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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社会的主体 ,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 ,社会现代化总是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 。社会

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社会主体的现代化 ,社会主体的现代化创造着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

人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 ,他需要依靠现代化的教育 。在影响人的成长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教育是

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通过分析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和属性 ,以及现代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

用 ,说明了教育对人的现代化有着直接的独立的贡献 ,并提出了实现现代教育的基本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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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uman being is the main body o f the society and also the main body of so cial

mode rnization , for the modernization can only be realized by human activit ies.The deg ree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can of ten be determined , to some ex tent , by human modernizat ion becaus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is main body creates the so cial modernization.However , the modern man

canno t grow up spontaneously and he has to be educated , which is because education play s an

impo rtant ro le in his g row ing and developing stages.The autho r in this paper , af te r the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 att ributes and the vi tal ro le of education in human modernization , explains the

direct and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 of educa tion for human mode rnization and puts fo rw ard some

w ay s to reali ze mod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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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的现代化问题历史悠久 ,至今仍是一项未尽

的事业。发达国家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 ,先后进行

了现代化 ,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社会取得巨大

的进步。与之相伴随 ,西方国家的国民开始实现从

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人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同

时 ,信仰危机 、道德沦丧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社会的

再发展 ,人的现代化进程依然在进行。发展中国家

获得独立后 ,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进行现代化建

设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管理方法 、政府机

构形式和教育制度等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 ,但他们

收获的往往是失败和沮丧 。他们“在经历了长久的

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 ,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

精神还被牢固地锁闭在传统意识之中 ,构成了对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 1] 因此 ,研究人的现代

化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人的现代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它包括:思想



观念 、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

现代的转变 ,社会关系和谐发展 ,人的素质全面充分

提高等。而现代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起着

巨大的促进作用 。

日本战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但仅用了 20年时

间迅速成为经济强国 ,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拥有大

量受过良好教育 、具备相当科技能力的人。日本早

在江户时代末期就成为当时全世界初等教育最普及

的国家 ,日本虽然自然资源不足 ,但高素质的人是日

本最有价值的资源 ,从而加速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

韩国自 1962 年以来 ,经济不断实现跳跃式发

展 ,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 。其重要的经验

就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当韩国

人均 GNP 为 90美元时 ,人力资源开发的格局己非

常接近人均GNP 为200美元的国家的水平;当韩国

人均GNP 为 107美元时 ,人力资源开发的格局已相

当于人均 GNP 为 380美元的国家的水平。正是靠

这种超前的人力资源开发 ,韩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进程压缩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人的素质的提高在这

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只有充分研究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

用 ,弄清教育在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地位 ,才

能更好地发挥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从而

努力将中国由人口大国变成高素质人力资源大国 ,

促进中国现代化又好又快地发展。

1　人的现代化的涵义和本质

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对于它的界定既

要全面 ,又要抽象 ,不仅要科学揭示人的现代化所蕴

涵的全部意义 ,还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基本特征和本

质属性。

1.1　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涵义

人的现代化问题自 20世纪 60年代被明确提出

以来 ,中外学者给它下了多种定义 ,至今学术界尚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 。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虽没有给人的现代

化下过定义 ,但在他的表述中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定

义是显而易见的 ,即人们在心理 、思想 、态度 、行为上

经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这一定义主要是从

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人的现代化 ,它肯定了心理 、思

想 、态度 、行为的现代化转变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 ,但他忽视了人的素质现代化和社会关系现代化

在人的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

素质现代化 。其中 ,周荫祖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定义

最为丰富 ,他在《物的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一文中指出 ,“人的现代化是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

其丰富的内涵至少包括 4个层次的内容:生活层次 、

素质层次 、能力层次 、关系层次。”
[ 2]
但如果再加上思

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内容会更加完整 。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

论述对人的现代化予以界定 ,如陈立林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人的现代化刍议》一书中指出 , “从人的自

然属性看 ,就是要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就人

的社会属性看 ,则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就

人的精神属性看 ,则应实现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人

的现代化是 3 个方面属性的全面现代化 。” [ 3] 再如 ,

石大建在《人的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之魂》一文中

认为:“人的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适应甚至超过现代

化步伐 ,人的素质得到充分的提高 ,行为方式符合现

代社会要求 ,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和谐发展。”[ 4] 这

一界定方法是科学的 ,但前者有些抽象 ,后者如果再

包括生活方式将会更加完美 。

1.2　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同时代 、不同

历史条件下 ,人的现代化的内容和特征会有所变化 ,

但作为现代人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不变的。主体性是

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是传统人与现代人的根本

分野。

主体性是指主体同客体在交互作用中所表现出

来的自主性 、能动性 、创造性 。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

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自身的关

系中 ,能自觉地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 ,并驾驭这些规

律 ,从而自由地改造客观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 ,正

确认识自己 ,把自己作为客观对象加以审视 ,进一步

由自我认识达到自我批判 、自我超越 、自我完善 ,从

而改造主观世界 ,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不断的发展与

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的主体性水平的高低是

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 ,也是衡量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准[ 5] 。

