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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制约

陈 军

(西华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研部
,

四川 南充 6 37 00 2)

【摘 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 类一 直追寻的理 想
,

它引导人们超越现实
,

不断走 向未来的价值 目

标
。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

人的全面发展所面对的问题是不相 同的
,

在现代社会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
,

它对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制约具体表现在
: 人的感性发展受到扭曲 ; 人的个

性发展受到压抑 ; 从本源的意义上把人视为物欲性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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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
,

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

党在新时期提出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

小康社会中包含的一系列政

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内容
,

其目标说到底也就是为

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实现
。

那么
,

人的全面发

展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 ?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
,

在共

产主义社会里人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

他认为
,

在

共产主义社会里
,

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
,

特别

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
,

由于分工造成的人的

片面性得以消除
,

能够塑造
“

具有丰富的
、

全面而

深刻的感觉的人
”
川

,

个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

谐的发展
,

个人的现实和潜在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

发挥
。

当我们把马充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状态
一

与当下人的实际生存境况相对照
,

我们就不能

不为存在的现实问题深感忧虑
。

在我们这个时代
,

不少人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自身的精神世界发展和

完善的要求
。

这在个体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忽视人

的需要
、

潜能
、

个性和精神世界发展 的观念和行

为 ; 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人心浮躁
、

行为失范
、

物

欲横流
、

拜金主义等种种不 良现象
。

对于产生这些

现象的原因
,

众多思想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思

考
,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指出了工具理性的破坏性作

用
。

一
、

工具理性及其控制力的膨胀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与以往时代相比较
,

有着

显著的时代特征
,

那就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端和

发展
,

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财富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资本主义在近百年的

历史中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创造的

财富还要多
。

当人们在充分享受着充裕的物质财富

所带来的舒适快乐的同时
,

对科学
、

技术充满了前

所未有的信心和期望
,

而这种盲目性导致了工具理

性的产生
。

美国哲学家泰勒认为
,

工具理性乃是
“

一种我

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 目的时所凭靠的合

理性
。

最大的效益
、

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
,

是工具

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 ”

(也可以从一定角

度说
:
人们失去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

这是工具理

性的一个明显特征
。

) 工具理性这种思考问题的方

法用在进行物质生产时是很有效的
,

但问题在于
,

当把这种思考方法推至到人生存的一切领域时
,

就

会给人带来不安
。

泰勒指出
: “

令人害怕的是
,

应

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
,

却要按照效益或
`

利

益

— 代价
’

分析来决定 ; 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

些独立 目的
,

却要被产出的最大化要求所遮蔽
。 ”

12 ’那些完全应该以另外的标准来衡量的人的生活中

美好的东西
,

也被淹没在以最小的投人和最大的产

出为目的的计算中
,

这种把人的生活变成一系列的

投人与产出的冷酷的计算
,

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支配

地位
。

工具理性很快就宰制并重新构造了人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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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这种构造不仅仅包括人的外在生活方式
,

还

包括了人的存在状态本身
。

整个社会处于高度分

工状态
,

人生活在高度分工和 自动化的环境中
,

工作越来越单调
、

机械
,

人被异化成为工具的一

部分
,

产生 了人性的内在分裂
,

表现为感性和理

性的分离
,

物质对精神的压抑
,

人与自然 的尖锐

对立
。

与此相伴
,

人精神的贫困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
。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严重地压抑
、

窒息
、

吞

噬着人们的心灵
,

使人的心灵
、

人格异化了
,

高

度的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空虚形成巨大

的反差
。

马克思对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生存的非

本真状态
、

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 批

判
。

他说
: “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

似乎结果

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

钝的物质力量
。 ” `3 ’马克思所深刻批判的这种社会

现象
,

并没有随着整个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

加
、

科学技术水平 的不断提高而有所改善
。

相

反
,

随着这一 切 的发展
,

工具理性反而 日益膨

胀
,

获得了愈来愈强的控制力
。

虽然当今中国还没有进人发达国家的行列
,

但是
,

只要我们进行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
,

各种

人为物役
、

人性异化的情况已然 出现在我们的社

会生活当中
,

而且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
,

给人的全

面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

当前
,

突出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二
、

人的感性发展受到扭曲

人之所 以区别于其它动物
,

是因为人具有理

性
。

理性使人类具有更高的掌握
、

控制
、

协调 自

然和社会的能力
,

使人类社会不断地 向高级阶段

发展
。

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人是感性的存在物
,

有着感性生命的要求
。

人的感性生命具有个体性

的 品 格
,

它 强 调情感
、

意志 和欲望 的
“

个 别

性
” ,

它是一种有
“

我
”

