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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
、

历 史 与 选 择

— 传统历史心态与思想界的使命

李 晓 明

坦诚地说
,

无论人们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理解是多么直观和粗疏
,

对它们进行讨

论的主要 目的却显然不在于理论本身
,

而在于对社会历史心态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

十年前
,

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了各种政治幻梦和蛊惑人心的口号的褪色剂
,

对 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

重

要的是他们对这场讨论倾注着一种摆脱经济崩溃和节衣缩食困扰的变革躁动
。

缺憾的是
,

那

次讨论未及清理民族的价值意识
,

未及诊治由精神创伤所致的思想苍 白
,

人们 已被改革和开

放的浪潮挟持疾进了
。

只是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深化改革的受阻
,

随着生活结构的变

动和人际关系的重新组合
,

人们才渐渐意识到社会各阶层对历史进步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明显

的分化和游离 , 传统的历史心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冲击
。

每个人都身临相同的处境

— 对价值尺度的重新思考和选择
。

这就是今天生产力标准讨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

一
、

中 国 的 困 惑

在人类历史上
,

十年只是短短的一瞬
,

然而这十年间中国人历史心态的潜移默化却有改

弦易辙之势
。

现实的功利 日趋取代抽象的原则
,

成为了人们评判社会行为或诊释历史心理性

的出发点
。

这严重危及了以道德人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规范和传统历史观
。

被物价和通货

膨胀搅得心烦意乱的国人
,

又加上了对
“

人欲横流
” 、 “

世风 日下
”

的焦虑
:

中国将被引向何方 ? 是

历史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堕落和虚无 ? 于是有人把强固和宏扬伦理至上的传统文化视为现代的

道德方舟
,

祈望它能把中国从五光十色的物质文明洪荒中拯救出来
。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在缺乏理论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

民族复兴的激情和现代化

的憧憬
,

成为了民族时代精神的认同标志
。

它们凝聚着浩劫之后民族的集体情感
,

但其本身

又是求均求安群体心态和历史价值意识的同化物
。

大多数的中国人欢迎改革向往现代化
,

但

不愿冒风险和缺乏代价意识
。

天 津 的 一 次 社 会 心 理 调 查 表 明

,

65 % 的人对优胜劣 汰 持 有 异

议
,

75 %的人信守知足者常乐
,

大 多 数 人 赞 成 上 不 封 顶 但 反 对 下 不 保 底

。 “

不 让 任 何 一 个 人
掉

队

,

走 共 同 富 裕 的 道 路

” ,

这 才 是 人 们 心 目 中 的 中 国 式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道 路

。

因 此

,

没 有 英

国 工 业 革 命 前 后 的 新 教 伦 理 精 神

,

没 有 美 国 人 开 发 西 部 的 坚 韧 和 狂 热

,

也 没 有 日 本 明 治 维 新

和 战 后 复 兴 时 期 举 国 上 下

“

卧 薪 尝 胆

”

的 代 价 意 识

,

中 国 人 是 以 一 种 宁 静 和 平 稳 的 心 境 恭 候 改



,

现 代 化 如 期 而 至 的

。

他 们 确 实 穷 怕 了 向 往 着 现 代 生 活 丰 裕 的 物 质 消 费

,

却

对 现 代 社 会 运 行 和 制 约 机 制 的 确 立 毫 无 准 备
,
他 们 期 待 商 品 经 济 能 有 效 满 足 增 长 着 的 社 会 需

求
,

却 不 曾 思 考 其 竞 争 法 则 和 新 的 价 值 尺 度 将 把 每 个 人 卷 入 利 益 的 漩 涡
;

他 们 衷 心 接 受 理 性

的 启 蒙 和 个 人 权 益 的 高 扬

,

却 未 曾 料 及 人 际 关 系 传 统 格 局 破 缺 所 带 来 的 冲 击

,

未 曾 寻 求 和 确

立 新 的 生 存 意 识 和 责 任 感

。

一 场 充 满 阵 痛 的 变 革

,

被 传 统 的 历 史 心 态 图 解 成 现 代 乌 托 邦 的 漫

画

。

然 而 这 幅 漫 画 却 像 皇 帝 的 新 衣 一 样 经 受 不 起 现 实 的 检 验

。

因 而

,

步 履 瞒 珊 的 商 品 经 济 和

初 露 端 倪
的 竞 争 机 制

,

在 许 多 人 心 目 中 变 成 了 从 魔 瓶 中 释 放 出 来 的 六 亲 不 认 的 怪 物

。

从 市 民

到 教 授 都 开 始 眷 恋 起

“

造 神 时 代

”

甚 至 更 遥 远 的 年 代 的 好 处 来 了

。

我 们 的 民 族 毕 竟 安 时 顺 世 和

守 道 安 贫 惯 了

。

这 是 富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困 惑

。

中 国 是 一 个 盛 产 农 业 乌 托 邦 的 国 度

,

从 孟 子 的 井 田 制 到 王 莽 的 王 田 制

、

北 魏 的 均 田 制

、

太 平 天 国 的 天 朝 田 亩 制

、

孙 中 山 的 平 均 地 权
,
从 老 子

“

小 国 寡 民

”

的 极 乐 世 界 到 陶 渊 明 的

“

桃

花 源 记

” ;
从 康 有 为 的

“

大 同 世 界

”

到

“

一 大 二 公

”

的 人 民 公 社

,

各 种 各 样 的 乌 托 邦 梦 幻 支 撑 和 牵

曳 着 民 族 对 历 史 变 迁 的 理 解

,

并 有 着 与 西 方 近 现 代 乌 托 邦 理 论 迥 然 相 异 的 特 征

。

其 一

,

中 国

式 乌 托 邦 靠 小 生 产 强 烈 的 平 均 意 识 来 衬 砌

,

其 旨 趣 在 于 将 社 会 引 向 物 质 和 精 神 的 平 均 分 配 和

占 有

。

其 二

,

它 的 理 论 架 构 的 基 本 取 向 是 过 去 而 不 是 未 来

,

因 此

,

各 种 乌 托 邦 的 思 想 原 型

都 可 以 在
《礼 记 》 《周 礼 》 中 找 到

。

作 为 一 种 简 单 生 产 活 动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蒸 发 物

,

必 定 具

有 保 守 倾 向 和 惰 性 特 征

。

其 三

,

中 国 式 乌 托 邦 不 是 纯 粹 的 关 于 彼 岸 世 界 的 镂 刻

,

而 往 往 是

强 制 建 立 的

“

现 实

” 。

此 岸 与 彼 岸 世 界 的 揉 合

,

超 越 性 理 想 与 现 实 控 制 模 式 的 同 一

,

使 人

在 激 情 中 就 接 受 了 某 种 现 实
(如人 民公 社 )

。

其 四

,

中 国 式 乌 托 邦 具 有

“

以 德 为 本

”

