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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目的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进步

吴贻玉

摘 要 通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个人、社会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指出先进文化的最

终方向是指向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最高阶段, 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实现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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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关于 三个代表!
的重要谈话,其中指出, 我们党要成为 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这一思想有着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为攻坚阶段的社会主义改

革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何谓先进的文化?

如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看,我认为只要代表了社

会的可持续进步,不断实现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文化,就是先进的, 而先进的文化也必定是指向这

一方向的。

从文化的本质来看,就文化主体在文化实践中

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文化是在人的对象化与非对象

化的活动中产生的,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实现

为实质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表现。简

言之,文化的本质是 人化!。对 人化!尚须做双向

的理解,或者说, 在人的文化实践中,含有两个不可

分割的方面:一方面, 是人的本质及其力量的对象

化,即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来展现自身的本质或

价值;另一方面, 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也实

现着自身的改造,亦即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及活动

对实践主体人本身的影响。在整个 人化!的过程
中,不断地克服着种种矛盾和障碍,提升着人作为

历史主体的价值。在历史的行程中,  在再生产的
行为本身中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 而且生产

者也改变着 ,炼出新的品质, 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

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造成新的交

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 1]所以, 文化发展

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实现人类对自身自主性

和自由性的追求,以达到人的本质与力量的完美。

文化的 人化!本质说明,文化的发展与人的本

质的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人的本质的实现,个人

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 不是抽象的, 它是以人的解

放程度、社会化程度和个性发展程度的提高来表现

的,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 在文化主体(人)同文

化客体(文化活动及成果)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

马克思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

一切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从人

的本质实现的角度来把握和说明时,都可以理解为

文化的活动。无论是人对文化的创造还是文化对

人的塑造, 都是在社会实践中进行的, 都要受到当

时实践活动水平的决定和制约。人创造文化,都是

在既定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反映人的本质

的文化成果只不过是社会历史实践长河中的一个

颗粒, 人受到原有文化的影响, 又能在更高的水平

上不断超越这种影响,从而使人的本质不断地接近

着人自己的最高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文化越是进

化,人类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正如马堡学派集大

成者卡西尔所言:  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

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 3]离开了文化,人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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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动物,离开了文化进程, 人的本质便无法理

解。而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恰好体现着文化的本
质要求,体现着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占有其全面的本质! [ 4]的文化价值理

想,体现着人的主体性特征, 它为当代文化矛盾的

解决,为克服各种消极落后的文化现象, 为未来文

化发展的选择拨开了迷雾,提供了思考的原则。所

以,作为先进的文化, 其发展的最终目的,必定是关

注人的本质实现和全面自由发展。

二

要想使文化发展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文化的

实践活动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因为社

会的可持续进步,这一文化发展的现实目标, 相对

于文化发展的终极目的来说, 又是 手段! , 是 目

的!实现的可操作平台。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视角对
建构这一 平台!的必要性做如下分析。

首先,从文化视角对具体的个人进行分析。从

表面看来,个人只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存在物, 然而

人类中的个体不同于动物个体,他不仅是纯粹的生

命体,而且是生命体与文化体的统一, 是社会文化

角色。作为社会文化角色, 每个人的本质的构成、

实现与发展都是同人创造的文化及其活动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其担当的角色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

改变着的,呈现出历史的动态特性。

其次,从文化视角对社会进行剖析。社会是以

人的群体形式构成的一个文化联合体。在社会中,

人们除了生物性的联系之外,还有超出生物性范围

以外的社会联系,如经济、政治、社会意识、民族、家

庭、宗教等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中包含着文化,

表现着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正是人的社会活

动铸造了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类型。人指向自然的

活动是生产、消费的活动, 表现为物质文化;人指向

社会的活动,是人与人交往的活动,表现为行为文

化,而对交往活动的规范又表现为制度文化; 人指

向自身的活动,是意识和思维的活动, 表现为精神

文化。如果文化创造主体在文化活动中忽视了社

会作为文化联合体的有机联系特性,势必会打破联

合体中的必要张力,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最后,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从人的

生物性方面看,个人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社会具有

较大的松散性;但从人是文化角色的方面看, 社会

具有较大的有机组合性,个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文化

角色被安排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 独立性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社会中的作为特定文化角色

的个人, 如果人的生物属性过于膨胀, 如果过份地

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那么社会组合就会

存在面临崩溃的危险,难以正常运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 随着文化的发展, 社

会联系不断加强, 社会组合不断紧密, 从而使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是个人的

生物独立性逐渐减弱,而作为文化角色的社会性逐

渐增强。我们不妨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划分

为三个阶段,大体与马克思的 人的成长三阶段!理

论相适应。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要经历三

个阶段或形态,即: ( 1)自然发生的 人的依赖关系!

