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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真正实现人的生存；未来社会的生存将充满希望，不断进

步，不断人化，进而进入自由王国。但 尤 瓦 尔 在《未 来 简 史》中，预 言 未 来 社 会 人 的 生 存 将 是 绝 望、退 步 和

异化的，仍然处于必然王国。虽 然 这 个 预 言 有 点 危 言 耸 听，但 它 所 提 出 的 问 题，必 须 引 起 我 们 足 够 的 重

视。无论如何，我们坚信人类最终会进入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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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只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就必然会对未

来的生存状 况 进 行 憧 憬，勾 勒 出 未 来 的 理 想 社

会。按照马克 思 主 义 的 理 解，人 类 将 毫 无 例 外

地进入共产主 义，实 现“完 成 了 的 自 然 主 义”和

“完 成 了 的 人 道 主 义”［１］（Ｐ８１），真 正 实 现 人 的 生

存。这意味着，共 产 主 义 之 前 的 社 会 形 态 并 没

有真正实现人的生存，而是异化的生存。因此，

一部人类史实质上就是人类不断求得解放的历

史。但 是 以 色 列 著 名 学 者 尤 瓦 尔·赫 拉 利

（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在２０１５年出版的《未来简

史》一书中却 认 为，未 来 社 会 人 的 生 存 将 是“智

人失去控制权”的生存。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

４４



发展将会是 这 样 的：在 人 类 社 会 产 生 之 初 是 一

个人与物“共 舞”的 时 代，因 为 这 个 时 候 的 人 类

不得不依赖 于 自 然 而 生 存，不 得 不 与 人 之 外 的

自然物保持 一 个 和 谐 的 状 态；而 人 类 进 入 农 业

社会之后就 开 始 不 断 寻 求 自 身 的 主 体 地 位，对

野生动物进 行 驯 化，由 于 科 学 技 术 并 没 有 充 分

发展起来，“泛 神 论”的 存 在 就 意 味 着 人 类 还 不

得不与自然 物 进 行 协 商，这 个 时 候 就 是 一 个 人

与神“共舞”的时代；随着科技革命到来，人类将

取代神而赋 予 世 界 以 意 义，进 而 将 自 己 转 化 为

神，取代了神 的 地 位，人 类 将 不 再 与 物 共 舞，也

不再与神共舞，而是人类跳“独舞”；随着科技的

进一步发展，一 切 都 将 进 入 智 能 化，人 类 将“失

去控制权”，人类的地位终将为智能机器人所取

代，这就是 我 们 未 来 社 会 的 生 存 状 况。虽 然 该

书并不是一 本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历 史 书 籍，也 并 不

是一本严格 意 义 上 的 未 来 学 书 籍，但 是 细 细 品

读还是觉得作者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警

示价值。正 如 北 京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高 毅 教 授 在

《人类简史》的《推 荐 序》中 所 言：“在 我 看 来，写

历史写到这个份儿上，一般都只有一个结果，那

就是 离 开 了‘历 史＇而 走 向 了‘哲 学＇———而 且 这

个‘哲学＇还不只是‘历史哲学＇，它同时也包含了

很多人生的哲理。”［２］虽然这是对《人类简史》的

评价，其实 也 完 全 适 用 于《未 来 简 史》。如 果 未

来社会 人 类 生 存 果 真 如 同 尤 瓦 尔 所 预 言 的 那

样，我们就不得不对未来充满担忧，到底是希望

还是绝望？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到底是人化

还是异化？到 底 是 自 由 还 是 必 然？ 毫 无 疑 问，
《未来简史》的 设 想 与 共 产 主 义 是 背 道 而 驰 的。
因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

观点和基本方法进行深入思考与批判。

　　一、希望ＶＳ绝望：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新

的依赖？

　　毋庸置疑，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 求 得

解放的历史，因 而 是 一 部 充 满 希 望 的 历 史。从

人的全面发 展 视 角 分 析，人 类 社 会 大 致 经 历 了

从“人的依赖”到“物的 依 赖”再 到“人 的 全 面 发

展”的历史过程。处于“最初的社会形态”的“人

的依赖”阶 段，人 类 的 生 产 能 力 相 当 有 限，只 能

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孤立地生存；而“形成普遍的

社会物质交换”的“物的依赖”阶段，虽然人类得

到了一定程 度 的 解 放，但 是 以 异 化 的 形 式 出 现

的；只有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
人类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毕竟发展了“建立在