的 强 烈 的

伦 理 化 倾 向

。

其 对 社 会 经 济

、

政 治 和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

理 想 化

”

多 是 空 泛 笼 统 的

。

并 且 它 展 示 的

不 是 新 文 明 中 的 新 道 德 要 求

,

而 是 先 人 在 农 业 文 明 中 提 出 的 道 德 理 想 和 规 范

。 “

器 惟 求 新

,

人

惟 求 旧

”

牵 引 新 文 明 沿 着 传 统 理 想 的 轨 道 前 进

。

总 之

,

乌 托 邦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

有 着 缓 解

现 实 与 理 想 撞 击 所 产 生 的 社 会 性 紧 张 心 态

,

慰 藉 不 合 理 现 实 与 合 理 需 求 之 间 冲 突 的 重 要 功

能

。

它 使 人 人 面 对 历 史 变 迁 时 总 是 从 容 不 迫 翘 首 望 天

,

指 待 奇 迹 的 出 现

。

它 铸 造 的 是 吞 噬 个

体 竞 争 选 择 机 能 的 麻 木 生 存 意 识

。

在 八 十 年 代 的 中 国

,

关 于 改 革 的 乌 托 邦 图 解 与 西 方 感 性 文

化 的 输 入

、

社 会 过 热 的 物 质 消 费 追 求 以 及 西 方 的 非 理 性 主 义 哲 学 思 潮

,

很 快 就 形 成 了 一 种

“

错 位 的 文 化 认 同

” 。

这 种 错 位 的 文 化 认 同 使 中 国 流 行

“

改 革 综 合 症

” :

还 未 奉 献 就 急 于 索 取
;

还

未 参 与 竞 争 就 放 弃 选 择
;
还 未 提 高 生 产 效 益 就 热 哀 于 趋 前 消 费

,
还 未 跨 入 现 代 物 质 文 明 的 门

槛 就 东 施 效 肇 地 发 出 饱 受 科 学 和 物 质 文 明
“

压 抑

”

的 痛 苦 呻 吟

。

这 一 切 既 引 起 卫 道 弘 祖 者 的 惊

恐

,

又 引 起 了 改 革 者 们 的 困 惑

。

他 们 相 互 指 责

,

却 都 未 曾 意 识 到 这 是 传 统 心 态 中 的 生 存 意 识

与 特 定 时 代 坏 境 的 馄 血 儿

。

对 改 革 的 乌 托 邦 图 解

,

只 是 传 统 历 史 心 态 表 层 结 构 的 一 种 解 释 和 规 范 功 能

。

它 受 制 于 历

史 心 态 的 深 层 结 构 — 价值
选择机制。

甚 称

“

礼 义 之 邦

”

的 中 华 民 族

,

从 来 就 把 道 德 视 为 全 部

社 会 生 活 的 价 值 实 在

,

即 特 殊 的 人 文 传 统 和 历 史 意 识 的 本 体

,

是 唯
一

能
把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宇

宙 观

、

历 史 观

、

认 识 论 和 伦 理 思 想 统 一 起 来 的 价 值 范 畴

。

在 其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中

,

历 史 与

道 德 是 等 价 的

,

不 存 在 着 历 史 评 价 与 道 德 评 价 的 分 立 和 张 力

。

这 种 道 德 意 识 不 是 以 社 会 的 公

平 为 基 础

,

而 是 以

“

礼

”

为 核 心

,

以 血 缘 宗 法 关 系 为 基 本 纽 带

,

以 名 分 和 等 级 制 度 为 制 约 内 容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

因 此

,

各 种 道 德 训 戒 既 具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性 质

,

又 有 政 治 意 识 形 态 控 制 的 功

能

。

它 不 是 纯 人 伦 关 系 的 规 范

,

而 是 各 个 历 史 时 代 政 治 制 度 和 社 会 生 活 的 总 结

。

孔 子 承 周 礼

之 统 绪

,

由 亲 亲 而 言 仁

,

由 尊 尊 而 言 义

,

通 过 正 名 分 来 固 定 君 臣 父 子 的 隶 属 依 附 关 系
;

通 过



L制
、

礼 教

、

礼 律 和 礼 治 来 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

各 个 朝 代 的 统 治 者 一 方 面 通 过 天 人 合 一 的

论 证

,

把 天 道 道 德 化

,

再 用 道 德 化 的 天 道 来 论 证 人 间 的 世 俗 道 德

,

使 后 者 获 得 超 越 性 和 支 配

的 威 严
,
另 一 方 面 又 通 过 对 道 德 价 值 的 极 端 扩 张

,

泯 灭 种 种 人 欲 的 合 理 性

,

把 人 的 价 值 选 择

唯 一 化 即 无 选 择 化

,

从 而 使 每 个 人 在 道 德 的 自 我 净 化 之 中

,

自 我 剥 夺

,

自 我 压 抑

,

成 为 无 欲

无 求 安 于 现 状 的 道 德 工 具

。

通 过 对 人 进 取 性 的 自 栽 来 弥 消 各 种 社 会 矛 盾

,

以 实 现 社 会 秩 序 和

政 治 统 治 的 长 治 久 安

。

明 末 清 初 以 来

,

中 国 人 仍 然 执 著 地 用 道 德 这 把 尺 子 来 评 判 和 理 解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之 间 的 冲

突 和 撞 击

。

西 方 列 强 的 坚 船 利 炮

、

奇 技 淫 巧

,

使 多 数 中 国 人 接 受 了 人 类 物 质 文 明 的 中 心 已 不

在 中 国 这 一 事 实

。

但 他 们 仍 然 自 信

,

作 为 道 德 大 国 的 中 国 仍 是 人 类 精 神 文 明 的 中 心

。 “

道 德 至

上

”

成 为 了 满 足 国 人 文 化 虚 荣 心

,

抗 御 现 代 文 明 挑 战 的 最 后 心 理 壁 垒

。

不 幸 的 是 由 于 八 十 年 代

的 改 革 和 开 放

,

昔 日 裁 度 别 人 的 尺 子 终 于 必 须 用 来 裁 度 自 己 了

。

首 都 知 名 人 士

“

龙 年 展 望

”

的

调 查 表 明

,

人 们 担 忧 着 公 民 道 德 素 质 的 恶 化

,
一 场

“

蛇 口 风 波

”

