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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以来，西方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日益兴起，深入现实，在当今世界的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的未来主义应该不同于当前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未来主义，形式和内容要与

共产主义的未来指向相结合，核心是发挥社会主义理想蓝图的切实作用。随着中国迈上新征程，基于当

前理想信念教育由虚向实、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以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融合趋势的三大需要，对

这种未来主义的需求愈加强烈。为有效建设这种未来主义，则要求在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

把握好信息技术提供的虚拟空间这个新领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兼容并包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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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1970s, the western futuristic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has 
been rising day by day, penetrating into reality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world. However, China’s futurism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futurism based 
on west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orm and cont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uture direc-
tion of communism. The core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actical role of socialist ideal blueprint. As 
China embarks on a new journey, based on the three needs of the current ideal and belief educa-
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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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demand for this kind of futurism becomes stronger and strong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build this fut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new field of virtual space provid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words 
China, Futurism, Probe into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西方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是什么 

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在

资本主义诞生前，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社会变化速度极为缓慢，因此人们更多关心现实生活，对未来没有

清晰的概念和预测，更多是对未来的各种幻想，这并不科学且远未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随着二战后人们生活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在科技信息的浪潮冲击之下，开始发现了现

代生活中众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更加深刻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当代西方未来主义社会思潮正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此时，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新兴技

术飞速发展，形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引起了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剧烈变化，在带来人们肢体功能的延伸，生活质量的改善等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带

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新型疾病的出现等负面影响。在这时候，全面预测和评估科学技术发展的

未来趋势和社会影响已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大众、各国政府普遍的一种需要，在此情况下，西方未来主

义社会思潮受到广泛重视[1]，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 
未来社会者立足于不断更新发展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以社会、技术发展为理论轴心，采用未来学的

预测方法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建构了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诸多理论，其最重要的贡献和启示在于通

过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以及依赖于信息化来实现人类更高层次发展的思想，探索了人们如何发展和未

来走向问题[2]。在理论意义上，这一思潮充分表现了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思想，对人们关注人类未来命

运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激发和强化的作用，改变着人类对于未来和现实社会的观念，把人类的认

识与思考延伸了出去，打破了以往的思维定势，以未来的境况作为当今的实际发展目的，引导人们从现

实社会出发来预测和判断未来的发展，推动了包括未来意识、创新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关切子孙后

代意识在内的许多新的社会观念形成。在现实意义上，西方未来主义的社会思潮面对当今人类的发展和

世界和平的重要命题，倡导将人类的发展作为关键的任务，在增长的极限已向我们靠近的当下，提出了

人类社会走向新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路，其中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并且具有可操作意义的发展路径有两种：

一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信息化发展之路。这都对当今各国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同时，西方未来主义的社会思潮所构建的社会形态是站在当今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基础之上的，

有着明显的局限与不足。西方的未来主义社会理论的赞成者按照工业社会形态序列对社会发展过程和规

律进行理解，实际走的是“单线论”的路线，最终从整体上又推动和发展了“多线论”。资本主义常常

在自身的发展与自身的弊病共同作用下向前走着，此时未来主义者不得不既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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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弊病弄得矛盾重重，又力图论证这些弊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美好未来过渡的暂时现象，试图

用它的神话般的社会发展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科学的人类社会未来观。并且，

未来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殊弊病与矛盾，夸大为人类的普遍矛盾；把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问题，上升为世界范围的全球问题。而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世界中，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本质区别、抹杀特殊矛盾，笼统地谈论“全球问题”这是不太符合实际的。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必然取

决于现实的社会制度，撇开具体的社会现实去抽象地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奢望利用新技术革命从根本

上彻底解决“全球危机”，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2. 中国的未来主义应是怎样 

社会主义本质上就蕴含着对未来的指向，即共产主义，但一直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并

不过多强调这种未来指向，这有其历史的原因。最初，一方面要与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立，一方面

在没有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工人被严重剥削的现实环境就能直接唤起工人的革命热情的背景

下，马克思重视共产主义只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而在苏联初期，针对政治空谈的现象，

列宁也指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之后的操作却陷入僵化，促使苏联在西方的和平演

变中走向解体。最终基于中国国情，由包括上述的种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压力影响，社会主义的未来指向

