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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是时代的产物。
当今人们热心谈论和研究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演化出来的。
西方工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始于18世纪的英国。
由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机械化生产和后来的机械自动化生产，成了工业社会生
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引擎”，也决定着工业化时代的性质和价值观念。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已有的现代
化社会不同的现象。
有的学者提出，历时二百多年的“现代纪元”已经结束，“新时代已经来临”，工业社会正在向所谓
“后工业社会”转型，即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后现代转向”，①进入了“后现代状况”，或“后现
代社会”，这激起了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热烈探讨。
在50年代，美国已出现“新的后现代时代”的观点。
60年代，西方在思想领域，“把一种‘后现代精神’推上了前台”。
70～80年代，西方学界展开了关于“现代牲”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广泛论战。
有的学者认为，到了80年代，后现代思潮已经成了西方社会精神文化的主流，“后现代话语”已经成
了一种社会风尚。
不论这些对于所谓现代精神向后现代精神转变的描述是否妥帖，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精神文化确
实在深刻变化，并且以多种形式，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现代精神与后现代精神的区别，西方思想家们已做了不同特性的概括和
阐述。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
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
因此，“机器生产兴起之时，它逐渐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系统，就是一种新的社会
文化。
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创造了一整套“机器环境”，这一套机械化环境就成了工业社会的生活价值、审
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源泉。
    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时代，形成了工业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性（现代性）和精神的基本特性（现代
精神）。
工业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高度机械化的文化”，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机械化的原则”。
工业化生产所要求的产品大量化、材料规格化、制造模具化、成品标准化、分工专门化、过程序列化
、指挥集中化等这些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要求，或者说工业化时代的这些“现代性”，极大地影响着人
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同时，精神文化也总是离不开文化的历史传统。
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精神，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运动中逐渐生
成的。
我们可以把西方的现代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
（1）激进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和个人的创造性；（2）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
，强调批判宗教教条和盲从迷信，注重具体事实和科学实验；（3）实用世俗主义（实用主义），强
调尘世生活和实际利益；（4）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强调入的激情、想像力、非理性、原创性。
现代精神的主流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形而上学”，在于以绝对确定的理性主体，克服思想的怀疑和混乱
，建立一切现象的二元对立的存在形式。
现代理性就是追求事物的始因、本质、基础，以绝对的确定性和绝对真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活动和话语，都体现着这种机械理性精神，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出的所谓“
资本主义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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