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多层次 、多侧面的系统 ,其主

要内容包括:主体意识 、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主体

意识是指主体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 、能动的

人看待 ,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

与自身的关系 ,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并不断追求自

我价值的实现。主体能力是指在认识世界 、改造世

界时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 ,包括学习能力 、认

84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知能力 、社交能力 、审美能力 、劳动能力 、创造能力

等。主体人格是人的主体性的显著表现 ,如主动性 、

创造性 、独立性等都明显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性 。从

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就是主体意识的增强 、主体

人格的提升 、主体能力的扩大 。

2　现代化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 ,推进
社会现代化

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其自身的

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人的现代

化 ,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 ,

这一过程是人的现代性不断显现 、现代素质不断提

升的过程 。在影响人的现代化的众多因素中 ,教育

作为培养人的专门手段 ,对人的现代化所起的重要

作用已为许多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认同 。纵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 ,不难发现 ,社会的发展总是与

人本身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是各种经济关

系和社会关系的组织者和承担者。社会现代化必须

首先贯彻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 ,并建立在人的各方

面充分而全面发展 ,即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毋

庸置疑 ,衡量社会整体发展现代化程度 ,既应有物的

现代化 ,同时更应包括人的现代化 ,并最终取决于人

的现代化 。因为 ,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所在 ,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最终目的。从辩证的角度讲 ,人的现代化既是人

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又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

必然结果;人的现代化一旦完成 ,又会反过来促进社

会现代化的发展 。

西方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就表现出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过程 。正

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再先进的技术工艺

也会在传统的人手里变成废纸一堆 。”
[ 6]
埃及的现代

化改革始于 19世纪 ,比日本要早半个多世纪 ,但结

果是日本于 20世纪初进入了资本主义列强行列 ,而

先起步的埃及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其根本原因

就是埃及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大量引进外资时忽视了

人的现代化。埃及等国家坎坷的发展道路从反面告

诉我们 ,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

困境;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在推动社会

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 7]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

还比较落后 ,在 13多亿的人口当中 ,文盲和半文盲

的人数竟超过 2亿 , 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只有 5年 。即使中国东部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的城

乡居民 ,其传统的社会价值 、社会心理 、社会行为准

则和方式 ,也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存

在很大差距 ,这种状况将会大大影响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因此 ,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

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

发展起来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关键在人。”
[ 8]
因此 ,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是中国

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 。现代化的人不是从天而降

的 ,而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 ,是在现代化环

境中形成的 。最能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是教育环境 ,

现代化的教育对人的现代化乃至综合素质的形成与

提高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因此 ,在决定一个人

的现代性水平方面 ,教育是一个首要因素 。中国学

者叶南客等人的调查证明:人们接受教育程度越高 ,

各类现代意识也就越强 。鲁洁教授通过对中国的贫

困经济与贫困文化的调查 ,充分证明了贫困不仅仅

是一种经济现象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贫困文化

所造成的。这些调查也再次证明 ,思想观念 、价值取

向的现代化 ,是人的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也是

实现社会现代化十分重要的条件 。颇有战略意识的

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就指出:“在 21 世纪国与国的

竞争 、综合国力的比赛 ,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 ,是

公民教育文化水平……这就是智力战” 。这种决定

着民族兴衰存亡的智力战 ,使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受

到日益普遍的重视 ,这样教育作为开发地球上最重

要的智力资源 ,优化民族素质的结构的宏伟的人文

工程 ,自然成为各国确立自身在 21世纪战略地位的

关键。因此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

“谁掌握了面向 21世纪的教育 ,谁就能在 21世纪的

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作为一项育人铸魂

的社会化的人文工程的教育 ,诚如前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的断言:“教育应把社会的发

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

在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今天 ,教育强调人文

素质的培养是造就 21世纪人才的需要 ,其目的不仅

要求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德性完善 ,更重要的

是向创造性 、多样化人格扩展 ,使其行为符合现代化

要求 ,从而达到现代化水平 。

上述一切说明:教育对人的现代化有着直接的独

立的贡献 ,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人的现代化教

育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现代化教育是形成与提高现

代人素质的基本途径;而人的现代化又是社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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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因此 ,当代教育能否培养出现代

化所需要的人 ,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决定着社

会现代化进程的快慢 。人的现代化教育对社会现代

化的促进作用是这样一个过程 ,即通过人的现代化教

育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人 ,从而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发

展。因此 ,人的现代化教育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

途径 ,在全面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 ,只有大力发

展人的现代化教育 ,人们才能树立现代观念意识 ,才

能具备现代化所需的人格和品格及各种能力和素质 ,

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

的潜能和创造力 ,才能迅速 、全面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

从而保障社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3　现代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已被国际社会公认

