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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展中的过度问题及其现实启示*

◎ 戴圣鹏

内容提要 文明过度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非正常现象，是文明发展的病态

表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看来，文明过度实质上指的是社会生产力的过度增

长，也即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严重超出了自然的承受力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的一种异化

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文明过度有众多的表现形式。在经济上，文明过度主要表现为生

产过剩或产能过剩，以及社会消费的过度膨胀等等; 在政治上，文明过度主要表现为政治

权力的过度行使与滥用，以及民主的失控与泛滥等等。总的来讲，文明社会里文明人所

做出的一切野蛮行径与行为，都可以看作是文明过度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文明过度对

社会经济与政治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对个人正常人格的塑造与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具有

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克服与解决文明过度的行为与现

象，是每一个处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与组织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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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在人

类发展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文明以及文明形态。在马克

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文明观的视野里，作为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或人类历史生产活动的结果的

文明，它是相对于野蛮而言，它代表的是人类社会的

一种开化状态，它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文明反

映了人类摆脱自然束缚与依据自身的创造力来改造

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的本质力量获得质的进步的重

要展现，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化的重要表征。

一、文明是否会过度

文明是否存在过度现象，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

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会这样认为，究其原因就在

于我们对文明的理解与把握上可能存在问题。在当

前，关于文明的理解与认识的一种主流观点，也可以

说是主导性的观点就是，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中所

沉淀起来的积极成果。既然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中

的积极成果，当然不存在是否过度的问题，就像老俗

语所说的那样: “油多不坏菜”“礼多人不怪”，不言

自明，文明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当然是越

多越好，哪会过度呢? 当我们居于这样理解的时候，

“文明存在过度现象”自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但

“文明过度”是否真的是一个伪命题呢? 恐怕我们

不能过于草率地下定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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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又应从理论层面做进一步的追问。我们

暂且不讨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文明过度的现

象，从理论层面的角度讲，把文明仅仅理解为是人类

文化发展中所沉淀的积极成果，是否具有说服力?

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与把握

呢? 如果文明指的就是积极的文化成果，而不包括

消极的文化形式与低俗的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我们

又该如何理解与把握人类的文明时代呢? 在马克思

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文明观的视野中，文明时代从

其实质的角度讲，其指的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

的私有制社会时期。因此，如果只是居于文明就是

积极的文化成果的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我们无法全

面地、合理而科学地把握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

要阶段———文明时代。

对于文明是否过度，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卢梭应

该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对此有所深刻反省认识的人，

卢梭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悲观论调，在某

种意义上说是其对资产阶级文明发展过度与异化的

一种清醒认识与历史反思。正是因为卢梭看到了资

产阶级文明发展过度的现象，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物

质文明对人的本真精神与道德的扭曲与摧残，看到

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

的不平等，从而使得卢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前景

感到悲观与失望，进而认为人类社会应该返回到前

文明时代，也即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以便摆脱使人

的自然本性被蒙蔽与玷污的人类社会的“野蛮的文

明社会”阶段。卢梭的文明悲观论以及自然状态思

想，固然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情结，但其思想仍给我

们发展现代文明具有反思与启迪意义。对于文明过

度的担忧，与卢梭有同感的，还有德国思想家斯宾格

勒，在斯宾格勒看来，人们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与

贪婪导致了西方的衰落。对于文明过度的警惕与反

思，并没有因为卢梭与斯宾格勒的文明悲观论受到

不少人的质疑与反驳而销声匿迹。在当代，现代工

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正伴随着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

化，卢梭与斯宾格勒的文明悲观论思想再一次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与研究，但这种重视与研究不再居于