引 起 了 社 会 的 轩 然 大 波

。

其 实

人 们 早 就 不 在 乎 论 争 的 双 方 是
怎 么 说 的 了

,

而 是 在 倾 注 对 道 德 现 状 的 关 切

。

有 的 人 呼 号 强 固

优 良 道 德 传 统 抵 御 西 方 瘟 疫

。

有 的 人 急 急 忙 忙 主 张 建 立 新 道 德 去 取 代 旧 道 德

。

却 极 少 人 去 重

审 道 德 在 现 代 文 明 价 值 取 向 中 的 客 观 位 置

,

理 解 道 德 在 社 会 进 步 中 的 实 际 作 用

。

道 德 是 人 与 动 物 之 间 的 重 要 分 界

,

但 我 们 的 贤 哲 却 把 它 视 为 唯 一 的 分 界 和 分 离 手 段

。

①

这 不 是 抬 高 了 人 而 是 扭 曲 了 人
。

人 是 从 野 兽 开 始 的

,

为 了 摆 脱 野 蛮 状 态 他 们 必 须 使 用 野 蛮

的

,

几 乎 是 野 兽 般 的 手 段

。

何 况 道 德 是 具 体 历 史 的 范 畴

,

它 与 人 类 文 明 演 进 中 其 它 价 值 取 向

的 关 系 也 是 具 体 和 历 史 的

。

在 文 明 的 蒙 昧 时 代

,

人 与 自 然

、

人 与 社 会

、

人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极 为

简 单

。

社 会 的 政 治

、

经 济 和 思 想 等 关 系 都 从 属 于 血 缘 宗 法 关 系

。

血 缘 宗 法 关 系 成 为 了 社 会 总

体 关 系 协 调 和 维 系 的 轴 心

。

因 此

,

通 过 道 德 及 其 尺 度 来 协 调 社 会 价 值 取 向

,

制 约 各 种 社 会 行

为

,

以 解 除 无 法 律 或 法 律 不 健 全 状 态 中 的 社 会 秩 序 危 机

,

显 然 颇 具 有 效 性 和 合 理 性

。

这 是 传

统 历 史 心 态 和 道 德 史 观 生 成 的 文 明 背 景

。

但 它 又 以 两 方 面 的 代 价 为 前 提

。

一 方 面 它 以 人 的 片

面 性 为 代 价

,

有 天 理 无 人 欲 后 入 道 德

,

存 在 于 多 种 多 层 社 会 关 系 之 中 的 具 有 七 情 六 欲 的 人

,

就 被 挤 压 成 道 德 标 本 了

。

人 不 是 道 德 的 主 体 而 是 道 德 自 我 完 成 的 手 段

。

另 一 方 面 它 以 道 德 的

虚 伪 化 为 代 价

。 “

道 德 至 上

”

必 以 强 制 方 式 去 压 抑 和 剥 夺 人 的 多 元 价 值 取 向

。

而

“

意 志 的 他 律 是

一 切 假 的 道 德 原 则 的 来 源

。 ”

②在 我 们 民 族 的 伦 理 实 践 中
,

最 重 道 德 的 人 往 往 是 最 不 道 德 的

人

,
最 拱 卫 人 伦 风 化 的 年 代 总 是 社 会 风 气 最 为 败 坏 的 年 代 ! 这 种 道 德 信 念 与 实 践 的 相 悖 根 源

于 文 化 运 行 机 制
。

因 为 无 论 对 统 治 者 还 是 被 统 治 者 来 说

,

解 除 道 德 压 抑 的 有 效 方 法

,

就 是 在

自 身 的 生 存 现 实 中 游 离 道 德 的 信 念 和 实 践

,

把 道 德 约 束 限 制 在 异 己 制 约 的 效 力 范 围 之 内

。

从

五 十 年 代 到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国 人 的 道 德 自 我 净 化 运 动 愈 演 愈 烈

,

形 式 是 越 来 越 完 整

,

但 社 会

风 气 却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变 得 越 来 越 虚 伪

。

这 本 身 就 是

“

道 德 立 国

”

论 的 破 产

。

当 然

,

在 几 千 年 历

史 中 也 不 乏 在 道 德 自 我 净 化 中 被 神 化 的 人 物

。

但 其 执 著 的 道 德 修 炼 总 是 由 实 而 虚

,

并 必 定 以

牺 牲 人 格 的 完 整 性 为 代 价
;
其 道 德 生 活 遭 遇 只 能 隶 属 于 整 个 民 族 宏 大 的 造 神 运 动

。

对 个 人 来

说

,

这 是 人 生 的 悲 剧

,

而 对 社 会 而 言

,

则 成 为 历 史 的 闹 剧

。

当 前

,

不 少 有 识 之 士 指 出 道 德 格 局 的 紊 乱 甚 至 退 化

,

急 待 因 势 利 导 确 立 新 的 道 德 规 范 和

制 约 机 制

。

这 自 然 切 中 事 理

。

但 是

,

如 果 不 清 除 中 国 人 历 史 心 态 中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模 式

,

不 能 科 学 地 重 建 社 会 和 个 体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

那 么 寻 求 现 代 人 合 理 道 德 规 范 的 努

力 就 有 如 瞎 子 摸 象

。

并 且 建 立 起 来 的 新 道 德 规 范 也 难 逃 被 漫 画 化 的 厄 运

。

相 反

,

只 有 通 过 对

道 德 伊 甸 园 废 墟 的 清 理

,

我 们 才 能 在 坚 实 的 文 明 大 地 上 奠 立 起 时 代 的 道 德

.



、

项 链 与 枷 锁

中 国 的 文 化 结 构 自 古 以 来 有 着 极 强 的 向 心 力 和 凝 聚 力

,

无 疑 其 中

“

道 德 至 上

”

的 历 史 心 态

具 有 强 大 的 定 势 作 用

。

这 一 特 征 对 中 国 今 日 的 改 革 和 开 放 有 何 影 响 ? 新 旧道 德 规 范 不 假 思 索

地 转 换
,

道 德 生 活 中 过 重 的 心 理 负 荷

,

使 西 方 人 带 着 道 德 焦 虑 症 来 中 国 寻 找 道 德 最 后 的 净

土

,

为 其 超 越 历 史 的 道 德 理 想 寻 求 文 化 的 归 宿

。

但 他 们 对 中 国 道 德 生 活 的 亲 身 体 验

,

往 往 使

他 们 在 失 望 中 作 出 了 矛 盾 的 结 论

,

有 人 呼 吁 中 国 人 要 抵 御 西 方 文 明 的 污 染

,

维 护 自 己 朴 质 文

化 的 道 德 水 准
,
有 人 则 认 为 这 是 东 方 社 会 中 个 人 缺 乏 权 利 和 责 任 感 所 导 致 的 道 德 虚 伪

,

它 比

西 方 的 道 德 现 状 更 要 落 后

。

同 时

,

西 方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瞩 目

,

东 亚 汉 字 文 化 圈 经 济 的 崛 起 和 新 儒

家 思 潮 的 泛 起

,

也 诱 生 了 中 国 人 发 掘 国 粹 以 道 德 为 本 复 兴 民 族 的 冲 动

。

道 德 立 国 成 为 了 民 族 美

轮 美 负 的 文 化 项 链

,

人 们 越 来 越 虔 诚 地 相 信

“

文 明 演 进 的 循 环 论

”