为各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为培养适应中国现代

化建设要求的现代化人才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创新

型的教育体系 ,按照“三个面向”的标准 ,大规模发展

高素质的现代化教育 ,这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教

育的基本途径。

3.1　创新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

教育观念的创新就是要肯定教育的相对独立

性 、自主性 ,注重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注重教育实践

主体的认识与选择 ,培育和弘扬受教育者的能动性

和创造性 ,强调教育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性 ,这是实现

人的现代化教育的关键。

教育制度的创新是人的现代化教育的有力保

证。知识经济的到来 ,必定会从多角度 、多层次冲击

和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 ,并将带来教育的全新革命

和变化。教育制度的创新必须有利于现代化人才的

培养 ,有利于现代化人才的形成和发展 ,因而它又必

须充分体现教育的主体性 ,同时还应体现 21世纪教

育管理的新趋势 。

以人为本将成为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 ,这是由

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它强调把人力资源

开发和科技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这反

映在教育上 ,必须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育制度的建立要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 ,挖掘

人的行为潜能 ,释放人的行为潜能 ,解放人的生产

力 ,为人的现代化素质与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

好的环境 。

教育制度的建立必须依赖于教育科学的发展 ,

充分地发挥教育科学对教育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 ,

这不仅是关系教育科学的生命问题 ,更是关系到教

育的发展前途。

同时要强调教育制度的灵活性 、伸缩性 ,扩大各

类教育办学的自主权 ,实现分级办学 、分级管理 。

3.2　创新教育方式

正如陈旧僵化的教育只能给人以陈腐的训条和

死板的教条 ,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造就现代化的

新人。因此 ,要使教育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就必须改变传统教育体制 ,代之以新型

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体制 。在此过程中 ,首

当其冲就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长期以来 ,中国高等

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注重教育的伦理功能 ,忽视

教育的经济功能 ,与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的需求脱节。

新的教育体制推行后 ,学校拥有了办学自主权 ,需要

及时根据现代化的要求进行教育思想 、观念 、方法的

更新。教育必须明确地把有意识地培养人的现代性

确立为教育目的之一 ,在教育过程中努力通过各种

方式和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创新性 、科

学性等现代特质;教育观念要从过去以继承学习为

主转向以培养创新精神为中心的概念;教育应从单

纯的知识传授转到智力和非智力协调发展 ,重视学

习和研究方法的传授教导 ,使受教育者能够获得一

个终身受益的认识工具;要从一次性教育转向终身

教育 ,以多样化的形式和可供选择的模式实现全民

学习 、终身学习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方式也应

从“专才教育”逐渐转向 “通才教育” ,使受教育者既

有坚实的专业基础 ,又有广博的知识面和科学的思

维能力 ,可以触类旁通 ,适应现代科学整体化发展的

趋势[ 9] 。

3.3　现代化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一是人的现代化教育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

想;二是人的现代化教育要处理好人的现代化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三是人的现代化教育要处理好继承

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关系;四是人的现代化

教育必须以现代化理论为先导 ,培养专门理论队伍

和理论人才;五是人的现代化教育要循序渐进 ,防止

“全盘西化”的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到 ,人的

现代化理论是人的现代化教育的理论源泉 ,人的现

代化是教育创新的动力;教育创新程度的提高过程

是人不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教育创新体系的建立

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教育的根本保证[ 10] 。

4　结　语

总之 ,振兴经济 ,繁荣文化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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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榛栗枣修 ,女贽既长 ,束帛禽鸟 ,男礼已大。”[ 1] 726

言辞情恳意切 ,没有华丽的修饰 ,直是一封朴实的家

书。在信的结尾处 ,张融亦毫不讳言自己求禄的心

切 , “融不知阶级 ,阶级亦可不知融 ,政以求丞不得 ,

所以求郡 ,求郡不得 ,亦可复求丞。”[ 1] 726而写给吏部

尚书王僧虔的信则是另一种风格:“融 ,天地之逸民

也 ,进不辨贵 ,退不知贱 ,实以家贫累积 ,孤寡伤心 ,

八侄俱孤 ,二弟顿弱 ,岂能山海陋禄 ,申融情累。阮

籍爱东平土风 ,融亦欣晋平闲外。”
[ 1] 727
语气不卑不

亢 ,并无寒酸乞怜之态 ,以大名士阮籍爱东平土风自

比 ,毫不掩饰狂放的个性 。

3　结　语

南朝这个中国历史上个体意识开始崛起的时

代 ,造就了包括张融在内的众多文化名流 。而张

融更以其尤为特立独行之举止 ,为那个时代树立

了醒目的标志 。斯人已逝 ,张融令人注目之气质

风貌已成为历史上遥远的余响 ,但他注重个人之

独立 、不惧外在标准之精神在今天却仍不失其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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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则取决于现代

化的教育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教育 ,首要任务是

要千方百计地把广大管理干部 ,特别是各级各类党 、

政 、企领导干部 ,变成现代化的人。而要实现现代化

的教育 ,就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邓小平同志“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指示精神 ,各级政府从

思想认识 、政策法规 、经费 、管理和精力等各方面加

大对教育的投入;各级各类学校把提高教育质量和

办学效益 、培养合格的现代化人才置于中心地位;广

大教师通过创造性的辛勤劳动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

现代化新型人才而尽职尽责。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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