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

他们的 社 会 财 富 这 一 基 础 上 的 自 由 个 性”［３］。
当然，“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物的

依赖”的基础上；而这一切就必须依赖于社会生

产力的不断 发 展 进 步。因 此，进 入 人 的 自 由 而

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力高度

发达，并且能 够 实 现 物 质 财 富 的 极 大 丰 富 而 能

够实现按需分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 识 形 态》一 书 中 特 别 强 调，生 产 力

高度发达是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的“绝 对 必 需 的 实 际

前提”［４］（Ｐ１６６）。因为只有生 产 力 高 度 发 达，整 个

社会的关系 才 可 能 实 现 真 正 的 和 谐，人 们 的 思

想道德水平 才 会 有 质 的 提 高，这 样 才 能 真 正 实

现人的自由 而 全 面 的 发 展，最 终 从 必 然 王 国 走

向自由王国，而 这 必 须 建 立 在 科 学 技 术 高 度 发

达的基础之 上。因 此，通 过 不 断 发 展 科 学 技 术

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最终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是我 们 的 永 恒 追 求，也 是 我 们 为 之 不 懈

努力奋斗的美好社会理想。
但是，在尤瓦尔的《未来简史》看来，未来人

类的生存并不会令人充满希望，而是陷入绝望。
当将世间万物 都 归 类 于“算 法”的 时 候，人 类 现

在所从事的 绝 大 部 分 职 业 都 行 将 消 失，取 而 代

之的是智能机器人。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归功于

智能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最终将自然、社

会和思维统 一 于 算 法，通 过 算 法 就 可 以 洞 察 世

间的一切奥 秘，并 且“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不 仅 是

因为算法变 得 更 聪 明，也 是 因 为 人 类 逐 渐 走 向

专业化，所 以 用 计 算 机 来 取 代 人 类 越 来 越 容

易”［５］（Ｐ２８９）。最终的结果是“算法自 己 也 可 能 成

为所有人”。可见，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够取代人

类而认识世界，也能够取代人类而改造世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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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能够完全取代人类而进行相应的实

