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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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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生活发生转变与个体的独立化相伴互动,构成了中国今天向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的两个侧面。由于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品性是市场经济社会所迫切要求的,而且有道德

价值目标引导的生活才是合乎人性本质的生活, 我们就必须关注这一转型时期的个体道德价

值面貌,并研究、解决个体发展道德价值的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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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独立化现象

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人们曾相信计划

经济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但经

过三十年的社会生活的验证,它至少不是最有效的

手段,甚至不是 比较有效 的手段。而且从普遍的
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 它还造成了过强的社会控

制,过于集中的社会权力, 压抑个体的活动动机的

结果。最近二十多年的生活已经表明:市场经济比

计划经济更有效、更倾向于鼓励个体的活动动机。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加快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

变,这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的特征。

社会生活发生转变的同时,出现了个体的独立

化,两者相伴互动, 构成了中国今天向现代社会的

文化转型的两个侧面。比如,农民向城市与工业的

流动,实质上是农民的 自由 化与独立化。农民中
的一部分,正在作为独立的个体, 转入城市与工业,

成为工业中新的人力资源或者城市中服务行业的

从业者。所谓 自由 化,即摆脱对土地与地缘关系

的依附成为 自由 打工者或 个体户 ; 所谓 独立

化 , 是指摆脱对血缘关系的依附。

与此同时, 在城市中也在发生一种相似的变

化:个人与所属 单位 的关系的松散化。经济体制
的转轨造成了人们实际生活前景上的种种偶然性

与不确定性,这一方面使那些有条件利用这些偶然

性的人们立即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使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对选择的可能性; 同时, 企业

在公司化、成为独立法人的过程中开始了在人力资

源上的真正竞争,这种竞争也为个体赢得了一定的

自由,个体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

安排了。于是, 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的社

会:他们或者与 单位 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 在外

面寻求生活和发展的机会;或者与之完全脱离了关

系,到收入高的公司里去工作。这些公司对他们来

说,远不像以往的 单位 那么有约束力,他们在那

里只是打工,他们自己并不隶属于公司, 如果需要,

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公司。

个体的独立化,即个体从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

依附、从对 单位 的刚性隶属关系中逐步独立出
来,是社会转型期中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 并且这

种趋势与生活样式的变动同时发生并互相促进。

因此, 面对生活样式的现代化转变和个体的独立

化,研究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呈现的面貌, 将

是一件极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二、个体道德价值的内涵及其作用

伦理与道德都属于我们生活中的特殊价值。

伦理是共同性的价值,道德则是个体性的价值。道

德更具有个体性、独特性和更依赖于个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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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与实现的方式是个体的, 是个体的精神自

由,是完善自身的可能性。

个体道德价值,在道德哲学上理解为个体自由

地选择与实践一种诉诸心灵和精神的品性和人格,

并对自身的行为做出善恶评价。中国传统道德中

关于 修身养性 的观点,表达的就是与此基本相同

的意思。个体道德价值重视理想和信仰的终极关

怀意义,当个体对某种理想价值或信仰价值产生认

同感时,也许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道德品性是内化于心的美德, 是人的一种价值规

定,又是个体行为的规范和进行善恶评价的道德依

据。个体自觉自愿地理解和实践道德品性,以求养

成完善的道德人格,这是道德修养的更高境界。

个体道德价值对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

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

( 1)生活中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决定了个体道

德价值可以引导生活的发展方向。就个体的生活

本质而言,不做道德评价的生活是缺乏价值激励的

无生机的生活,而不能作善的评价的生活不是好的

生活和真正的生活。生活内在的本质要求个体遵

循道德价值的引导,约束物质消费生活于一个合理

的限度,选择有利于自我完善的发展方向。

( 2)个体道德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完善是所有伦

理生活和道德生活实践的最终目标。虽然对每个

个体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修炼过程, 但生

活本身不断地创造着向目标接近的源源活力, 而每

个个体在向理想的道德人格努力的征程中,同时也

在建设着理想的社会伦理秩序,促进日常生活伦理

和公共生活伦理状况的改善和发展以及社会伦理

文化的建构。

三、个体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的转轨和变革对个体道德价值的培养和

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 问题在于: 个体能否

把对道德价值的认识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实践和行

为之中? 由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依赖的是主动的、自

觉的意识和自我内心的激励,它不可能取决于外力

的推动和催化,因而个体发展道德价值的激励性问

题在今天的生活中显得特别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1)表达的道德态度与实际的道德行为相脱

