那就是“自由人格”（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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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己為他”（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契約論”這三大意識形態。

這就是市民社會的時代精神，也就是後來資產階級社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

神不但左右着西方現代化以來的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且左右着整個社會

的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哲學、宗教（神學）、法律、政治、民族觀（人類學

和民族學）和文學藝術等等等等各個領域。

舉例來說，詩學、造型藝術、音樂，都無不是在以自己的形態特長，來

膚淺地或者深刻地、歌頌地或者批判地、輕鬆地或者沉重地、吟唱地或者控

訴地、滔滔不絕地或者言簡意賅地，伸明着、重複着、強調着、隱喻着、顯

現着這三個概念為核心的現代化時代精神！

正是這種“新奇的”（modern）時代精神，物化出了整個西方現代化時

代的器物奇跡、社會關係奇跡（制度秩序、倫理綱常和道德風俗）以及人的

心理奇跡和審美新趣味的奇跡。

至此，西方現代化運動從整體上顛覆了西方中世紀的全部歷史文化實體

建構及其精神。整個社會的關係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直

接關係，代替了漫長的中世紀的人 - 神 - 人的三位一體（聖子 / 聖父 / 聖靈社

團）的關係。從而，位於人間關係樞紐的“上帝中心論”逐步消失！中世紀

那種人間關係的虛擬的、然而“神聖”、“高尚”、“玄妙”、“神秘”的

故作深沉和故作高雅的“上帝仲介”所需要的一大堆神學廢話，被伴隨着現

代“新人”的誕生而形成的無神論的人學（人道主義）逐步清除，或者被“置

之高閣”、被“敬而遠之”。即使宗教本身，例如路德新教、加爾文教和英

國清教，也籍宗教之名在倡揚人的內在精神的至高無上和人間社會秩序的

“神聖性”；在廢棄人世生活必須以信仰“宗教仲介”為圭臬的精神枷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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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與自由人的直接對話和自由人的共同述說成為人對自己的精神信仰。

這種人自己直接說話（無需借虛擬的上帝之口）和人與人直接對話的社會

（交往關係），產生了一門新的人學——現代社會學（即“社會交往學”），

它作為“現代性”的新學術，實際上就是一門描述西方人類新形態社會結構

的現代社會哲學，其要義就是研究人間關係。人間關係（人間直接關係）是

現代性社會的本質特徵。馬克思以哲學的表述方式揭示了現代性的市民社會

的秘密：人的本質就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從此，如尼采所疾呼的“上帝死

了！”從此，中世紀的那種以神學精神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各門學說和學科，

現在都必須以人的哲學（即人的個體自由的哲學和群體交往的社會哲學）作

為自己的基礎和出發點。它們各自在其學術本質上，都是“關於人和人的社

會關係的”分門別類的學術研究；從而，時代精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以

神（上帝）為中心轉化為以人為中心，以關注神人關係為中心轉化為以關注

自由人性和人間關係為中心。這就是現代化運動過程的整個一個時代的文化

底色！

正是有了這樣的文化底色，才有了被自由市場經濟解放了的自由人的社

會化勞動，有了人間的雇傭與被雇傭的生產關係。從此，人在中世紀傳統社

會所沒有的積極性迸發了出來，創造了並不斷創造着經濟奇跡、法權關係奇

跡、政治治理奇跡、社會交往關係奇跡和屹立於新的整體性社會生產方式和

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奇跡。

至此，西方現代化運動，通過自己的核心概念建構了一個整體的現代化

動態發展的文化結構。這個結構包括了三層子結構：

一，現代性的表像層級。即器物層級。諸如自然科學的知識層級，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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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為“對象之物”的知識和與其相關的技術層級，關於“工具物”的生產