践活动。尤瓦 尔 认 为，由 于 智 能 机 器 人 过 于 强

大，人类已无事可做，只能“靠药物和电脑游戏”
来了 却 此 生［５］（Ｐ２９４）。因 此，这 时 候 人 的 生 存 就

不是真正人 的 生 存，因 为 不 用 进 行 任 何 实 践 活

动而无聊至 死，只 能 通 过 药 物、毒 品、电 脑 游 戏

等 来 麻 醉 自 我，但 是 “这 样 的 生 命 何 来 神

圣”［５］（Ｐ２９４）？更 让 我 们 担 忧 的 是，“一 旦 人 工 智

能超越人类 智 能，可 能 就 会 直 接 消 灭 人 类。人

工智能这么做的理由，一是可能担心人类反扑、
拔掉它的插 头，二 是 要 追 求 某 种 我 们 现 在 还 难

以想象的目标。”［５］（Ｐ２９４）

如果智能机器人真的能够控制这个星球的

话，那么人类 的 未 来 生 存 就 无 法 憧 憬 而 陷 入 绝

望，与马克思 主 义 的 共 产 主 义 理 论 相 悖 得 有 点

可怕！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就无所谓人类的社

会，人的生 存 也 就 无 所 谓 是 真 正 人 的 生 存。既

然未来社会 人 的 生 存 将 会 是 令 人 绝 望 的，我 们

是否可以放弃发展的权利而永远生存在当下的

“罪恶”中 呢？可 以 肯 定 的 是，未 来 社 会 的 生 存

肯定不会让人绝望，而应该是进一步发展，进一

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为尤瓦尔重点

强调的是科 技 进 步 对 人 类 的 影 响，而 没 有 相 应

地阐述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如果仅仅从科

技进步对人 类 的 单 向 度 影 响 来 分 析，肯 定 是 对

人类的负面 影 响 会 越 来 越 大，以 至 于 超 越 人 类

而控制人类。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思维。技

术决定论有 其 不 可 避 免 的 局 限 性，毕 竟 科 学 技

术是整个社 会 事 业 中 的 一 个 部 分 而 已，特 别 是

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能够在获得事实判断上开

拓前进，但是人类特有的价值判断呢？总之，我

们不能陷入 技 术 决 定 论 中 而 不 能 自 拔，必 须 从

人类社会的特有视角系统审视科学技术。毕竟

“科学技术会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接受科学技

术带来 的 挑 战 是 当 代 人 的 必 然 选 择。出 现 问

题，人 类 便 要 积 极 应 对。”［６］人 类 也 确 实 能 够 在

自己创造的社会中积极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

的诸种问题，使 之 朝 着 人 类 自 身 发 展 所 需 求 的

方向发展。以 此 观 之，未 来 将 在 科 技 进 步 的 推

动下实现整 个 人 类 的 美 好 生 存，而 不 是 简 单 地

认为科学技术将决定人类的生存；必须认识到，
人类也会对 科 学 技 术 产 生 巨 大 影 响，至 于 在 未

来具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由未来人类的实践

来解决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智能机器人是

人类的作品，人 类“假 借 于 物”的 能 力 肯 定 不 会

因为智能机 器 人 的 发 展 而 走 向 消 失，更 可 能 进

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还是坚信，未来社会人类

的生存是充满希望的，肯定不会陷入绝望。

　　二、进步ＶＳ退步：是人类的大融合还是大

分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未来的共产 主 义

将是一 个 没 有 剥 削、没 有 压 迫 的 大 融 合 社 会：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联合起来的个人将过去的一切生产力和物质财

富都置于他 们 的 控 制 之 下，实 现 没 有 剥 削 和 压

迫的生存。”［４］（Ｐ２０２）正因为共 产 主 义 社 会 将 实 现

生产关系的彻底的根本性变革，那么私有制、阶

级和国家都 将 走 向 消 亡，特 别 是 困 扰 我 们 已 久

的体脑差别 和 城 乡 差 别 也 将 一 起 走 向 消 亡，即

二元对立的社会状态将一去不复返。在完全融

合的共产主 义 社 会 中，人 们 将 重 点 考 虑 如 何 实

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 产 党 宣 言》中 所 说 的“联 合 体”［４］（Ｐ４２２）。
以此观之，共 产 主 义 是 人 类 社 会 进 步 的 积 极 结

果，也是我们 必 须 要 通 过 自 身 实 践 活 动 不 断 实

现的伟大理想。应该说，当代的经济发展、政治

开明和文化 繁 荣，尤 其 是 科 技 进 步 正 在 不 断 地

将共产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诚如李三虎教授

所言：“未来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将实现人

的共同本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自然－人 性－
社会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状态。”［７］

尤瓦尔也同意，经济发展、政治开明和文化

繁荣尤其是科技进步正在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

进步。《未来简史》开篇就指出了困扰人类社会

发展的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５］（Ｐ１）。实

际上就是生存问题、健康问题和社会和谐问题。
随着时代的 发 展，这 些 问 题 都 已 经 得 到 了 不 同

程度的解决。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尤瓦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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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信人 类 社 会 正 处 于 进 步 的 过 程 中。但 是，
也正如马克 思 所 言，人 类 社 会 总 是 在 矛 盾 中 进

步，因为生产的每一次进步，同时也是劳动人民

生存的一个退步，“这种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

是机器 的 采 用，其 后 果 现 在 已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了”［８］。即人类 社 会 的 进 步 建 立 在 一 定 代 价 的