—
未来人类文明的希望之

光必定在中国。

这 种 盲 目 的 历 史 心 态

,

使 国 人 在 现 代 化 的 道 路 上 往 往 失 去 了 现 实 的 态 度 和 自

新 图 强 的 坚 韧 精 神

。

人 类 历 史 心 态 的 演 化 大 体 可 分 为 道 德 史 观

、

经 济 史 观 和 文 化 系 统 史 观 三 种 主 要 形 态

。

其

中 道 德 史 观 持 续 最 长

、

渗 透 力 最 强

、

对 各 民 族 的 中 低 文 化 层 的 影 响 也 最 大

。

道 德 史 观 的 基 本

特 点 是 把 人 的 伦 理 活 动 (包括信 念 与行为 ) 及其演 化
,

看 作 是 历 史 的 基 本 价 值 选 择 和 终 极 目

的

,
从 人 性 (善或恶 )和人伦 关系 出发

,

引 申 出 社 会 的 各 种 制 约 机 制 和 控 制 系 统

;
并 据 此 解 释

社 会 结 构 的 合 理 性 和 发 展 动 力
,

评 估 和 论 证 文 化 价 值 的 合 理 性 选 择

。

它 适 应 于 社 会 活 动 和 关

系 较 为 简 单 的 文 明 状 态

。

人 们 对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溯 源

,

都 可 以 发 现 其 运 行 的 轨 迹

。

在 西 方

,

血

缘 宗 法 的 道 德 伦 理 史 观 最 初 演 进 为 古 希 腊 素 朴 的 理 性 主 义 形 态
(因为希腊 人对公共 道德 的 思

考 不仅产 生 于对 人伦关 系 的制 约
,

而 且 出 自 于 对 自 然 的 探 索 和 征 服

。

亚 里 士 多 德

“

理 智 及 美

德

”

的 信 念 体 现 出 其 理 性 主 义 的 倾 向 )
,

中 世 纪 的 宗 教 神 秘 主 义 的 形 态 (基 督教文 化把历史理 解

为通过人生 赎 罪修 行而达 到终 极的道德 目的
,

历 史 事 件 和 人 成 为 上 帝 的 道 德 训 示 工 具
) 和近

代理 性启 蒙主义 的形态 (即把历史 理解为 人性 的失落 与复归 的运 动
,

是 一 种 人 类 理 性 的 迷 误

和 觉 醒 的 过 程 )
。

虽 然

,

三 者 在 人 类 心 理 发 生 上 各 有 先 后

、

此 起 彼 伏

。

但 它 们 是 相 映 相 生

、

交

叉 重 叠

,

并 不 存 在 截 然 取 代 的 关 系

,

而 后 者 则 往 往 整 合 着 前 者 的 某 些 思 想 和 要 素

。

随 着 近 代

资 本 主 义 的 兴 起

,

严 酷 和 尖 锐 的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关 系 和 社 会 经 济 运 行 机 制 成 为 了 整 个 社 会 生 活

的 中 心

。

资 本 和 商 品 经 济 摧 毁 了 田 园 诗 般 的 血 缘 宗 法 王 国

:

用 赤 裸 裸

、

直 接 的 经 济 制 约 取 代

了 神 圣 而 虚 伪 的 伦 理 道 德 制 约

;
道 德 理 性

、

宗 教 虔 诚 和 小 市 民 尊 严 通 通 被 淹 没 在 金 钱 关 系 的

冰 水 中

。

人 们 不 得 不 用 冷 静 的 眼 光 来 重 新 把 握 自 己 真 实 的 社 会 存 在

,

评 估 和 理 解 人 生 的 价 值

选 择 和 历 史 变 迁 的 合 理 性

。

人 心 中 的 以 道 德 评 判

、

赏 善 罚 恶 为 基 调 的 历 史 图 景

,

变 成 了 一 幅

“

生 产 不 断 变 革

,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不 停 动 荡

,

永 远 的 不 安 定 和 变 动

”

的 历 史 图 景

。

经 济 史 观 抓 住

了 近 代 社 会 最 基 本 的 关 系 和 运 行 机 制

,

并 试 图 推 导 出 人 类 历 史 的 过 去 和 未 来

,

求 解 出 历 史 发

展 的 内 在 规 律

,

这 是 人 类 历 史 心 态 的 重 大 变 革 和 进 步

。

但 人 们 很 快 就 发 现

,

仅 用 经 济 矛 盾 运

动 来 解 释 博 大 的 社 会 现 象 和 各 种 社 会 形 态 有 许 多 困 难

。

因 此

,

随 着 人 类 科 学 的 发 展 和 现 代 社

会 结 构 发 育 的 日 臻 成 熟

,

十 九 世 纪 下 半 叶 历 史 理 论 则 越 来 越 倾 向 于 把 一 个 时 代 的 文 明 和 社 会

生 活 看 作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有 机 系 统

,

侧 重 从 这 个 系 统 及 其 各 组 成 部 分 的 结 构 和 功 能 来 把 握 历 史

的 总 体

,

阐 释 社 会 多 层 次

、

多 维 度 的 价 值 选 择 和 制 约 的 机 制

,

对 人 类 历 史 活 动 的 合 理 性 作 出

立 体 性 的 评 估

。

笔 者 认 为

,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创 立 唯 物 史 观 的 思 想 行 程

,

几 乎 是 以 简 缩 的 方 式 再 现



。

他 们 晚 年 对 人 类 学 的 重 视 和 探 讨

,

显 然 不 能 仅 理 解 为 对 先 前 思

想 的 补 充

。

有 趣 的 是

,

中 国 思 想 界 的 视 野 近 十 年 来 大 体 上 也 以 简 缩 的 方 式

,

经 历 了 人 道 主 义 启

蒙 — 经济决定论— 文
化整体反思的演化。

这 对 于 我 们 回 顾 和 总 结 思 想 解 放 运 动 颇 有 启 迪

。

华 夏 民 族 的 历 史 心 态 由 于 受 早 熟 的 农 业 文 明 的 制 约

,

呈 现 出 独 具 的 发 育 特 征

。

人 所 共

知

,

古 希 腊 罗 马 文 明 的 繁 荣 与 地 中 海 商 业

、

城 邦 和 奴 隶 主 民 主 制 的 发 展 紧 密 相 联

。

它 们 使 希

腊 人 素 朴 理 性 主 义 的 道 德 史 观 在 扬 弃 血 缘 宗 法 色 彩

,

建 立 法 制 传 统 和 意 识 方 面 颇 有 建 树

。

相

反

,

中 国 则 由 于 私 有 制 和 社 会 分 工 发 展 的 不 充 分

,

民 族 精 神 生 活 中 神 秘 的 集 体 表 象

,

则 直 接

转 化 和 升 华 为 血 缘 宗 法 化 的 伦 理 世 界 观

,

并 人 格 化 为 君 权 神 授

、

天 命 神 权 的 信 条

。

阴 阳

、

儒

、

道
、

法 诸 子 百 家 争 鸣 的 初 衷

,

都 是 为 了 谋 求 建 构 天 人 混 一

,

以 天 道 论 证 人 伦 公 道 的 超 越 历 史

时 空 的 价 值 思 想 体 系

,

从 而 引 导 社 会 制 约 机 制 的 建 立

。

因 此

,

中 国 古 代 的 法 制 体 现 的 不 是 法

治 意 识

,

而 是 由 祭 祖 仪 式 的

“

礼

”