知識和對其進行掌控的技術的層級。

二，現代性的社會秩序建構和其治理理念的知識論、道德論層級。諸如

法律體系、政治國家形態構造、現代人類學意義上的族群關係模式等等的建

構及其管理。

三，現代性的、以自由人的誕生為出發點的幾套現代人性論思想體系

（諸如約翰·洛克學說、盧梭學說和萊布尼茨學說），和建造普遍性的適於

人類（實際上是“市民”、其後是“公民”）優化生存的“公共化空間”的

學說（例如早先的“烏托邦”學說以及後來的“市民社會”和再後來的“福

利社會”以及“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及在其上被賦

予的理想的、美好的文化精神。它們就是隨着西方現代化運動而生髮的現代

化的時代精神。

西方現代化的整個歷史過程都是以“人的解放”的口號和“自由人”的

誕生和不斷成長為其文化底色和精神動力學的。但在西方現代化不同的發展

時期，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成長的精神驅動，卻具有十分不同的社會效用。

在現代化早期，解放人的呼籲是瓦解中世紀封建莊園制生產關係、解放

農奴的時代宣言，是對農奴逃亡成為市場自由人的讚美。正是在這一時代精

神的鼓舞下，在新形成的水陸要道的交叉點上的市場中開始並越來越多地聚

集着“自由人”。最初的個體手工業勞動者之間直接進行產品交換，而後出

現了小作坊、大作坊、手工工廠。於是，自由人開始分化為少數雇傭者和大

多數被雇傭者。這就是現代市民社會內部階級形成的起點。最後，關於人的

解放的呼籲，成為城市中的市民階級（La bourgeoisie）鼓勵農奴逃亡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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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封建莊園主索要農村人口、使農奴成為城市被雇傭者來源的口號，成為市

民階級向國王索要分割國家權力和向整個社會索要自身合法的存在身份的挑

戰書。在上述情況下，人的解放的口號具有推翻中世紀舊社會、建立現代資

本主義新社會的隆隆戰鼓的意義，是代表當時時代精神的進步話語。

隨着現代化運動的繼續成熟發展，人的解放的精神激發了擺脫了封建社

會桎梏的自由人的全身心地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使得歐洲大地湧現出了

如繁星滿天的大批的各行各業的人才，科學家、美術家、音樂家、文學家、

建築師、醫學家、經濟學家各領風騷，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

產創造了大量的歷史奇跡，為人類文化和文明的歷史進步做出了具有劃時代

意義的傑出貢獻。使資本主義的社會現代化高歌猛進。所以說，正是人的解

放，就是西方現代化運動上升時期發展的原動力。

而當越來越嚴厲的雇傭勞動的契約關係逐步把資本家推上社會主體地位

之後，國家機器也成為了資產階級的專屬權力，原發的自由市場主義的契約

論就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遮羞布！而人的解放的呼聲和對

真正公平契約的追求，對被剝削者的真正的人格自由的捍衛和弘揚，成為了

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進行自己解放自己的階級鬥爭的工具和精神追求！正

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才是人的解放的現代化進步的時代精神的真正

繼承者和捍衛者。也還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無產

階級的勞動創造和對追求人類解放的階級鬥爭的主導和推動，是人類社會現

代化發展的真正動力。

中國人知道西方現代化、認識西方現代化、學習西方現代化及其文化精

神，有一個由表及裏、由外而內的、由膚淺而深入的思想發展過程。然而這



339

溯 源 現 代 化 史 的 文 化 底 色 ， 倡 揚 當 代 中 國 新 人 學 時 代 精 神

個過程正好與西方內生的“原發性現代化”歷史成長和成熟的歷史過程相逆

反。

在西方現代化發軔時期，是先有了“人的解放”、先有了“自由民”、

先有了自由民的“市場交換”，先有了生機勃勃的商業“城市”，才有了自

由交換的商業交往活動，才有了其不斷成熟和完善的理論形態的契約論，才

有了以契約論精神組建起來的“商行”、“商會”和商業同盟（例如漢薩同

盟），之後，才有了以商會、商業同盟作為其基本組織模式和基本活動規範

的英國“議會”。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的現代國家，其實就是一個資產階

級作為 CEO 的大公司！儘管它的立法和話語都是政治的，它“脫胎”於商

會，但胎記明顯，商業利益（及對其進行分配協調的機制的）DNA 決定了它

的本能和行事風格（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就不難理解某國政要口口聲聲“某

國利益”並不奇怪）。然後，一切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作為更深層次的西

方現代性的組成要件和精緻核心部分，其文化精神如上所述既是現代化得以

生成的出發點，也是其國家民族個人生存論的文化歸宿。

中國人學習西方現代化，最先看到的是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看見

的是其器物層面的富強，因而認為現代化就是“富國強兵”。洋務運動就是

對這種膚淺的現代化知識的辛苦而可敬的實踐。這種實踐雖然有一定效用，

但即使拼命模仿，想“實業救國”，也不足於與其西方“老師”分庭抗禮、

談不上達到平起平坐的水準！仍然是連吃敗仗，割地賠款，危機連連。痛定

思痛，先賢們才認識到，衹搞器物現代化，西方諸國器物的強大，源於其國

家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強大。於是，把洋務運動和洋務精神昇華為變法運動和

變法精神，開始學習西方的議會制和立憲，力圖挽危局於旦夕。到了這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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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說比單純進行富國強兵的學習高了一個層次，但體用關係問題沒有