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非理性批判，也不再拘泥于对过

去的向往与憧憬，而是如何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

上，去超越现 代 工 业 文 明，生 态 文 明 就 是 在 这 样

的历史背景 与 社 会 环 境 之 下 进 入 了 历 史 的 眼 帘

与民众的头脑。建设生态文明，事实上就是对现

代工业文明发展过度与异化的一种反思与警惕。

现代工业文 明 对 于 自 然 资 源 的 过 度 使 用 与 掠 夺

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诱发的经济危机、社

会危机，都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度的重要表现

与呈现方 式。总 之，对 于 文 明 是 否 过 度，或 者 说

是否存在过度文明的问题，人们不仅在理论上有

过论述，在人类文明发展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

中也是存在之现象与事实。

二、马克思关于文明过度的论述

对于文明是否存在过度的现象，在马克思的历

史观与文明观中，又是如何看待的? 在马克思的历

史观与文明观看来，文明是存在过度的，文明过度是

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一种真实现象。对于

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理解与认

识有着其独特的观点与视角。如果说卢梭看到资产

阶级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对道德的破坏的话，那么马

克思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文明过度对社会生产

力的极大破坏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在

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危机或说经济危机，也即

马克思所描述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的

瘟疫”时，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所产生的原

因，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

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

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相

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

它已经受到这关系的阻碍”。① 从马克思这段话所

透露的信息与思维理路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

会文明过度现象的理解与把握，实质指向的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度，或说是指资本

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增长的过度。更进一步讲，就

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力

的过度增长或发展。这种由于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

价值的最大化而过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行为，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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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说商业危机的产生，

从而导致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商

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

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

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

都好像是荒唐的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

疫。”①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发展过

度的论述来看，文明过度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真实

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还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商业

危机或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历史原因。

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

述物质生产时，对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相

关思想进行了论述与批判。在批判中，马克思还提

及了“过度文明”②的问题。在此处，马克思虽然没

有象阐述文明过度那样来论述过度文明，但字里行

间也向我们示明，过度文明并不是一种正常与健康

的文明发展现象。文明过度和过度文明，虽然在表

述上存在着差异，但二者都是人类文明史发展中

的非正 常 形 态 与 异 化 形 式。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史

中，无论是文明过度，还是过度文明，其对社会生

产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均具有负面的影响与作用，

二者都是一种不健康并带有巨大社会破坏性的文

明发展形式与现象。

三、文明过度的实质及其表现

文明过度，从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畸形增

长或发展过剩严重超出了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自然环

境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引发的人类文明不正常、不健

康的发展现象。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与理解中，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

的增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增

长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不可能

有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因此，从这个逻辑上来

讲，社会生产力增长越快越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哪

会有过剩之说呢? 在正常情况下，在社会历史条件

以及自然环境所能够允许与容纳的情况下，社会生

产力增长越快，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演进与进步的

速度就会越快。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与发展而

言，既存在量的增长与发展，也存在质的增长与发

展，既存在横向的增长与发展，也存在纵向的增长与

发展。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时，我们不仅要注重

社会生产力在量上的增长，更要重视社会生产力在

质上的发展，也不仅要关注社会生产力横向的发展，

更要关注社会生产力纵向的发展。此外，社会生产

力的增长与发展，是一个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

统工程。因此，一个社会如果只是片面追求社会生

产力的增长，或只注重于社会总生产力中的某一方

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增长，都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力

的畸形发展或者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过剩，从而引发

社会的文明过度。

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文明过度最为鲜明的一

个表现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是社会或人们在

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过于注重社会生产力的

某一方面的横向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生产的某个领域

或某几个领域的产能严重超出社会真实需求与自然

环境的承受极限而引发的社会历史现象。当社会生

产的某一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出现产能过剩时，其

必然导致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内的自然资源与社

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产能过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一种病态行为，其对社会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经济与

自然领域，还会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导致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与不和谐。文明过度在经济上的

表现，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领域，还体现在社会消费

领域。生活中的铺张浪费，对奢侈品的过度追求，在

食欲上对山珍海味的过度贪婪，都是社会文明过度

的表现。

文明过度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存在于

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暴政与恶法、过度民主与权

利泛滥都是文明过度的极端表现。在现代社会治理

领域，行政过度与无政府状态也是文明过度的两种

表现形式。行政过度和无政府状态，是执政者过度

干涉社会生活或过度听任于社会民众的两种表现形

式。对于行政过度而言，其很容易导致与诱发执政

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从而使二者之间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