演 化 而 来 的

,

维 护 宗 法 等 级 制 度 和 人 伦 规 范 的

“

人 治

”

意 识

。

这 种 意 识 经
由 两 汉 经 学 和 宋 明 理 学 的 阐 发 和 升 华

,

日 渐 构 成 了 比 法 律 更 具 约 束 力 的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和 社 会 制 约 机 制

。

它 们 极 适 应 于 农 业 文 明 封 闭 和 简 单 的 社 会 结 构

,

有 效

地 协 调 各 种 名 分 等 级 之 间 的 冲 突

,

有 利 于 保 持 社 会 结 构 的 静 态 平 衡 和 群 体 的 稳 定 和 谐

。

对 传

统 的 农 业 文 明 发 展 节 奏 来 说

,

只 要 社 会 稳 定 了 生 产 发 展 的 效 益 就 自 发 解 决 了

,

社 会 就 出 现

“

太 平 盛 世

” 。

因 此 它 们 无 愧 于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的 项 链

。

同 时

,

这 种 机 制 又 以 压 抑 农 业 文 明 内 部

滋 生 的 各 种 新 的 社 会 关 系 和 力 量

,

攘 除 导 致 社 会 结 构 不 平 衡 的 新 文 明 要 素 为 前 提

。

它 扼 制 了 社

会 激 活 机 能 的 生 成 发 育

,

使 社 会 运 转 的 能 量 摄 取 主 要 依 赖 于 封 闭 结 构 中 的

“

内 耗

” 。

因 此

,

文 明

越 进 步

、

异 质 文 化 的 撞 击 越 激 烈

,

其 文 化 势 能 衰 竭 症 状 就 明 显

,

最 终 将 成 为 一 种 历 史 发 展 的

梗 格

。

这 可 以 从 下 述 四 个 方 面 来 理 解

。

首 先

,

这 种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以 传 统 的 道 德 规 范 来 图 解 历 史

。

用 狭 隘 和 天 然

的 人 伦 关 系 来 限 制 其 它 社 会 关 系 的 生 成 发 展

,

这 必 然 剥 夺 任 何 历 史 首 创 精 神

。

这 种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以 单 一 和 重 复 的 东 西

—
即被政治化的先人道德为参照系,

使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的 其 它

价 值 取 向 变 成 了 血 缘 宗 法 和 名 分 等 级 制 度 祭 坛 上 的 牺 牲

。

君 主 必 须

“

以 德 配 天

” 。

百 姓 则 由 敬

祖 孝 父 到 忠 君 报 国

。 “

民 反 德 为 乱

” ,

先 人 的 道 德 法 度 成 为 良 民 与 乱 民 的 分 界

。

明 清 之 际 的

“

启

蒙

”

思 想 家 敢 于 抨 击 君 主 制 度

,

但 对 维 系 这 个 制 度 的 血 缘 孝 宗 的 精 神 纲 伦 却 敬 若 神 明

。

在 一 个

认 识 只 对 道 德 负 责

,

行 为 仅 以 道 德 为 界

,

一 切 以 道 德 为 公 分 母 而 建 构 起 来 的 社 会 中

,

血 肉 丰

满 的 文 明 之 躯 只 能 被 挤 压 成 抽 象 干 瘪 的 伦 理 骸 镂

。

历 史 进 步 的 活 力 又 从 何 谈 起
? 有 日

,

卑 劣

的 贪 欲 是 文 明 时 代 从 它 存 在 氏 第 一 日 起 直 至 今 日 的 动 力

,

财 富

,

财 富

,

第 三 还 是 财 富 — 不是社会的财富,

而 是 这 个 微 不 足 道 的 单 个 的 个 人 的 财 富

,

这 就 是 文 明 时 代 唯 一 的

,

具 有 决 定

意 义 的 目 的

。

或 许 这 不 是 对 历 史 变 迁 充 分 的 脚 注

,

却 是 对 道 德 史 观 绝 妙 的 挪 榆

。

可 悲 的 是

,

直 至 今 天

“

道 德 万 能

”

论 还 被 当 作 消 除 社 会 变 革 中 各 种 震 荡 的 秘 方 —从官僚
主义到行贿,

从

金 钱 拜 物 教 到 权 力 拜 物 教

,

这 究 竟 是 出 于 对 历 史 的 无 知

,

还 是 出 于 对 祖 传 家 珍 的 狂 迷
?

其 次
,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运 行 机 制 虽 然 有 很 强 凝 聚 力 和 向 心 力

。

但 它 须 以 个 体 对 群 体 的 无

条 件 屈 从

,

以 人 际 间 的 依 附 关 系 为 先 决 条 件

,

它 的 价 值 假 定 是 个 体 必 须 与 群 体 协 调 一 致

。

个

体 除 了 对 群 体 观 念 和 行 为 模 式 的 绝 对 认 同 之 外

,

没 有 任 何 现 实 的 个 性 存 在

。

个 体 只 能 以 思 维

的 至 上 性 来 回 避 现 实 的 真 实 性

,

以 自 我 的 虚 无 来 补 偿 自 我 的 渺 小
(如庄 老禅 学 )

。

在 这 种 文 化

运 行 机 制 中

,

群 体 内 部 禁 止 公 开 竞 争 却 充 斥 着 以 各 种 堂 而 皇 之 名 目 出 现 的 忌 妒

、

攀 比 和 内

耗

,

施 行 着 以 各 种 群 体 名 义 进 行 的 对 个 人 生 活 的 粗 暴 干 涉 和 践 踏

。

个 人 的 人 生 价 值 被 抽 象 地

概 括 为

“

奉 献

” ,

至 于 奉 献 什 么
? 奉 献 给 谁 ? 为 什 么 奉 献 ? 则 由居 权 者 和 权 威 们 任 意 罗 织

、

裁



,

有 如 从 古 代 的 忠 君 意 识 到 现 代 的

“

为 政 治 路 线 而 献 身

”

等 等

。

其 后 果 有 三

。

第 一

,

强 化 了 对 权 力 的 凯 觑 和 追 逐

。

因 为 个 人 进 入 权 力 圈 就 意 味 着 获 得 了 以 群 体 名 义 支 配 其 他 个 体

的 绝 对 权 力

,

以 保 有 自
己 个 性 的 存 在

。

道 德 理 想 中 的

“

圣 者 王

”