解決，認為議會和立憲都衹是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工具性的設施，是為中

華“國體”的復興服務的。在這種文化精神的指導之下，變法、議會、立憲

都失去了政治尊嚴，成了一種工具性的單純模仿，流於形式有名而無實。致

使軍閥混戰、列強步步進逼，內憂外患有增無減。

面對這種不祥“國運”，從二十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開始，當時的一批

文化青年，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不衹

在器物落後，也不衹在制度落後，而根源在於文化落後。認為西方的器物先

進和制度先進，其原因是有文化的先進。所以，他們力主中國要拋棄封建主

義舊文化，學習西方“先進”“新文化”。而西方新文化是什麼呢？其核心

是什麼呢？是科學和民主。由於這場新文化運動有在此之前不久發生的辛亥

革命的政治背景，加上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在當時的影響，新青年們的政

治興趣、政治情結和政治情緒十分濃烈，所以，這場新文化運動所呼籲的科

學、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觀念，都很快就被歸屬於不同的政治革命

社團和黨派，成為它們的政治圖騰。就這樣，文化觀念很快被演繹為政治革

命的口號，文化運動很快被演繹為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運動。因而，五四新

文化運動並沒有來得及在文化運動的層面上去深思西方現代化的文化基礎即

“人的解放”和西方市民社會的“自由人”的起源的經濟社會機理。新文化

運動引導中國文化順理成章地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其歷史功績是無比

偉大的，但同時，這場文化運動給後來人遺留下了一個繼續深入研究和思考

批判西方現代化運動的核心層面即其文化精神層面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文

化史發展所不可逾越的“補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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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源 現 代 化 史 的 文 化 底 色 ， 倡 揚 當 代 中 國 新 人 學 時 代 精 神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擔負起這個研究任務。研究當代現代化的文化精

神、文化思想的邏輯起點：這就是“新人的誕生”。在西方歷史上，沒有“新

人”的誕生就沒有西方的現代化運動，就沒有西方的現代化歷史。同樣，在

今天，沒有社會主義新人，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在認清“後發型現代化”同“原髮型現代化”的歷史條件決然不同和其

面臨“累積性難題”（“整體性臨界過度”的危機）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

樣探索和闡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新人的起點”問題呢？應該怎樣為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運動提供更加堅實的人的素質奠基和人與人的新的交往關係的

奠基呢？歸根到底一句話，如何在社會主義新時代“人的解放”和生成社會

主義的新的“自由人”進行文化創新呢？

我認為，應該包括兩個互相關聯的、並且應該同時進行的文化建設任

務：

其一就是通過教育和社會化的知識普及、法制普及，進行社會主義新人

的個體性的建設，樹立個人尊嚴、明確個人自由和責任、嚴格界定個人權利

和義務。社會主義的“為了人”，就是必須落實到“為了每一個普普通通的

個人”！每一個普普通通個人的越來越多的實惠和幸福，是現代化發展的最

高目的。這裡要特別強調“個人自由”，就是任何一個普通個人在法律保護

下的不受任何其他個人和團體、政府阻礙的自由權利，包括生活權利、工作

權利、財產權利、行動權利，等等。社會主義社會的“私法”的立法和執

行，應該被全社會特別加以重視，衹有當完備的私法逐步涵化為整個社會的

風俗習慣，深入人心、成為人自覺的自律和“秉性”，現代化的“個人”、

從而全部公民的文化精神成長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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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是通過加強社會主義的公共設施的建設，為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

提供越來越的的“公共空間”。所謂公共設施，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

制使用的設施，例如免費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免費公共交通、

免費的義務教育、免費的醫療服務等等。公共空間的特點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在其中自由的享有社會福利。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被稱為“社會主義”的社

會，就是因為它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成果是私人化

的，即發展成果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其大多數甚至於絕大多數都衹能

被資本家階級所享有，私人空間不斷擠壓社會空間，這就是西方大多數國家

現代化的基本道路和歸宿。而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不斷擴大和優化公

共設施建設，不斷擴大公共空間範圍，從而不斷提高公民的生活和工作的自

由度。

我認為，衹要明確了現時代現代化建設的以上兩點要義，現代化的物質

層面的建設才能有現代文化精神的引導和精神靈魂，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不

迷路，才能沒有各種盲目的經濟痙攣、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才能有一條有

堅實路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