2016 年第 4 期

4

关系出现紧张和公开对抗。通俗一点讲，就是会导

致官民之间关系的对抗与不可调和。而无政府状

态，看似缓和了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但其同样

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政府在某些社会治理领域中

的不作为行为或不干涉行为，会导致民众对执政者

或者公共权力缺乏基本的信任与敬畏。因此，执政

者在某些社会治理领域的无政府状态如果长久地存

在，执政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

如果一个社会的行政过度与无政府状态都同时广泛

地存在的话，那么，社会动荡、执政者丧失其执政地

位的危险都会存在。因此，如何避免政治领域内的

文明过度行为，都是任何一个政府或执政者需要严

重关切与警惕的重大现实问题。

文明过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其诸

多的表现形式。例如，有的人对某某歌星、影星、球

星的过度崇拜，不少未成年人以及年青人对网络游

戏的过度沉迷，一些人对网络论坛或手机微信的过

度关注，都可以视作是一种过度的文明行为或说是

文明过度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过度的文明

行为，不仅会给自身带来一定的伤害，例如导致自身

人格与价值取向的扭曲等等，其同样也会带来大量

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危机。

文明过度，在军事上也有其重要表现。例如，个

别民族或国家的穷兵黩武行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的法西斯对其他民族与

国家发动的非正义与反人道的侵略行径，都是文明

过度的典型表现形式。总的来说，文明社会里文明

人所做出的一切野蛮行径，都可以看作是文明过度

的重要表现与呈现形式。

四、文明过度产生的根本原因

文明过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存在的一种现

象，是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但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时期，文明过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

形成原因。在资产阶级文明时代或说是在资本主义

文明中其所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或者过度文明问

题，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有着密切

的关系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看来，资本

主义社会的文明过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

交换方式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发展的历史使然，也是资本

主义社会内部不可根本解决的矛盾。在马克思的历

史观与文明观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

存在的经常性的文明过度问题，其唯一的出路或者

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建

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文明形态，进一步讲，就

是只有建立人类社会更高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

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人类文明

时代中所存在的文明过度问题，否则这一问题就像

噩梦一样始终伴随着资产阶级文明。在现有的建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之上的资产阶

级文明时期，虽然它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于过去的一

切社会形态而言，其获得了快速发展与巨大增长，也

取得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资本主

义文明也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历史进步中获得了

进一步的发展，但这并没有减少或削弱资本主义社

会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更没有从根本上杜绝这种

现象，反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过度表现得更为

猛烈，危害也越来越大。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

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没有获得根本性的

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增殖的本性与资本发展的

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表现

为: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获得

发展与增长，社会生产效率不断获得提高，资本积累

不断地增加，但另一方面则是雇佣工人人数的不断

增加以及对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更多榨取与无偿

占有。因而，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

象，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产品的不断增多与雇佣

工人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这个矛盾进一步激

化的现实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的瘟

疫。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瘟疫，并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偶然的现象或单一的事件，

而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由商业

危机所导致的其他次生问题，并且一次比一次表现

得更加猛烈与触目惊心，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

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过度的问题，对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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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诠释与把握，但从马

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的角度讲，资产阶级文明发

展中的过度问题或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文明过度

问题，其实质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

发展过度或者社会生产力发展过剩的问题。但纵观

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与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

过度或者社会生产力发展过剩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其他阶段或历史时

期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以及

产生的原因有所不同而已。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社

会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时，或其社会经济结构 ( 或

者说产业结构) 不合理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文明过

度的现象或文明发展过度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过剩的问题与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如果社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或者经济增长方式

有问题，也是有可能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过剩或过

度的问题或导致这种问题产生的，也就是我们上面

所指出的文明过度或文明发展中的过度现象。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产业结构的不合

理或者比例失衡所导致的某个行业或者某些生产领

域内部的生产力过剩与产能过剩，或者是某产业内

部的生产力发展过度，同样会危害社会经济的健康

发展，也会导致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与

过度消耗。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能过剩或说生产力过剩

的出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

号。一旦出现这种文明过度现象，就必然意味着要

人为地毁掉很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与产

能，才能缓解或者削弱生产力过剩或产能过剩所产

生的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及负面影

响。但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其并不能有

效地解决这类文明过度的问题，要真正从根本上消

除这类文明过度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对旧有的社会产业结构

或者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与创新。究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文明过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生