在 实 际 上 只 能 是

“

王 者 圣

” 。

第

二

,

由 于 道 德 责 任 和 义 务 不 是 来 自 个 体 内 在 的 信 念 和 权 利 选 择

,

而 是 他 律 约 束 的 结 果

,

芸 芸

众 生 不 可 能 自 觉 地 承 担 社 会 责 任 和 义 务

。

因 此

,

在 群 体 至 上 的 道 德 国 度 里 却 是 公 德 心 和 公 益

心 的 普 遍 麻 木

。

第 三

,

个 体 的 依 附 意 识 还 剥 夺 了 其 对 社 会 变 革 的 风 险 承 受 力 和 生 存 竞 争 的 选

择 能 力

。

中 国 任 何 较 彻 底 的 社 会 变 革

,

首 先 要 招 架 的 是 几 亿 人 傲 傲 待 哺 的 依 附 心 理

。

所 以

,

中 国 改 革 多 以 流 产 或 折 衷 而 告 终

,

守 旧 势 力 则 因 能 迎 合 公 众 的 依 附 心 理 而 如 鱼 得 水

。

今 日 中

国 改 革 中 社 会 生 活 的 困 扰

,

较 日 本 战 后 复 兴 时 期

“
剥 笋 式

”

的 生 活 相 差 好 大 一 截

,

但 全 国 上 下

齐 唤 受 不 了

。

不 幸 的 是

,

不 愿 付 出 代 价 的 结 果 可 能 是 付 出 双 重 的 代 价

。

其 三

,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把 人 格 进 取 归 咎 为 片 面 的 道 德 修 炼

,

必 使 民 族 的 大

量 人 才 和 精 英 蜕 变 为 道 德 工 具

。

礼 教 纲 常 对 中 国 人 来 说

,

不 仅 是 行 为 规 范 而 且 是 人 生 价 值 的

最 终 归 宿

。

历 代 的 社 会 精 英 几 乎 都 把 道 德 修 炼 作 为 人 格 自 我 完 善 的 唯 一 途 径

。

如 岳 飞

、

武

训

、

雷 锋 等 人 在 道 德 修 炼 上 都 达 到 极 高 水 准

。

但 其 人 生 价 值 尺 度 却 仍 停 留 在 寻 找 归 属 感 的 层

次

,

各 自 都 带 有 不 同 时 代 色 彩 的 忠 君 意 识

。

道 德 至 上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

还 锻 造 出 一 种 以

人 际 关 系 的 融 合 为 基 本 尺 度 的 人 才 和 能 力 的 评 鉴 模 式

。

受 重 用 之 才 往 往 是 循 规 蹈 矩

,

善 从 善

处

,

老 于 世 故 的 小 才 小 技 者

。

而 锋 芒 毕 露 的 大 智 大 勇 者 大 多 极 打 入 冷 宫

。 “

任 人 唯 贤

”

经 由 道

德 一 元 的 价 值 诊 释 必 然 是

“

任 人 唯 亲

” ,

德 育 第 一 实 质 上 是 人 际 关 系 第 一

。

加 上 政 治 仕 途 的 强

化 激 励

,

竭 忠 尽 智 的 谦 谦 君 子 大 多 自 然 成 为 了 官 场 中 能

“

馅

”

善

“

媚

”

者

。

这 正 是 中 国 今 日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中 巨 大 的 文 化 心 态 障 碍

。

其 四

,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堵 塞 了 道 德 现 代 化 的 道 路

,

是 民 族 道 德 危 机 的 最 重

要 的 文 化 根 源

。

道 德 意 识

、

德 道 规 范 和 道 德 评 价 的 合 理 性 根 据 从 来 就 是 历 史 和 具 体 的

。

传 统

道 德 是 建 立 在 血 缘 宗 法 和 等 级 服 从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

而 现 代 道 德 是 以 社 会 公 平 为 基 础 的

。

它 拒

斥 强 制 服 从 和 膜 拜 认 同

,

而 依 靠 对 等 约 束 来 维 系

。

两 者 之 间 基 本 成 份 的 不 可 通 约

,

决 定 了 道

德 进 步 中 存 在 着 痛 苦 的

“

基 础 移 置

“ 。

但 传 统 道 德 的 认 同 栅 栏 一 方 面 极 力 排 斥 异 质 的 道 德 新 要

素

,

另 一 方 面 又 以
传 统 历 史 心 态 为 载 体

,

惯 性 滑 入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

如 果 说 它 在 传 统 社 会 塑 造

的 是 奸 雄 道 德 与 侏 儒 道 德

,

那 么 它 在 今 天 的 中 国 只 会 炮 制 道 德 巨 人
(包括某 些神造 的巨人 ) 与

市井 之 徒
。

当 今 的 社 会 道 德 困 惑

,

与 其 说 是 人 的 道 德 沦 丧

,

毋 宁 说 是 旧 道 德 在 新 文 明 中 的 畸 变

膨 胀

。

昔 日 被 虚 伪 掩 饰 着 的 道 德 陈 腐

,

在 放 松 群 体 对 个 体 强 制 的 新 文 明 中 立 即 催 化 为 道 德 恶

臭

。

问 题 不 在 于 新 道 德 是 否 合 乎 中 国 国 情

,

而 是 人 们 既 未 找 到 新 道 德 的 生 长 点

,

也 未 找 到 它

在 新 文 明 中 应 有 的 位 置

。

道 德 是 崇 高 的 字 眼

。

然 而 它 既 不 是 历 史 的 起 点

,

也 不 是 历 史 的 终 点

。

它 不 是 历 史 的 主 宰

而 是 历 史 的 一 个 部 分

。

它 只 有 保 持 与 历 史 的 整 体 同 步 前 进

,

才 具 有 现 实 的 合 理 性

。

要 求 历 史

的 运 行 都 合 乎 道 德

,

其 结 果 只 能 使 一 切 都 变 为 不 道 德

。

十 年 浩 劫 之 后

,

人 道 主 义 和 异 化 理 论 成 为 了 摧 毁 宗 法 专 制 和 人 身 依 附 精 神 樊 笼 的 第 一 次

理 论 冲 击 波

。

但 从 实 质 来 说

,

与 其 说 是 一 种 理 论 不 如 说 是 一 种 策 略

。

它 是 用 一 种 进 步 的 理 性

化 道 德 史 观 去 批 判 和 取 代 陈 腐 愚 昧 的 道 德 史 观

。

它 比 较 容 易 被 大 多 数 人 认 同 和 接 受

,

却 未 促

成 历 史 心 态 的 根 本 转 变

。

几 千 年 来 我 们 这 个 民 族 对 历 史 进 步 所 抱 有 的 人 类 童 年 的 天 真

,

积 淀

成 了 根 深 蒂 固 的 集 体 无 意 识

,

成 为 了 我 们 今 天 改 革 和 开 放 的 沉 重 包 袱

。

庆 幸 的 是

,

社 会 震 荡

所 引 起 的 惶 惑 和 骚 动

,

终 于 使 这 种 文 化 深 层 结 构 中 的 心 态 浮 现 出 来 了

。

我 们 有 可 能 通 过 自 省



,

把 它 从 我 们 对 改 革 和 民 族 文 化 的 错 综 复 杂 的 情 感 中 剥 离 出 来

。

反 过 来

,

人 们 对 这 种

深 层 历 史 心 态 的 深 掘 和 剖 析

,

也 将 疏 导 社 会 的 各 种 惶 惑 和 骚 动

。

三

、

在 历 史 的 选 择 中 重 建

在 十 年 的 改 革 和 开 放 中

,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结 构 的 最 重 要 变 化 是 什 么 ? 这 就 是 从 无 选 择 的 传

