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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书中既有“史论”的维度——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到马克思理论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也有对
具体生产力内容的诠释；既肯定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也表明了其发展的必要性。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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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忆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生导师，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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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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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人道派马克思主义的反证
 一、卢卡奇：科技理性批判开先河者
 二、法兰克福学派：科技理性猛烈抨击者
 三、直接否定中的间接肯定：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动力观
 四、弗洛伊德派与存在派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性与非价值性
 第二节 科学思维方式的价值：科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认可
 一、借用科学思维方式认识社会：结构派的历史观论证
 二、对人道派贬低科技作用的批评：新实证派的直接肯定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生态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剖析
 一、科学技术：生态与人的异化之源
 二、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第四节 科学技术决定论：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肯定
 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二、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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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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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作为启蒙理性的后继者，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思想家们将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人类社
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既以理性作为衡量政治、法律、宗教、国家、意识形态的准绳，又使“情欲”
作为其理论之基，而第一次从理论上，在以“理性”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启蒙时代，掘开了非理性的泉
眼。
 当孔狄亚克坚持只须承认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强调“感觉和灵魂活动就是我们的全部知识的材料
”；当拉美特利虽然高度赞美“理性”，强调“理性的优越并不在于一个大而空洞的名词（非物质性
），而在于它的力量，它的广大的应用和它的洞彻的理解力”，但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他
又认为人的精神、心灵、思维等“理性”的东西都源于人的生理、身体的机械作用，强调“各式各样
的心灵状态，是和各种身体状态永远地密切关联着的”，因此，“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名
词，一个思想谨严的人使用这个名词时，只是指我们身体里那个思维的部分”，认识人性是从认识人
的生理机能和需要开始；当狄德罗认为人的感觉、记忆、自我意识，都不过表明人的感受性的不同能
力；当爱尔维修主张“精神的全部活动就在于我们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觉察到不同的对象之间的相似
之处或相异之处，相合之处或相违之处。
然而，这种能力无非就是肉体的感受性本身，因此一切都归结为感觉”，坚持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以
感觉为基础的人的幸福时，法国唯物论者们已经从认识基础上，为将“情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奠定了基础。
 从唯物感觉论出发，当法国唯物论者们进而探讨社会政治问题时，其基于人本主义而对君主专制的讨
伐，对人权的主张，对国家法律的分析，都奠立于将人性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上。
但在法国唯物论那里，人性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又是人的欲望、生存本能等。
由此，法国唯物论凸现了“非理性”因素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
 孔狄亚克就明确将基于人的感觉产生的“欲望”，视为激发理智活动的动力，“欲望无非就是人们赋
予理智的那些活动”，“这种活动也决定了形体的各种能力的活动。
从欲望产生出各种激情，爱，憎，希望，恐惧，意志”。
而所谓“欲望”，就是可以使人心中“产生快乐”或“感到不安”的东西。
 拉美特利强调“自然的法则不可磨灭”并认为“所谓自然的法则只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它和其他一切
内在感觉一样（其中也包括思想），仍然只是一种属于想象作用的作用。
因此自然的法则显然是既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启示，也不需要什么立法者的，除非我们和神学家一
样可笑，把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律混为一谈了”，并在认定“心灵的一切作用既然是这样地依赖着
脑子和整个身体的组织”，得出人不过是一架“聪明的机器”中，将“本能”视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据
，强调人是由自己的自然需要和倾向指导其行为，“一切都来自那种唯一的本能力量，说心灵在那里
发号施令，那只是异想天开，身体有千百种运动，心灵并不是它们的原因，连诱因都谈不上。
本能才是它们的原因”。
由此，拉美特利不仅将“本能”视为人的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且将“本能”视为了人性中最为根本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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