一直主要以五年计划、“两步走”战略等现实策略体现。江泽民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

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5]，而中国的未来主义不是“教条地预

期未来”[6]，它不是严格的规定，也不是徒劳的描绘，而是放开想象，并给想象以依托，它绝不是和马

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相矛盾的。 
中国的未来主义，形式要符合共产主义指向中人类对生活的美好希望本质。从理论层面看，实现共

产主义理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在历史上，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源远流长，总体上说就是向往和追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

会。这种愿望来自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需要，也来自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故这种面向整个人类文

明的伟大而无私的价值目标，无论对于何种社会中的人们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自由主义图景

已摇摇欲坠的现在。从现实层面看，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理想，它与一切空想和幻想有着本质区

别。西方的未来主义文学在上世纪传入到我国，但在绝大部分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坛都产生深远的影

响，并催生了相应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之时，未来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微，也没有催生中国的

未来主义文学。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这种文学立基的现代工业文明与当时我国现实状况极为不符，本身

又内涵复杂、形式模糊以致难以把握，故在主观上一直很难获得当时中国文坛的好感，客观上也没有对

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不同于西方的未来文化因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往往表现为一种虚幻

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未来充满希望。 
中国的未来主义，内容要体现共产主义社会在人们共同努力基础上的可能性、现实性。从理论层面

看，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设想的社会发展目标。共

产主义理想并不神秘，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依据，在第一次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

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展望。从现实层面看，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是靠什么

神秘的力量或奇迹，而是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靠人民群众的实践。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向前推进一

步，也就是向着共产主义走近一步。马克思主义除了技术的力量，还重视制度和人的发展。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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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设

计的不断完善，人们的素质与眼界必将进一步提升，必将摆脱对于自己创造物的迷恋，从而战胜并驾驭

资本、权力等创造物，使劳动和生活获得解放[7]。因此，中国的未来主义的提出是建立在时代发展的要

求和条件上，它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

征的探讨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这些理论，并充分结合人性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实践进行展示。 

中国的未来主义，核心是发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美好蓝图的切实作

用。社会主义的未来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

会成员对资本主义缺陷的自觉意识中的产物，他们针对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探讨解决方法，澳大利亚

学者鲍里斯·弗兰克尔在 1987 年出版的《后工业乌托邦》中就指出，新一代具有社会意识的公民将各种

社会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看得远比马克思主义重要，重点在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

越。这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对问题一方的侧重。而社会主义的未来主义则与之不同，其主要目的

相较于为社会建设提供指引的现实层面，更注重发挥在精神层面的感染力。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

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8]，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建设的每一步都是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牢牢立足于现实的人民需要进行切实的改善，故更看重的不是需要建什么，而是如何建得

更好，也就不需过多创造需要，而专注于对需要的方向和落实的有效引导。因此，要在结合人性的科学

研究中，以正确宣传下充分展示的社会主义的美好与对人的要求，融汇社会中的纷繁思想，在对科学理

论的理性认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基础之上，唤起国内乃至世界人民的内生动力和内在觉悟。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沉溺于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细节描绘，但完全可以根据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认

识，从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状况、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去把握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完全

可以根据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不断加深对其轮廓和基本特征的认识。最终以情感和理性的共同作用，促

使人们的欲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引导人得到切实的信仰进行对自身的塑造和在现实中的行

动。正如习近平指出：“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

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9]要切实发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指引作用，切实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人民群众的感召作用。故作为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基于我国独到的历史特点和建设的现实问题，并不要求未来主义一下子成为主

流，但为助力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走得更稳、更快、更远，于现在的实践中

指向未来，把社会主义的感染力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的探索，应该

提上日程。 

3. 中国的未来主义应何需要 

中国的未来主义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未来主义文化的缺失和人民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中，社会主流文

化的塑造、传播往往依靠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这样的过去实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多蕴含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政治形式里。直到随着中国“强起来”，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奔小康、反腐

倡廉这样较贴近人们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而无论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

描述 1，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展望 2，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现实性的要求，

 

 

1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

这事，明天干那事”。 
2即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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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共产主义各方面的虚幻，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的认知是简单实在的让每个人有钱，