统 文 化 格 局 向 有 选 择 的 多元 文 化 格 局 的 渐 变
。

对 民 族 而 言

,

这 是 重 要 和 可 贵 的 进 步

。

对 个 人

而 言

,

它 却 意 味 着 新 的 生 存 意 识 和 生 存 能 力 的 重 建

。

这 是 自 我 的 重 新 发 现

,

也 是 个 体 行 为 约

束 模 式 的 转 换

,

是 重 构 民 族 道 德 的 重 要 契 机

。

无 选 择 文 化 即 社 会 价 值 取 向 的 单 维 化 和 个 体 对 群 体 的 绝 对 屈 从

。

两 千 年 来

,

中 国 社 会 都

是 以 行 政 权 力 为 单 一 轴 心

,

实 行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多 层 次 (省
、

县

、

乡

、

村 社 等 等
) 工农兵学商合

一 的组织和控 制
。

在 这 个 以 最 高 政 治 权 力 为 文 化 引 力 中 心 的 多 层 次 同 心 园 系 统 中

,

每 一 层 次

都 有 被 确 认 特 权 和 利 益 的 小 国 之 君

。

而 这 一 层 次 的 政 治

、

经 济

、

军 事
( 民兵 )

、

司 法

、

教 育

、

卫 生

、

商 业

、

服 务

、

基 建

、

住 房 和 运 输 等 无 不 在 其 权
力 控 制 之 列

。

一 个 人 的 生 死

、

爱 情

、

信

仰

、

谋 生

、

社 会 地 位 和 命 运 都 与 这 些 小 国 之 君 息 息 相 关

。

那 些 为 百 姓 作 出 较 好 选 择 者 则 被 推

崇 为 明 君 英 主 和 父 母 官

。

百 姓 个 体 的 选 择 几 乎 被 约 简 为 零

。

无 选 择 文 化 格 局 的 生 成 并 非 一 朝

一 夕

,

亦 非 一 党 一 派 之 所 为

,

而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文 化 符 号

。

它 发 展 得 越 充 分 和 完 善

,

社 会 官 僚

结 构 就 越 臃 肿

,

行 政 黑 洞 就 越 大

。

在 传 统 的 文 化 格 局 中

,

不 仅 芸 芸 众 生 的 选 择 功 能 被 取 代

,

而 且 那 些 擅 权 居 位
习 惯 于

“

为 民 作 主

”

的 选 择 者

,

则 往 往 失 去 了 人 的 自 然 情 感 和 心 理 素 质

。

他

们 不 一 定 是 坏 人

,

却 因 成 为 某 种 群 体 的 人 格 化 身 而 最 终 丧 失 了 一 个 活 生 生 的 人 的 选 择 特 性

。

传 统 的 道 德 史 观 则 为 这 种 无 选 择 的 文 化 格 局 提 供 了 精 巧 的 精 神 装 饰 和 合 理 性 辩 护

。

为 了

维 护 君 臣 父 子 宗 法 结 构 的 政 治 稳 定

,

它 通 过 对 人 欲 的 剿 灭 不 仅 把 多 层 次 的 人 生 选 择 变 成 了 唯

一 的 道 德 进 取

,

并 且 也 规 定 了 这 种 进 取 的 途 径

,

使 人 生 境 遇 和 地 位 的 改 变 听 命 于 宗 法 名 分 关

系 的 自 然 递 进 (即论 资排 辈 )
,

以 世 代 相 沿 而 习 来 保 持 群 体 的 和 谐

。

这 种 无 选 择 的 选 择 使 国 人

既 不 愿 主 动
去 改 变 自 己 的 命 运

,

也 不 允 许 别 人 去 改 变 命 运

。

任 何 人 对 人 生 价 值 的 多 元 选 择

,

对 自 身 境 况 的 逾 越

,

都 被 视 为 对 社 会 和 谐 与 稳 定 的 挑 战
,
对 他 人 的 茂 视 和 群 体 的 冒 犯

。

随 后

各 种 以

“

道 德 名 义

”

进 行 的 讨 伐

,

各 种 以 群 体 方 式 的 兴 师 问 罪

,

各 种 私 下 的 刁 难

、

人 身 攻 击 和

流 言 蜚 语 等 飞 灾 横 祸 便 劈 头 盖 脑 而 来

。

直 至 僧 越 者 默 认 自 己 的 狂 妄

,

立 意 迎 逢 阿 附 为 止

。

这

也 是 国 人 心 中 的 最 大

“

公 道

” 。

从 商 周 礼 制 思 想 体 系 的 形 成 至 今

,

传 统 道 德 史 观 及 其 蕃 息 的 历

史 心 态

,

为 封 建 政 治 专 制 和 意 识 形 态 控 制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杠 杆

,

象 梦 魔 一 般 抑 制 着 社 会 的 物 质

和 精 神 生 活

。

无 选 择 的 文 化 格 局 与 道 德 史 观 的 互 补 机 制

,

成 为 了 多 年 来 党 内

“

左

”

的 东 西 猖 撅 成 灾 的 社

会 文 化 根 源

。

一 方 面 左 的 东 西 可 以 依 托 无 选 择 的 文 化 格 局

,

压 制 和 迫 害 持 有 异 议 者

,

通 过 剥

夺 后 者 的 基 本 生 存 权 利 来 迫 其 就 范

。

另 一 方 面 它 又 可 以 正 襟 危 坐 地 进 行 抽 象 原 则 和 空 洞 口 号

的 布 道

,

把 自 己 种 种 虐 待 狂 和 迫 害 冲 动

,

归 结 为 教 人 从 善 和 忏 悔 的 至 诚

。

以 至 搞 出 荒 唐 的 社

会 主 义 与 资 本 主 义 的

“

草 苗 之 辩

”

来

。

文 化 大 革 命 结 束
已 十 多 年 了

,

但 人 们 对 其 发 生 的 社 会 文 化

根 源 竟 毫 无 反 思

,

这 到 底 是 因 为 我 们 民 族 的 宽 容 还 是 对 历 史 的 麻 木 ?