的
、

具体的
、

丰富的
、

侧重于对世界进行直接把握的生命状态
。

感性生

命的丰盈是人性和谐的基本条件
。

如果人性的发

展是和谐的
,

那么人的感性与理性都应该得到和

谐协调 的发展
。

但是
,

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至

上的情况下
,

人性的发展受到了扭曲
。

1
、

感性的发展受到压抑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
,

人们是按 照其内在本

性生活
,

还是听命于工具理性
,

已经成为一个抉择

的难题
。

而这种抉择往往以现实的不可违抗性
,

以

工具理性原则的获胜而告终
,

就必然会导致对人的

本性的压抑
。

正是这种压抑
,

使人的感性受到空前

的挤压
,

很多人变得麻木不仁
。

无论是春天 的新

绿
,

还是夏夜的星空 ; 无论是云白山青
,

还是川流

石立
,

都难以激起人们的关注与喜悦
,

这种感官的

迟钝和心理的
“

不感症
” ,

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

感与激情
。

人置身于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世界中
,

却感到
“

活得累
” 。

人为物役
,

成为机器的奴隶
,

到处可见人的各种
“

病态性的冷漠态度
” 。

人的精

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失衡
,

丰富多彩的世界只剩下一

个单调的
、

冷冰冰的理性世界
,

失去对人的幸福而

言必不可少的深刻的审美体验
,

失去了内在的丰富

与完整性
,

成为可怜 的文 明的
“

碎片
”

(席勒

语 )
。

席勒指出
, “

人们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断

片上
,

也就只好把 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
,

他们耳朵

里所听到的
,

永远是自己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

调无味的嘈杂
,

也就决不能发展自己生存的和谐
,

他们不是把人性— 人的灵魂— 铭刻在自己的生

存上
,

最终却使之仅仅变成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

所耕耘的科学园地的某种标记
。 ” 【4 ’

如果人失去了

丰富性与整体性
,

也就失去了内心 的和谐感
,

那

么
,

人生的幸福从何谈起 ?

这种感性压抑的情况使人失去了人性的丰富和

完整性
,

也使理性充分发展受到牵制
。

同时
,

由于

人的感性生命长期处于不能正常地发展和完善自己

的环境中
,

一旦社会给予感性较宽松的释放空间
,

就容易出现感性的沉沦
。

感性的压抑与沉沦实在是

一体的两面
。

2
、

感性的沉沦

由于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
,

人们失去了对一

个高于现时现世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

失去了超越的

维度
,

不再对生命和 自然心存敬畏
。

正是由于这种

缺失
,

当感性获得较以往宽松的表现时空时
,

就很

容易出现蜕化
、

物欲化的倾向
,

使人陷人感性沉沦

的误区
,

事实也确乎如此
。

以我们今天影响极为广泛的大众文化为例
,

它

本身是一种感性文化
。

它最大的特点是重感性
、

重

世俗生活
、

重享受娱乐
,

它具有反理性的特征
,

体

现的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抗
。

虽然
,

大众文化的崛起

有其进步的意义
,

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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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潮流
,