基础上，是在 退 步 中 求 得 进 步，总 体 还 是 进 步。
尤瓦尔在《未来简史》一书中也基本贯穿着这样

一个思想。比 如 在 农 业 革 命 社 会 中，人 类 实 现

了种植和养 殖，但 这 是 建 立 在 被 驯 化 动 物 的 痛

苦基础上，特 别 是“把 动 物 从 有 感 情、值 得 尊 重

的生命降格 为 不 过 是 人 类 的 资 产，但 这 种 过 程

并非仅限于 牛 和 鸡，大 多 数 农 业 社 会 也 开 始 把

不同等级的人视为资产”［５］（Ｐ８７）。这也可以认为

是退步中的进步。
如果说尤瓦尔对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坚守

进步信念的 话，那 么 未 来 社 会 的 状 况 就 不 一 定

了。在他看来，未 来 社 会 并 不 是 如 马 克 思 主 义

所认为的是大融合、大和谐的社会，而是一个大

分裂、大对 立 的 社 会。因 为 随 着 科 技 的 发 展 进

步，算法将取代人类，但是无论如何，“有些人仍

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

成一个人数 极 少 的 特 权 精 英 阶 层，即 升 级 后 的

超人类。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

及创造力，让 他 们 能 够 做 出 许 多 世 上 最 重 要 的

决定。他们会 为 算 法 系 统 执 行 关 键 的 服 务，而

算 法 系 统 既 无 法 了 解 也 无 法 管 控 这 些

人。”［５］（Ｐ３１１）可能这部分人仅占１％，而相对于占

９９％的大众而 言，由 于 自 己 的 实 践 活 动 已 经 为

算法所取代 而 变 得 无 聊 至 死，永 远 只 能 处 于 社

会的最 底 层，甚 至 完 全 被 算 法 所 控 制。因 此，
“如果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将人类分为两类，一

类是绝大多 数 无 用 的 普 通 人，另 一 类 是 一 小 部

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５］（Ｐ２９４），那么 人 类 社 会 将

重新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大对立之中，人类

的进步就变成了极少数人的进步。相对于绝大

多数的普通 人 而 言，由 于 不 用 从 事 实 践 活 动 而

整日无所事事，必然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对于他们而言就不是进步，而是退步。特别是，
未来社会的 个 人 由 于 医 疗 技 术 高 度 发 达，如 果

不发生致命的意外，基本上就可以“长生不老”，
而活着又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也许未来社会人

的生存除了寻找药物刺激和电脑游戏之外就是

怎么样 想 方 设 法 自 杀！ 这 就 不 是 进 步 而 是 退

步。因此，就会 重 新 陷 入 二 元 尖 锐 对 立 的 社 会

形态中，这肯定是一个历史的巨大退步。
显然，尤瓦尔 的 分 析 让 人 难 以 置 信 也 让 人

难以接 受。如 果 他 的 分 析 真 的 能 够 转 化 为 现

实，那么我们 还 不 如 干 脆 从 现 在 开 始 就 完 全 彻

底地放弃科 学 技 术，继 续 寻 找 向 往 已 久 的 所 谓

的“诗与远方”。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或许控制

论的创始人维纳（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能够给我们

提供一个有力的反驳。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
一书中指出：“作为机器的一个元件来利用的东

西，事实上 就 是 机 器 的 一 个 元 件。不 论 我 们 把

我们的决策委托给金属组成的机器抑或是肉体

组成的机器，除非我们问题提得正确，我们绝不

会得 到 正 确 的 答 案 的。”［９］因 此，无 论 科 学 技 术

如何发展，人 总 是 有 人 的 用 处。人 类 作 为 物 质

世界进化到 顶 峰 的 产 物，肯 定 不 会 因 为 自 身 创

造的科学技术而使自己走向无聊至死甚至走向

消亡。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随着科技进步人

类的空闲时间会非常之多，可能会感到无聊，但

是人类肯定 不 会 在 无 聊 中 走 向 消 亡，而 是 会 在

无聊中进行 新 的 创 新 与 创 造。当 然，要 进 行 新

的创新与创造就必须不断发展自己以寻求更大

的进步。按照 维 纳 的 观 点，算 法 也 逃 不 出 是 机

器的命运，还 是 需 要 人，人 有 人 的 用 处！因 此，
尤瓦尔 的 分 析 并 没 有 真 正 从 人 的 特 有 视 角 展

开，更没有突 出 人 类 通 过 实 践 活 动 对 科 学 技 术

的调控功能，而是仅仅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
完全忽视了 人 类 独 有 的 实 践 活 动 的 独 特 价 值。
这样的分析只能是过于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的

控制，而忽视了人类能够不断地调控科学技术；
只能是过于 强 调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中 的 事 实 判 断，
而忽视了人 类 社 会 中 独 有 的 价 值 判 断；只 能 是

过于强调科学技术能够产生所谓的自主意识即

智能机器人 的 自 主 意 识，而 忽 视 了 人 类 意 识 通

过实践活动 具 有 的 强 大 改 造 功 能，并 且 优 越 于

智能机器人的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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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必 须 对 未 来 社 会 的 进 步 保 持 高