改 革 和 开 放 的最 大 成 就 就 是 冲破 了 无 选 择 的 传 统 文 化 格 局
,

把 选 择 逐 步 还 给 民 众

,

使 民

族 逐 步 接 受 着 历 史 进 步 多 元 价 值 选 择 的 时 代 意 识

。

农 村 经 济 政 策 中 的 一 连 串

“

允 许

”

和

“

可 以

” ,

以 及 发 展 商 品 经 济

,

搞 活 企 业 促 进 竞 争 等 等

,

其 文 化 学 意 义 就 是 把 选 择 还 给 人 自 身

,

创 立 一



“

机 会

”

的 新 文 化 和 完 善 社 会 生 活 的 激 活 机 制

,

尽 可 能 地 开 拓 和 充 分 利 用 社 会 发 展 的 自 由 空

间

。

然 而

,

我 们 的 民 族 尚 未 自 觉 根 除 无 选 择 文 化 所 铸 造 的 精 神 枷 锁 —
道德史观及其历史心

态。

它 们 的 故 态 复 萌 将 随 时 试 图 把 新 的 文 化 格 局 诱 回 传 统 的 囚 笼 中 去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目

前 生 产 力 标 准 讨 论 的 使 命 不 是 重 申 或 完 善 一 个 一 百 多 年 前 就
已

提 出 来 的 唯 物 史 观 的 原 理

,

而

是 要 彻 底 地 把 人 们 从 传 统 历 史 心 态 和 道 德 史 观 的 压 抑 中 解 放 出 来

,

重 建 社 会 的 合 理 价 值 选 择

机 制

,

有 力 地 促 进 一 种 有 较 高 选 择 度 的 文 化 新 格 局 的 形 成

。

这 也 是 我 们 重 建 民 族 道 德 的 现 实

基 础

。

新 的 文 化 格 局 需 要 一 种 新 的 凝 聚 力

。

它 不 仅 来 自 于 对 民 族 文 化 的 撷 精 采 萃

。

更 重 要 的 是

来 自 民 族 对 未 来 文 明 的 共 识

,

来 自 对 现 代 文 明 多 元 价 值 选 择 特 征 的 透 析

。

现 代 文 明 具 有 高 度

信 息 化 的 社 会 生 活 和 越 来 越 开 放 的 组 织 结 构

。

前 者 决 定 了 现 代 人 际 关 系 具 有 越 来 越 丰 富 的 层

次

。

人 与 世 界 的 意 义 关 系 或 价 值 选 择 进 入 了 多 元 化 的 时 代

。

后 者 则 要 求 社 会 制 约 机 制 必 须 从

传 统 的 被 动 控 制 转 换 为 主 动 激 活 的 新 模 式

,

注 重 通 过 提 高 社 会 需 求 与 文 明 进 步

,

个 体 生 存 与

群 体 发 展 之 间 的 张 力 来 获 致 历 史 前 进 的 动 力

。

因 此

,

与 人 道 主 义 者 的 理 解 不 同

, “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

作 为 一 面 旗 帜

,

不 是 异 化 人 性 的 复 归 而 是 人 对 自 身 境 况 的 选 择 能 力 的 不 断 提 高

,

人 的 不 断

自 我 充 实 和 自 我 完 善

,

是 人 多 元 化

、

多 层 次

、

多 维 度 价 值 取 向 的 建 构 和 实 现

。

它 有 希 望 把 中

国 人 历 史 心 态 的 提 升 与 民 族 现 代 化 的 大 业 统 一 起 来

,

激 发 出 强 大 的 文 化 内 聚 力 和 进 取 精 神

。

它 应 当 在 我 们 党 新 时 期 的 指 导 思 想 中 得 到 充 分 的 体 现

。

民 族 道 德 的 重 构 既 需 要 摈 弃 道 德 一 元 的 文 化 价 值 选 择 模 式

,

承 认 各 种 文 明 共 同 体 内 多 元

价 值 尺 度 存 在 的 合 理 性

,

又 需 要 在 公 平 意 识 和 法 律 认 定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的 基 础 上 重 建 社 会 行 为

的 制 约 机 制

;
客 观 区 分 道 德 规 范 与 道 德 理 想

,

根 除 权 威 主 义 和 楷 模 文 化 的 人 伦 制 约 模 式
;
在 历

史 的 具 体 中 调 整 群 体 与 个 体 间 的 双 向 制 约 关 系
,

把 人 的 道 德 进 取 和 自 省 建 立 在 人 对 权 利 和 责

任 的 自 我 确 认 和 选 择 之 上

,

使 道 德 主 体 不 再 为 成 为 群 体 道 德 楷 模 而 进 行 自 我 修 炼

,

也 不 再 会 因

群 体 制 约 的 缓 解 而 道 德 放 纵

。

从 传 统 道 德 格 局 的 紊 乱 到 新 道 德 的 确 立

,

是 一 个 由 混 沌 走 向 有 序

的 过 程

。

这 种 转 化 的 契 机 (涨落 ) 就 是 利 用 生 产 力 标 准 讨 论 展 开 对 道 德 史 观 的 深 入 批 判
,

并 通

过 真 正 的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而 加 以 强 固

。

可 以 预 见

,

这 将 是 一 个 痛 苦 而 长 期 的 过 程

,

并 且 最 初 它

必 不 如 我 们 的 先 人 用 道 德 建 构 历 史 观 那 样 成 功

。

这 不 仅 是 因 为 历 史 时 空 的 差 异

,

而 是 因 为 这

将 面 对 文 化 巨 大 的 惰 力

。

但 是

,

八 十 年 代 的 中 国 不 再 是 现 代 文 明 激 流 中 的 文 化 孤 岛

,

尽 管 总

有 人 希 望 将 她 禁 锢 在 古 老 而 封 闭 的 文 化 地 层

,

把 中 国 变 成 那 些 闪 动 着 惊 异 和 怜 悯 目 光 的 文 化

游 客 们 流 连 往 返 的 超 级 文 化 博 物 馆

。

为 道 德 史 观 送 旧 的 丧 钟 已 敲 响

,

这 就 是 生 产 力 标 准 的 讨 论

。

它 会 勾 起 生 离 死 别 的 感 伤 和

怅 惆

。 “

无 论 古 老 世 界 崩 溃 的 情 景 对 我 们 个 人 的 感 情 是 怎 样 的 难 受

,

但 是 从 历 史 的 观 点

,

我 们

有 权 同 歌 德 一 起 高 唱

:

既 然 痛 苦 是 快 乐 的 源
泉

;

那 又 何 必 因 痛 苦 而 伤 心
。 ’

注 释

:

① 《 礼 记
.

冠 义 》

② 康 德
: 《道 德 形 而 上 学 探 本 》 第 55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