也反映了人 自身要求感性发展的呼

声
。

但是
,

我们也应该看到
,

如果只是一味地放

纵感性
,

那么就会呈现 出人的感性生命的发展只

是人的生理本能被满足
、

被强化的过程
,

这给人

类带来的只能是感性的沉沦
。

因为这种建立于对

人的生理本能强化的感性文化对于理性与价值有

巨大的消解作用
,

它所到之处使触及到的一切都

化为笑料
,

对理想的追求
、

价值的追问受到嘲

笑
,

使理想和价值都在笑料声中化为乌有
。

同时
,

这种片面发展 的感性文 化以其平面

化
、

技术化
、

复制化
、

传媒化
、

大批量 的生产优

势
,

迅速攻占着人们的心灵据点
,

在某种程度上

导致了人文素质的普遍肤浅和平面化
。

在这种情

况下
,

人的感性生命只能以一种世俗的
、

缺乏个

性和活力的形式存在着
。

三
、

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

工具理性的超强控制力作用于社会生活
,

对

人们的生活起到构造性作用
:
第一

,

把人简化为

功能性存在
。

为了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

人被纳入

高度管理化和技术化的生产体系中
,

人被视为
“

人力资源
” ,

成为庞大的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

件
。

作为
“

人力资源
” ,

人只能是一个为使整体

达到效益最大化而存在的一个没有情感
、

没有个

性的功能化存在物
。

第二
,

整个社会出现了齐一

化和平均化状态
。

为了生产和使用的方便
,

现代

技术把很多东西都变得千篇一律
,

也就是说世界

日益地平均化
。

而人也可悲地在这个齐一化状态

中沦 为
“

一 架传动机械 中的随时可 替换 的齿

轮
。 ”

(雅斯贝尔斯语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环

境下
,

人的个性几乎被泯没
。

1
、

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忽视

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刚开始发展时
,

人们还

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找 到属于生命个体的生活的

话
,

那么
,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失去了这个幸运
。

因为一旦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

工具理性基础上
,

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原则和秩序

推广到其他一切领域
,

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秩序

时
,

人的现实处境就呈现 了这样的状况
: “

个人

被看成无关紧要 的了
。

没有任何人是必不 可少

的
,

由于人没有真正的个性
,

就如许多针中的一

枚没有真正的个性一样
,

只是一个普通有用的物

品
,

人还并未成为其自身
。 ” `, ,

人的生命被严重异

化
,

工作和生活引不起他的兴趣
,

对事物和对人类

的爱也逐渐淡漠
,

因为
“

他们不过是从事日常工作

的那个功能
。 ” `6 ,

这种功能化的存在不仅使人失去

生活的意义感
,

而且使人的个性生长和发展处于被

忽视的状态
。

如果这种被忽视的状态长期化
,

就会

出现我们在下面所指出的现象
。

2
、

人的个性的消泯

在人们的生活世界里
,

人们是 以
“

说
”

和
“

看
”

的两种方式表达着每一个人的个性
。

而个性

的消泯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
首先

,

从
“

说
”

的

方面来看
,

由于满足于盲目听从他人的说法
,

很多

人的语言不是自己思考和判断的结果
,

不过是人云

亦云的鹦鹉学舌
。

很明显
,

这种话语方式不会是人

的富有个性的表达
,

会形成大量空洞的语言垃圾
,

这 以民间所谓的
“

流言蜚语
”

表现最为典型
。

其

次
,

从人们对事物
“

看
”

的角度来看
,

很多人对事

物的关注往往只是一种好奇
,

并不是为了真正领会

他所见的东西
。

这种走马观花
、

浮光掠影的
“

看
”

的方式显然不可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 目
,

更谈不上

体会到事物内在的意蕴 ; 只会被事物外在的表象所

迷惑
,

得不到关于事物的真知灼见
。

举个简单的例

子
,

现在 出版市场上充斥的无聊的娱乐八卦新闻
,

就是为了迎合很多人猎奇和喜新厌旧的视觉趣味
。

这种无个性状态的最可悲之处在于
,

人们在生活中

忙碌着
,

也在
“

说
”

与
“

看
” ,

但是这些
“

说
”

与
“

看
”

由于缺乏以个体内在生命的深切体验与感动

为内在的依归
,

而流于一种徒有外在形式的模仿与

重复
,

人成为
“

影子
”

式的生存
。

然而
,

人之为人的存在
,

应该首先是以生命个

体的形式存在
,

其次才是社会的
、

集体的
。

马克思

说
: “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

个人的存在
。 ” ” ,正是因为人是一个生命个体

,

他

就应该以 自己鲜明的个性存在来抒发和表现自己
。

人的个性得到尊重和发展本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四
、

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从本源的意义

上把人视为物欲性的存在

恩格斯在《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

“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存在的第一 日起直至今 口

的动力 ; 财富
、

财富
、

第三还是财富
,

— 不是社会



第 3期 陈 军 :
论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制约

的财富
,

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
,

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
,

具有决定意义的 目的
。 ”

