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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
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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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
大体上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视角。
在精神文明的范畴里。
价值观变迁显然是个核心话题。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下半期。
价值观的“混乱”或者“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整合社会关系，阻止其恶化和分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
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
大型研讨会。
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
此书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编辑而成，整体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学
者们在价值观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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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对中国人价值
观变迁机制的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背景分析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
：濡化能力天下之治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成员共享
的核心价值观石秀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机制问题建国以来我国道德和价值观演变中的经济体制
因素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出现——中国与东亚各儒
家社会的轨迹西方社会中“自由”与“社会”价值生成与历史演进中西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历程政治的
疏离与回归——近30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当代中国青年国
家民族意识的演变报，还是不报？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建构中国国际价值观：30年来的实践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
价值取向变迁及现状研究——现状研究以山西农民为例中国农村的伦理性危机与伦理重建——湖北农
村调查一条河，三瓶水，几度沧桑——从戏剧看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第三次转型期的国家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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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
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l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
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人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
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邓小平理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
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
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
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
(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
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
单地概括和否定。
(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
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
础。
(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
折连在一起。
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
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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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
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
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
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
抗性质。
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
“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
“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
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
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
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
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
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
大障碍。
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
济市场化。
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
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
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
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
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
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
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ISl号，
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
这大帽子背后的诉求很简单，很明确，就是进ISl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就是拆掉现有的党政体制，直
把北京变台北，拆了故宫建白宫。
信仰‘‘普世价值”与当年信仰我国体制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毫无二致；有些支持者甚至还重
复了类似当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
为什么这种似曾相识，被当年知识界严厉批评为“强词夺理”或者“蒙昧主义”的论证方式能回归?自
冷战以来，核心价值观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逐渐成为生存方式的图腾，阵营间对抗的利器，乃至
民族兴衰的原因。
换言之，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从本国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斗争的战场，成了撬动
基本社会关系的杠杆。
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
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
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
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
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
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
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
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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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
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
、(7)世界观。
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
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
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
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
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
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
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
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
  “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也。
”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
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
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
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
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
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
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
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
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
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
“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
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
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
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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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编辑而成，反映了学者们在价值观问
题上的真知灼见，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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