度的自信，虽 然 在 此 过 程 中 难 免 会 出 现 或 大 或

小的退步，但是这都是暂时的，进步才是人类社

会的主旋律。

　　三、人化ＶＳ异化：人类是主体还是客体？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获得解放的

历史，实际上 也 是 一 部 人 类 不 断 确 立 主 体 地 位

的历史，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人的本质的确证

史。马克 思 在《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中 就

认为，科学技 术 飞 速 发 展 造 就 的 资 本 主 义 工 业

社会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感性地

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１］（Ｐ８８）。但是在资

本主义社会 中，人 的 本 质 力 量 并 没 有 得 到 完 全

的应有确证，而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

前”［１］（Ｐ８８－８９）。可见，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

术迅速发展，但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没有

真正成为“人 化”的 科 学 技 术，人 的 主 体 地 位 也

就不能够全 面 地 确 立 起 来。因 此，马 克 思 特 别

强 调 要 建 立 一 门 关 于 人 的 科 学 以 消 灭 异

化［１］（Ｐ９０）；马克思、恩 格 斯 在《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
一书中则强调共产主义是不断消灭现存状况即

异化 状 况 的 现 实 运 动［４］（Ｐ１６６）。可 见，未 来 的 共

产主义就是不断 消 灭“异 化”、不 断 实 现“人 化”
的运动，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主体地位

才能真正确 立 起 来。总 之，共 产 主 义 实 现 的 过

程与人的本 质 的 不 断 确 证 是 辩 证 统 一 的 关 系，
或者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二位一体”。

尤瓦尔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论述也好像遵循

了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人类进入农

业革命社会 之 前 基 本 上 是 物 我 一 体，无 所 谓 主

体与客体的 区 分，人 与 非 人 保 持 着 一 种 相 互 协

商的状况（肯定阶段）。但是自人类进入了农业

社会，特别是随着科技不断革命，人类的主体地

位就逐渐得到了确立，农业社会的人类通过“合

作”来确立主体地位，而工业社会则完全依赖于

人类“创造”的 科 学 技 术 来 确 立，这 个 时 候 主 体

地位达 到 顶 峰，直 接 实 现 了 人 取 代 神（否 定 阶

段）。而在未来社会，由于算法越来越具有人的

特征，乃至直接取代人类，人的主体地位就降到

了历史的最 低 点，甚 至 人 类 有 可 能 成 为 算 法 的

“宠物”（否定之否定阶段）。因为算法将取代人

类而把人类 养 起 来，人 类 自 己 已 无 聊 至 死。表

面上看，尤瓦 尔 是 完 全 按 照 否 定 之 否 定 规 律 来

论述人的主 体 地 位 确 立 的 历 史 进 程，但 是 这 并

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绝望、退

步和异化的 过 程，最 终 导 致 的 结 果 是 异 化 达 到

历史的 顶 峰。科 学 技 术 本 身 是“智 人”的 创 造

物，本应该为“智 人”所 控 制 而 具 有“人 化”的 属

性，进而为人 类 服 务，但 是 现 实 的 发 展 却 是“从

以人为 中 心 走 向 以 数 据 为 中 心，把 人 推 到 一

边”［５］（Ｐ３５２），“于 是，数 据 主 义 对 人 类 造 成 的 威

胁，正 如 人 类 对 其 他 动 物 所 造 成 的 威

胁。”［５］（Ｐ３５７）这样，人 类 就 完 全 降 低 到“物”的 水

平。科学技术由于失去了“智人”的控制而没有

朝着我们所希 望 的“人 化”方 向 发 展，而 是 在 异

化的方向走 上 了 一 条 不 归 之 路，人 的 主 体 地 位

不是越来越得到确立，而是逐渐彻底消失。
其实，尤瓦尔 这 样 的 论 述 也 并 不 是 什 么 新

鲜“玩意”，实 际 上 就 是 阐 述 了 未 来 社 会 的 高 度

科技异化。像这样的论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中早已普遍存在，典型代表作如马尔库塞（Ｈｅｒ－
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的《单向度的人》。对于异化的消

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也早已论述。按 照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观 点，异 化 的