节。一些人能够很容易地就某一道德事实表明自

己的立场和态度,并做出善恶评价, 但却仅此而已,

没有去实施道德行为的动力, 这就是所谓的 只说

不做 。
( 2)把道德价值只看作是人生的理想追求, 只

在心理上表示认同和赞许,缺乏实实在在的道德努

力。这则是所谓的 可望而不可求 , 仅仅是 心向

往之 而已。

( 3)缺乏自我道德激励的另一种表现发生在

人我 评价关系中。某些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和
社会的道德状况评价较低,似乎不满意别人所做的

一切; 而自我的道德评价却较高, 认为自己的言行

是符合道德要求的, 自己的品行是高尚的, 自己可

以站在一旁期待他人和社会的道德改善。

道德激励要求的是个体 愿意 践履道德价值,

它建立在个体的道德态度、道德理想和道德评价之

上,最终落实到道德行为之中。如果个体缺乏自我

的道德激励, 就不可能自觉地发展和实现道德价

值。

四、关于个体道德激励的对策思考

面对中国向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时期出现的

个体道德激励问题,我们应当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

对策思考。笔者认为,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 1)发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一方面能够容纳

每个个体的独立发展,一方面能以一些特殊的安排

避免个体发展之间的大量冲突,并当冲突一旦发生

时以一些特殊的公认的制度性程序解决这些冲突,

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

基本变化,是个体正在经历独立化的发展。随着这

种发展, 民主政治也将不断发育, 并逐渐具有更充

分的形式。着眼于未来的发展,着眼于所面临的实

际利益关系协调的需要, 我们的社会在最近的将

来,应当把发展民主政治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对策。

首先,要理清政府、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确

定公民社会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权力的主体这一

基本关系,以及政府是公民社会的服务者与维护者

这一基本关系。其次,需要逐步地发展公民社会对

于政府活动的干预与监督,使社会对于政府工作的

评价与意见有充分的表达与反映渠道。特别是要

鼓励社会成员以社区的、社团的方式, 通过公共媒

体并最终通过法律或人民代表大会揭露并制止可

能发生在政府部门中的越权行为与渎职行为,以保

证政府以恰当的方式发挥和履行其职责。再者, 还

需要逐步发展对政府公职人员行为的社会监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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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权金交易的腐败行为。发展这种公共政治传

统,是消除公共生活中的私人化倾向和无契约、无

承诺、无准则的行为倾向的基本方法。

发展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促进社

会成员对公共决策的干预、参与。公民社会应当创

造出更多的途径与机会, 例如社区与社团中的讨

论,以及公共媒体上的讨论等, 鼓励社会成员关心

参与有关重要的公共生活事务的讨论,从而对重大

的公共决策发生影响和进行民主的干预。

(2)发展法治。法治与民主政治有密切的联

系,这两者是解决我们当前的公共生活中的问题乃

至中国社会今后长远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主

要对策。法治的两个最基本的优点就在于:一是从

伦理上并明确地从法理上肯定每一社会成员作为

自然人的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二是从法律管理上避

免了因领导人更替或个人意见上的变动而引起的

任意性的影响。与民主政治一样,法治的积极价值

在于:虽然它自身是非目的性的法律的架构, 但它

能清理出一块基地,使社会成员能够去发展自己的

合理目的和精神价值。

针对目前的现状, 追求法治发展上的进步, 应

当着重从司法的改进入手,让社会建立起来对法律

的信心。司法的改进,其基本的宗旨在于实现司法

的正义。在今天, 应当着重从这样几个方面去努

力:首先,需要采取必要的制度以根绝司法公职人

员以司法权力做交易的权金交易的行为。其次, 需

要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司法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向