` g ’
这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卑劣的贪婪物欲

的现实
。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
,

这种状况 日益

强化
。

雅斯贝尔斯敏锐地指出
:
现代社会存在着这

样一个基本理念
,

即
“

生活就是借助技术进步而用

合理的生产提供大量的需求品
。 ” 〔 9 ’

这一理念不仅

意味着人生活 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借助技术进步
,

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以满足其物质欲望
,

而且也在

本源的意义 上把人看成主要是一种物欲性的存

在
。

因为这个理念所隐含的逻辑就是
:
正是人的物

欲
,

推动了技术生产
,

创造了发达的工业和商业文

明
,

所以物欲就是善的
。

在现代社会
,

这个具有充

分的
“

善
”

的合法性的物欲
,

日益膨胀
,

不但不为人

所控制
,

反到拥有了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控制人
,

人

成为物欲的奴隶
。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

面来加以印证
。

1
、

人沦为工具性的功能化存在物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
,

人被视为技术生产体

系中的
“

人力资源
” 。

而技术生产体系并不关心
“

人是什么 ?
” ,

关心的只是人必须怎样装备起

来
,

才能使经济关系尽可能高效地运转起来
。

人

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功能化的存在物
,

人的精神需

求的一面被忽视
,

但其中与技术生产相关的智力

因素却被绝对化
、

极端化而得到特别的关照
。

人

可悲地片面地发展与技术生产相关的智力因素
,

来增强自己作为
“

人力资源
”

的
“

可售性
” ,

而

自己内在的本真需要被压抑
,

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被忽视
。

正如弗罗姆所分析的那样
,

现代社会中

市场的经济功能使人把 自己当作一种商品
,

把个

人的价值作为交换价值
。 “

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

生命和幸福
,

而是他的销路
。 ” “ 0]

在人的生存世界里
,

同时存在着物质和精神

两个方面
。

脱离了物质的生活条件和环境
,

人便

没有了生存的依据
,

也就没有了人的现实存在 ;

而失去了精神的追求
,

也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

的本质属性
。

但是
,

由于物质需求是人的最直接
、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所以
,

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

对物质需求的欲望极容易被激发和膨胀起来
。

于

是
,

很多人把对物欲的满足视为人生的最大目标
。

殊不知
,

这样做的结果是
,

无生命的物质财富世界

统治了有生命的人的世界
,

拜物教徒的意识代替了

人的意识
,

人的发展被贪婪的物欲所制约
。

2
、

贪婪的物欲使人处于单向度的片面存在

如果在膨胀的物欲支配下
,

以浅陋的物质享受

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幸福
,

那么
,

人们将沉醉于对衣

食住行的不断提高的标准的追逐中
,

享乐主义
、

拜金

主义
、

功利主义就必然盛行
。

建立在人的贪婪物欲基础上的享乐主义最突出

的问题在于片面夸大人的自然属性
,

漠视甚至蔑视

人的社会属性和对精神超越 (对真善美的追求 )的需

求
,

沉浸于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之中 ;把生命的目的

定位在永不知足地追求快乐
,

想方设法满足个人的

欲求 ; 认为除努力满足对世俗享乐的欲求这一 目的

外
,

其他一切都是手段
,

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的手

段
。

这样
,

人的生活手段与目的相互倒置
。

人把自己

的命运维系于物
,

物成为人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

上帝
,

人成为物的奴隶
。

物欲的存在虽然有其合理

性
,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对物质的占有欲望极端膨胀
,

以物质占有的多少来作为衡量他人和 自我价值的唯

一标准
,

以能否得到利益回报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 ;

那么
,

这种功利主义 的盛行带给人的就并非是幸

福
。

这一点在
“

我穷得只剩下钱了
”

的叹息声中
,

并不

难得到佐证
。

马克思说
: 困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

有限的意义
, “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

色都无动于衷 ;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

价值
,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
。 ” `川被某种有限的

功利性目的所操纵
、

所支配的人的存在
,

是一种与

人的真正自由本性相违背的单向度的片面的存在
。

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

需要

人们作出积极的思考和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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