消 除 必 须 建 立 在 生 产 力 高 度 发 达 的 基 础

上［４］（Ｐ１６５－１６６）。因为生产力的 高 度 发 达 必 然 导 致

生产关系的 变 革，最 终 消 灭 私 有 制、消 灭 异 化，
包括生产力、生 产 关 系 和 交 往 关 系 的 一 切 成 果

都将 为 联 合 起 来 的 个 人 所 支 配［４］（Ｐ１６７）。可 见，
一旦私有制的消除必然导致一切社会财富都最

终掌握在人 民 自 己 手 里，这 样 就 能 够 围 绕 着 人

自身的 发 展 需 求 来 实 现 对 一 切 社 会 财 富 的 支

配。这个时候，科 学 技 术 在 人 民 的 调 控 之 下 必

然会以前所 未 有 的 速 度 飞 速 发 展，最 终 不 断 促

进人的自 由 而 全 面 发 展。恩 格 斯 在《自 然 辩 证

法》一书中就 曾 强 调：在“一 种 有 计 划 地 生 产 和

分配的自觉 的 社 会 生 产 组 织”，“人 自 身 以 及 人

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

猛进”［１０］（Ｐ８６０）。现有的研究也认为，技术能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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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本 质 力 量 的 确 证［１１－１２］。因 此，未 来 社 会

并不是一个 高 度 异 化 的 社 会，而 是 一 个 异 化 完

全消除的社 会，而 尤 瓦 尔 用 西 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老套”思维来预言未来社会的生存肯定不可能

转化为现实。

　　四、自由ＶＳ必然：人类是走向自由王国还

是进入新的必然王国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 不 断

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

史永远不 会 完 结。”［１３］（Ｐ３２５）因 此，一 部 人 类 的 历

史实际上就 是 人 类 不 断 追 求 自 由 的 征 程：不 断

朝着自由王 国 的 方 向 迈 进。但 是，我 们 必 须 认

识到的是，“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

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

使自然规 律 为 一 定 的 目 的 服 务。”［１０］（Ｐ４９１）即“自

由 是 对 必 然 的 认 识 和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改

造。”［１３］（Ｐ３０６）因此，自由并不存在于虚幻中，而是

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当我们能够不断

地认识和利 用 必 然 的 时 候，自 由 王 国 就 在 不 断

地实现过程 中。显 然，人 类 要 不 断 地 从 必 然 王

国走向自由王国就必须不断通过发展科学技术

进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自由就在于

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

和外部 自 然；因 此 它 必 然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产 物。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

面是和动物 本 身 一 样 不 自 由 的；但 是 文 化 上 的

每一个进 步，都 是 迈 向 自 由 的 一 步。”［１０］（Ｐ４９２）在

科学技术成 为 第 一 生 产 力 的 时 代，人 类 就 必 须

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一 书 中 特 别 强 调：从 摩 擦 生 火 到

蒸汽机的使 用，就 代 表 着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升；只有不断通过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才能最 终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而 达 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人 与 社 会 的 和 谐［１０］（Ｐ４９２）。毛 泽 东 也 认 为：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

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

止在一个水 平 上。因 此，人 类 总 得 不 断 地 总 结

经验，有 所 发 现，有 所 发 明，有 所 创 造，有 所 前

进。”［１３］（Ｐ３２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

就是自由王 国，自 由 王 国 的 实 现 必 须 依 赖 于 高

度发达的生 产 力，而 高 度 发 达 的 生 产 力 则 必 须

依赖于强大 的 科 学 技 术，而 强 大 的 科 学 技 术 则

必须依赖于对必然的认识与利用。但是考虑到

认识是一个 无 止 境 的 发 展 过 程，自 由 王 国 与 必

然王国总是既对立又统一地存在着。即在共产

主义世界里，我 们 仍 然 要 不 断 进 行 实 践 活 动 以

不断地认识 和 利 用 必 然、发 展 科 学 技 术 和 提 高

生产力水平，不断瓜分必然王国的地盘，但是人

类不能希望 能 够 将 必 然 王 国 的 地 盘 瓜 分 殆 尽。
可见，自由王 国 是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必然结果，是 人 类 的 最 终 追 求 即 实 现 的 自 由 生

存。只有实现 了 真 正 的 自 由 生 存，人 类 才 能 真

正实现全面发展。
从某种意义 上 说，尤 瓦 尔 也 同 意 马 克 思 主

义关于自由 的 观 点，即 自 由 是 对 必 然 的 认 识 和

利用。因此需要通过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来实现

自由。尤瓦尔之所以要在《未来简史》开篇抛出

饥饿、瘟疫和 战 争 这 三 个 困 扰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难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强调由于科学技术不