权力与特殊权利倾斜的行为。再者,还需要确立新

的制度以根除司法公职人员因间接的私人关系而

徇私枉法的行为。

( 3)发展关切生命的精神价值、关切个体的道

德发展的价值态度。治理人们的精神荒漠远比提

高物质生活水平困难得多,这不仅由于对物质匮乏

体验至深的中国人首先渴望尽早实现富裕,还由于

精神生活主要诉诸于个体的心灵体验,是个体内心

自觉的道德践履,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积淀于个体

的主动意识之中。因而我们应当从强化生命的精

神价值和提高个体的道德生活品味上入手。

首先,鼓励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逐渐体会

道德行为对于生活的意义, 培养道德感。在家庭、

职业岗位、公共生活中, 都有许多具有道德意义的

事情,如孝敬父母、礼貌待人、尽职敬业、助人为乐、

爱护环境等,长期坚持下去, 形成一种好的待人接

物的道德习惯,这本身就是一种促进个体精神价值

发展的道德修养过程。重要的是躬行实践,从实践

中体味道德的可持续生长性。

其次, 提倡思考生活、反省行为的道德态度。

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对生活有所思、有所想或

对做过的行为做出反省和评价,而且不可能不涉及

自身的精神和心灵。这样的道德态度无疑对选择

具有精神价值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精

神的折磨、灵魂的拷问正是确认道德终极关怀意义

的有效方法。

再者,利用英雄人物、模范人物道德的人格感

召力量。社会创造的道德环境是发展个体道德价

值的支持因素。从道德典范身上,人们不仅可以学

到许多优良的精神品质, 更重要的是可以由人及

己,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 并在学习实践中,

体会人生真义,发掘自身的道德潜能, 找到精神家

园和生命的归宿。

最后,普及道德教育, 改革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形成终身教育的系统网络。普及是指道德教育应

施于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道德教育的形式应

多样化, 使人们易于和乐于接受; 道德教育的内容

应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断更新和补充; 终生教

育是指道德教育不仅仅针对青少年,还要针对成年

人,使道德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 1卷) .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 3卷) .

[ 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 4] 魏英敏主编. 新伦理学教程[ 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5月第 1 版.

[ 5] 罗国杰主编. 伦理学[ M] .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 6] 廖申白,孙春晨主编. 伦理新视点[ M]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11 月第 1 版.

(下转第 21 页)

!17!



西学输入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心路历程

是, 为中国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力图重振昔日

荣光的强烈意识,仍然表明近代中国人并未彻底放

下 自居老大 的架子。近代文化取向之囿于二律

背反怪圈,恰是因了中国人的 自我中心的错觉 。
扬弃文化取向片面性的再一个突破点在于对

西方文化的媚外心理和 全盘西化 观加以否弃。
面对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近代中国人极容易走向

另一个极端:认为西方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中国

文化,而本民族的文化似乎一无是处。随着近代工

业文明 的迅猛推进, 西方文化以其勃勃生机卓然

崛起,曾令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

近代中国人欣羡不已。能够 睁眼看世界 并认同
中西文化的相对差距本是一种明智。但因此而滑

入 全盘西化论 就有失理智了。近代文化取向上
全盘西化 与 本位文化 的两极震荡正是非理性

的文化观的必然体现。

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对未来文化发展趋向作

理性化的前瞻,我们可以断定, 文化的发展决不会

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只会是既承继本民

族文化中最精华而又富于活力的因子,又吸纳异民

族文化的新鲜血液, 并进而对其加以溶铸改造、整

合同化。国民心理的现代化是一场最为复杂、最为

艰巨、最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国民文化心理作为

传统文化深层积淀,一经形成便有相对的独立性和

稳定性,它是文化三层面结构中最为不易变移的文

化因素。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 对西方文化分析、

消化的不够,也由封建传统文化心理和习俗的强大

惰性,以及文化人对其肃清、反思的不够,近代以来

中国国民心理虽然也产生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但

国民心理和意识仍被牢固地闭锁在传统文化之中。

此后, 由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是更为重要的课

题,建国后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国民心理现代

化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时代把这一重任留给了当

今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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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 of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Early Chinese Modernism
KONG Ding f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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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time, the aggression of thewest countries and the import of western culture started the early

Chinese modernism, including the modernism of Chinese people∀ s cultural psychology. Being exposed to the western

cultural upsurge, the modern Chinese who lived in the perilous nation had such a complicated psychology as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perplexity and acceptation, and separation and re accept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author presents some ideas of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modernism.

Keywords: Import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early modernism, a queering cultural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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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nge of social life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s independency constitute the two

aspect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oday to its modernism, which is part of today∀ s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

tion to modernism. Because the moral characters suiting modern society are urgently demanded by the market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life led by the goal moral value is the one that fits human nature, we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 s moral value at the critical turn, and do some research on and solve the incentive problems of

moral value during the individual∀ 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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