却对这可以带来的真正美好，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具体概念。从而不能充分发挥立足长远的意

识作用，来规范自身的现实行为。 
就文化发展而言，中国的未来主义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一方面，

我国文化现代化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建设先进的现代文化。人们习惯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

来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根本上还是因为其所内含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存在着契合之处，这正可以在两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这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共同追

求中全面体现。故在我们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未来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把共产主义理

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与传播，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向纵深发展，

在多元文化互相借鉴、交融、包容与各种文化冲突同时存在的过程中，要求最终减少文化差异、走向文

化融合。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后发国家，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而不被同化和吸收，必

须要求让自己立足于人类一切已有文化文明基础上、又经过自身发展扬弃已有文化文明的文化。通过“未

来”这个具有强大共通性的概念载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引领，可以消解功利性、整合多元性、

强化先进性，得到世界的认同。 
就人民需求而言，中国的未来主义的提出是当前理想信念教育由虚向实的要求。在传统认识中，理

想信念教育长期被视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社会化的特定术语，在意义理解与内容设计上主要侧重

于彰显其国家叙事功能，相对忽略对现实社会状态与未来发展前景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深刻解释和有效舒

缓[10]。在叙事形式上，以革命文化这样的过去实践为核心内容，而面对新生代，由于他们对过往记忆没

有亲身体验，这种叙事内容能够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乃至情感上的激励，但难以帮助学生在现实中践

行和坚守。就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状况有理想信念嬗变不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

理想目标从崇高转向现实，低层次、功利化倾向明显；国家主导信仰遭遇挑战，一定程度出现信仰迷茫；

理想信念与实际行动相脱节，空想多、实干少[11]等问题。坚定理想信念不是口头的，也不是纯情绪的，

是一个源起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反复逼近”的过程，必然要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故就目前人们

理想信念普遍虚浮的问题，应保证理想信念教育与时俱进，在重视教育叙事的同时增强时代性，把理想

信念置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去感知、认同和践履，使理想信念更具时空的穿透力、现实的解释力

和未来的感召力。 

4. 中国的未来主义如何可能 

中国的未来主义的建设，根本上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年，中国

的飞速发展为文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国际上还主要是欧美的声音，缺少来自中国的对白，

使我们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成为“被表述”的对象。而日益强大的中国更有底

气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而不是“被表述”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当前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于已然有所成就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完全在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和社会主义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主力军，新一代人的素质

和个性化越加发展，人们对未来有思考的需求和能力。 
在现实层面上，信息技术提供的虚拟空间这个文化融合、避免冲突的新领域有利于中国的未来主义

的建设。一方面大量的制造技术变革、广泛的传播技术变革和快速的展示技术变革，为丰富文化产业内

容、增加文化传播的速度与范围，增加文化消费的物质载体提供有利条件，凭借信息技术等手段，具有

以小说、影视等形式，呈现未来社会的普通人在模拟 21 世纪的生活、现代人穿越到未来社会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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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成员对梦想的追寻，乃至将古代的大同社会“翻译”成未来的共产社会等的可能。一方面未来

文化融合的交流单向性、途径多样性、渗透潜在性等特点，为我国借鉴外来文化精华，发挥文化的独特

魅力，以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带来宝贵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特色的未来主义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都是非常显著的，在实际构建上捍

卫中国话语权，以相应的舆论能力作为匹配，能够引导正确的发展观念和舆论导向。 
在理论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兼容并包的特质有利于中国的未来主义的建设。作为截至目

前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在未来学、科技决定论、趋同论、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学等社会思潮和科学成

果的影响下产生的未来主义的前辈，西方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在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风格和科学的预测

方法，以现实依据和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严格的模式分析基础上，由理论走向了

与世人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介入了对社会的管理，影响公共的决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具有对人类社

会发展关注的普遍性的广阔视野和向社会管理渗透的有效性的现实价值。而中华文化有开放、包容的心

态和胸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尽管西方的未来主义社会思潮

并不完全适合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和具体国情，但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来主义，

可以在践行未来社会发展预测过程中，时刻关注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发展动态，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

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成果，

进行批判式吸收，从而增强中国的未来主义的理论性，扩大中国的未来主义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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