是人的最初存在阶段; ( 2) 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构成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 ; ( 3)  建

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

为他们的社会财富, 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

三阶段,也就是可以预见的最高阶段。! [ 5]
马克思揭

示的人的这一成长历史,也就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

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

种演变,那就是:

第一阶段, 社会还只是一种自发的狭隘的群

体,个人依赖自然界为纽带而结成共同体。由于生

产力不发达,  人化!的程度很低, 人类认识和改造

外部世界的能力很弱,人们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很

少,因而, 人们受社会关系制约的程度很低, 这样,

个人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就比较大。正如马克思

所说: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

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

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

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 6]所以,这种独立

性只是生物性的,个人的文化的主体特性还不能充

分显现出来,这时的社会主要是一个群体。

到了第二阶段, 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 实

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之间社会文化的联系也随

之得到加强,社会的存在也就由松散的群体变成了

紧密的集体 ,个人不再表现出对物的单纯依赖, 而

是成为以物为基础的独立个体。在集体中,个人的

社会文化角色大大增强,个人的生物的独立性大大

减弱。这种角色的增强,是指个人作为活动主体的

能动性大大提高, 强调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 文化

活动能力获得极大发展; 这种独立性的减弱, 是指

由于人的社会联系趋于紧密,作为文化角色的个人

必须严格遵守文化联合体的各种规范,个人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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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随意性受到进一步的控制。

第三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 一方面,社会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社会文化角色进一步增强,

实践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不断统一

的存在状态,个人则逐渐成为全面发展的主体, 获

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 个体

的占有性和生物性大大降低了,人更加不能离开社

会文化的网络而存在和活动。

从人类发展的总过程看,目前个人与社会关系

的历史演变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量

的积累过程之中,在这一漫长的转变过程中, 人类

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自然和社会的面前,淋漓尽致

地发挥着 英雄主义!的热情, 结果出现了 勘天!、

 役人!的严重文化问题。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当文化主体对自然界的征服取得一次次胜利的

时候,人类独立于自然界的能力获得增强的同时,

人类本身也赢得了自然界的相应报复,出现了大气

和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现象。

这种远离人、偏离人、否定人的现象在人与社会和

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中也大量地存在着,它是一种落

后、消极的文化现象, 与先进文化的方向是背道而

驰的,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其阻碍程度甚至

达到了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状态。这种阻碍最终

异化着人的本质,限制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三

因此, 为不断逼近文化进化的终极目的, 我们

要建设一种面向未来的有前途的新文化,就必须使

文化的发展方向指向最高阶段,立足于社会的可持

续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人的存在和

发展作出终极的关怀。 立足于社会的可持续进

步!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是指社会的整体发展是

社会可持续进步的根本内容。由于各种文化关系

都是统一文化圈中的一环,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文化

联合体,为了保证各种关系的和谐实现, 文化主体

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必须考虑到历史中 合力!的作

用。只有实现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人类才有获得全

面自由的可能。其二,是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文

化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手段,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

人的全面发展。 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主要

是指由于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

展而不断地得以实现的,所以, 在进行各种文化实

践活动时,都必须以人的本质实现为核心, 以促进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和最高价值目标。

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二

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方面, 没有个人的

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进步自然是一句空话。因

为,社会是个人的社会, 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个人的

素质、能力及本质实现程度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

会中的个人, 其本质遭到扭曲, 能力受到摧残, 那

么,他必然视外在的各种关系为异己的存在, 有时

甚至人为地破坏着各种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 作

为社会文化角色的个人, 要求得到全面自由的发

展,又离不开进步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因为, 任何

个人都是生活在既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这个社会

是可持续的、全面进步的, 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感

到充分的公平、公正和民主, 就会对各种外在的社

会关系产生一种亲和力, 就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地实现

着自己的本质力量。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积极的

作用,其中一方的发展必然会要求和促进另一方的

发展。因此,我们的目的和任务, 就是以此作为先

进文化前进的参照系,来判断各种文化创造活动的

目标是否与之相符以及相符的程度有多大,从而做

出及时调整。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

人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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