够发达而无 法 有 效 解 决 好 这 三 个 难 题，人 类 的

生存只能一直处于不自由状况。在过去很长的

历史时期，人 类 一 方 面 不 得 不 对 大 自 然 保 持 敬

畏，产生了万物有灵论，进而创造和敬畏世界上

唯一的神———上 帝；另 一 方 面 就 是 不 断 发 展 科

学技术来探索和征服大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人类逐步剔除了上帝的神秘面纱，实

现将上帝拉下神坛而将自己上升到世界主宰的

高度。如果照 此 发 展 下 去，人 类 的 生 存 也 应 该

是由于“饥 饿、瘟 疫 和 战 争 的 发 生 概 率 不 断 减

小”而越来越自由。但是在尤瓦尔看来，人类并

不是越来越自由，而是走向物极必反的境地：人

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取代上帝而成为世界的新

主宰，但是由 于 科 学 技 术 的 过 于 发 展 导 致 人 类

失去控制权，反 而 被 科 学 技 术 所 主 宰。因 为 高

度智能的算 法 将 取 代 人 类 的 一 切 实 践 活 动，那

么人类就 将 失 去 存 在 的 意 义 与 价 值。构 成《未

来简史》一书三 个 部 分 的 标 题（第 一 部 分“智 人

征服世界”；第二 部 分“智 人 为 世 界 赋 予 意 义”；
第三部分“智人失去控制权”）就清楚地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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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尔心目 中 并 没 有 自 由 王 国，而 是 新 的 必 然

王国，即人类 永 远 都 无 法 从 必 然 王 国 中 解 放 出

来，只能是从 这 个 必 然 王 国 解 放 出 来 之 后 马 上

又进入另 一 个 必 然 王 国。因 为“数 据 主 义 认 为

人类已经完 成 了 自 己 伟 大 的 宇 宙 任 务，现 在 应

该把 接 力 棒 传 给 完 全 不 同 的 实 体”［５］（Ｐ３１７）。这

个完全不同 的 实 体 就 是 科 技，更 具 体 一 点 就 是

数据。因此，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自由，可能

就如卢 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所 言：人 类

无往不在枷锁之中［１４］。
显然，尤瓦尔 并 没 有 真 正 理 解 科 学 技 术 在

自由与必然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其实科学技术

的进步不仅 促 进 人 类 获 得 更 大 的 自 由，而 且 让

人类不断发现新的必然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这 是 一 个 永 无 止 境 的 过 程。因 此，
绝对的自由王国和绝对的必然王国同样是不存

在的。尤瓦尔过于强调必然王国而忽视了自由

王国，或者否 认 了 自 由 王 国 是 建 立 在 必 然 王 国

的基础之上。这样就难免过于突出科学技术的

非人化特征，进 而 认 为 人 类 只 能 生 存 在 必 然 王

国之中。进一 步 分 析，尤 瓦 尔 并 没 有 真 正 认 识

到科学技术 对 人 类 解 放 的 巨 大 促 进 作 用，而 是

过于关注科 学 技 术 的 消 极 作 用，因 而 也 就 无 法

充分辩证地认识科学技术的双刃性特点。
综上分析，尤 瓦 尔 在《未 来 简 史》一 书 中 的

预言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完全相悖

的。我们 完 全 相 信，尤 瓦 尔 的 预 言 必 将 破 产。
毕竟此预言是建立在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有限

成果和可能 成 果 基 础 上 的，而 不 是 对 未 来 社 会

人的生存的粗线条勾勒，因而肯定是不可靠的。
毕竟任何人 都 不 是 预 言 家，任 何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都不可能对未来做出详细的描述。因为未来社

会的状 况 只 能 由 未 来 人 的 实 践 去 解 决。马 克

思、恩格斯对 未 来 共 产 主 义 的 预 言 也 只 能 是 粗

线条的，不 可 能 面 面 俱 到。其 实 越 面 面 俱 到 就

越不科学。尤 瓦 尔 的 预 言 则 是 有 点 过 于 详 细，
并且是在充分利用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有限成

果和可能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算法将取代一切，

人类将 长 生 不 老。现 在 这 样 的 判 断 还 为 时 尚

早，未来到底如何发展，应该交给未来人的实践

去解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尤瓦尔在《未来简

史》一书中 提 出 了 必 须 引 起 我 们 足 够 重 视 的 问

题：“我们必须在今天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

因为我们面 临 着 如 何 使 用 新 科 技 的 不 同 选 项，
也就更应该理解现在的状况，主动做出决定，而

不要等着被决定。”［５］（Ｐ４９）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

度警惕，深入思考我们的未来，朝着共产主义的

方向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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