产力的过度增长与不健康、不正常发展超出了自然

环境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所承受的范围与限度所

导致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过度

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过度是

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强大到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所导致的。马克思对于

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过度现象的分析与把握，对于我

们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文

明发展过度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指导价值。

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文明过度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从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角度

讲，二者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中存在的某些产业或行业领域的文明过度现

象与问题从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角度讲是由于社会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失衡以及社会整体创新力不足

所导致的，而这跟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性的经济危机

与文明过度现象与问题是由于其所拥有的生产力强

大到其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有着根本性的不

同。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明观看来，资本主义社

会存在的文明过度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

方式的框架之下是无解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则不是无解的，而

是可以通过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并改变不合理的

产业结构来解决与消除这类文明过度问题的。但是

这种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粗犷与落后以及产业结构

的不合理所导致的文明过度一旦出现，同样也意味

着要消灭大量已经形成的生产力，或者说淘汰大量

落后的或者剩余的产能，这是减少其危害或者说削

弱其负面影响所采取的必然性措施与行为。而消灭

大量的已经 形 成 的 生 产 力，淘 汰 大 量 落 后 的、剩

余的产能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严重浪费，但如果

不这样做则会导致更多资源的浪费，因为这种落

后的、剩余的产能本身就无法很好地使各种资源

在社会经济 发 展 中 得 到 更 为 有 效 与 合 理 的 配 置

与使用，同时也会对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秩序的健

康运转造成巨大的破坏。总而言之，当我们在规

划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时，必

须高度警惕 人 类 社 会 文 明 发 展 中 的 文 明 过 度 问

题并预防这种现象的产生。

五、文明过度的预防与避免

从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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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过度，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秩

序的正常运转的危害是巨大的。因此，在现代社会，

如何预防与解决社会上存在的文明过度现象，是现

代社会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

题。因为，任何一种文明行为的过度，都可能导致某

种社会危机或某些社会危机的产生，并最终可能引

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一些文明过度行为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与危害至

今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在人类文明

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克服与解决人类的文明

过度行为，还应努力消除过去的文明过度给人类社

会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从文明过度的实质来讲，要从根本上解决与避

免文明过度行为，就应从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入手。

从马克思对文明过度的论述来看，文明过度实质上

是社会生产力过度增长超出了自然与社会本身的承

受力的一种异化行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文明

过度的行为，就必须解决好社会生产力的过度增长

行为，以及解决好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中，无视自然

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美的原理来对自然进行过度

的、毫无保护与建设的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社会

生产力的过度增长与非健康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

力过度的横向增长与不注重社会生产力质的发展，

必然会导致生产的过剩或说产能过剩。生产的过剩

既会对生产资源与劳动力造成巨大浪费，也会对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造成巨大的阻碍。因此，从

经济上讲，解决与避免文明过度，首先就必须要解决

与克服生产过剩的行为，及生产相对于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的过剩; 其次就是必须在社会生产与社会消

费中按照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美的原理来进

行生产和消费。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只有符合自然规

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美的原理，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

避免文明过度的行为与现象。

在经济领域内所产生的文明过度现象以及其所

引发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必然会在政治领域有

所体现，同样政治领域内的文明过度行为也会对经

济的健康运行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如何克服与解决政治领域的文明过度行

为或说政治文明的过度，也是我们应重点面对的问

题。文明过度对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的破坏是不可

忽视的，其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在现代社会，政治权

力的过度行使与滥用，民主的失控与泛滥，街头暴力

政治的存在，等等类似这样的政治行为与政治现象

都是文明过度的重要表现形式。要克服与防止政治

文明的过度，就必须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分

析。究其原因，政治文明的过度，与政治权力和政治

制度的非合理性、非合法性与非正义性有着密切的

联系。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不合法与非

正义性，必然会导致政治权力行使的不合理、不合法

与不正义。因此，要根除政治文明的过度，首先就需

解决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义

性问题; 其次，除了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的合理、合

法与正义之外，对权力的监督与批判的合理性与合

法性也非常重要。总而言之，要预防与避免政治文

明的过度行为，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首先必须具有

合理性、合法性和正义性，且政治权力的行使以及对

它的监督与批判都必须正当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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