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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标 签 行为 及 其 社 会 后 果

— 兼论传统评价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周 运 清

人只有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群体才能生存和发展
,

而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着整体的生存与
二

发展
,

必然会确认自己的群体利益
。

根据能否实现群体利益这一标准
,

社会群体逐渐统一着

自己的价值观
。

一定的社会群体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
,

而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
,

它具

有历史连续性
,

并通过民族形式 的发展而形成为民族的传统
,

因而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

至决定着社会群体的价值观
。

社会群体形成统一的基本价值观时
,

势必相应地建立社会行为

和个人行为的判断标准
。

最初
,

群体的各个成员在运用群体价值观去衡量某一具体行为时
,

其认识可能是不一致的
,

处于 Sh e r让实验中的不稳定状态
。

但由于 A s
hc 实验所证实的

“

集团压

力
”

的作用
,

少数人会屈从于多数人的意见
,

群体的趋同行为导致了统一的集团判断标 准 的

形成
。

这种群体集团判断标准就是规范
。

规范形成后
,

又被群体用来影响
、

约束和评价某种

具体行为
,

进行社会控制
,

力求使具体行为体现群体基本价值观
,

并进而实现群体利益
,

充

实固化传统文化
。

上述过程中的规范被用来影响
、

约束和评价具体行为这一环节
,

是本文考

察的基本对象
。

一
、

规 范 与 行 为

我们设定规范和具体行为分别是社会生活的子系统
。

规范有其一定的结构
,

具体行为也

有其一定的结构
。

结构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存在
,

同时也必然发挥其功能
。

当这两种结构系统

的功能和条件完全祸合时
,

符合功能藕合原则
,

社会生活处于 良好的调节关系之中
,

呈现一

种稳定和谐状态
。

当在某一时间阶段和空间范围内
,

功能与条件不能祸合
,

则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失调现象
,

甚至出现动荡
。

当然
,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大系统
,

并不是只包含规范和行为

两个子系统
,

还有其他一些子系统
,

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简明才作这种最简单设定的
。

以上分

析方法也适用于考察个人生活
。

在社会生活实际中
,

上述调节关系可能被破坏
。

社 会 传 统 文 化 和 现 代 文 化 之 间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产 生 矛 盾

,

这 种 矛 盾 影 响 人 的 价 值 观 的 统 一

,

因 而 人 对 社 会 规 范 可 能 产 生 不 同 的 理 解 和

采 取 不 同 的 态 度

。

当 规 范 输 出 的 功 能 具 体 表 现 为 与 传 统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评 价 标 准

、

约 束 力 和 价

值 目 标 时

,

具 有 与 现 代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价 值 观 的 人 们 将 采 取 不 承 认

、

批 判 甚 至 反 对 的 态 度

,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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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规 范 功 能 不 能 与 行 为 条 件 发 生 祸 合
;
当 这 些 人 按 照 与 现 代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价 值 观 和 规 范 进 行

活 动 时
,

行 为 功 能 也 不 能 和 规 范 所 需 要 的 传 统 定 向 活 动 方 式 这 一 条 件 发 生 祸 合

。

当 个 人 行 为

的 成 绩 效 果

、

活 动 方 式 等 与 规 范 不 相 合

,

或 者 虽 相 吻 合 而 得 不 到 所 需 要 的 评 价 时

,

也 会 发 生

功 能 与 条 件 不 能 藕 合 的 情 形

。

系 统 内 部 调 节 关 系 和 稳 定 平 衡 状 态 遭 到 破 坏

,

其 根 本 原 因 就 在

于 功 能 与 条 件 不 能 祸 合

。

为 什 么 社 会 规 范 可 以 约 束 一 部 分 社 会 行 为 和 个 人 行 为

,

而 不 能 约 束

另 一 部 分 社 会 行 为 和 个 人 行 为
;
为 什 么 社 会 行 为 和 个 人 行 为 中 有 的 合 乎 社 会 规 范

,

而 有 的 却

不 合 乎 社 会 规 范

,

这 个 间 题 应 当 用 功 能 辐 合 和 关 系 调 节 的 原 理 来 加 以 解 释

,

下 面 分 析 一 个 最 常 见 的 实 例

。

张 三 是 个 有 事 业 心 的 人

。

希 望 事 业 成 功

,
`

这 是 他 的 价 值
目

标

。

这 个 第 二 动 因 作 为 条 件 输 入

,

使 他 取 得 了 行 为 效 果

,
并 作 为 功 能 输 出

。

行 为 效 果 作 为 适

应 性 评 价 对 象 而 成 为 社 会 规 范 的 条 件 输 入

,

规 范 再 输 出 对 张 三 行 为 的 评 价

。

如 果 评 价 是 肯 定

赞 扬 的

,

则 因 价 值 目 标 被 社 会 承 认 并 得 到 实 现 而 使 这 种 褒 性 评 价 变 为 第 二 动 因 再 输 入

。

这 种

因 果 循 环 是 常 见 的 情 况

,

张 三 因 此 处 于 规 范 和 行 为 闭 合 系 统 的 稳 定 平 衡 状 态

。

但 是

,

事 业 上

的 不 断 成 功

,

可 能 使 张 三 产 生 过 分 自 信

、

骄 傲 自 满

、

或 者 劳 疾 引 起 的 心 理 疲 劳

、

漠 视 其 他 活

动 等 等 不 利 因 素

,

也 可 能 使 同 行 产 生 忌 妒

、

误 解 而 引 起 社 会 的 贬 性 评 价

。

这 些 都 是 潜 在 的 破

坏 性 因 素

。

如 果 张 三 在 工 作 中 不 慎 出 过 差 错
(这是很 难避免 的 )

,

或 者 受 现 代 文 化 影 响 而 更 新

了 价 值 观

,

并 采 用 了 某 种 不 同 过 去 的 行 为 方 式

,

则 情 况 可 能 更 令 人 担 心

。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

规

范 和 行 为 闭 合 系 统 的 稳 定 平 衡 状 态 可 能 遭 到 破 坏

,

因 为 功 能 祸 合

、

互 相 调 节 只 是 短 期 效 应

,

在 互 相 调 节 过 程 中 相 应 地 也 积 累 着 破 坏 性 因 素

,

积 累 到 一 定 程 度

,

会 使 行 为 结 构 或 者 规 范 结

构 发 生 畸 变

,

最 后 导 致 互 相 适 应 的 平 衡 稳 定 状 态 的 破 坏

。

从 哲 学 意 义 来 说

,

现 存 平 稳 状 态 的

破 坏 包 含 着 进 步 和 发 展

,

社 会 生 活 不 可 能 静 止 不 动

、

永 远 是 老 样 子

。

因 此

,

规 范 和 行 为 的 矛

盾 是 正 常 现 象

。

在 现 存 状 态 的 破 坏 过 程 中

,

规 范 和 行 为 的 功 能 藕 合 新 系 统 必 然 同 时 形 成

,

新

一

的 平 衡 稳 定 状 态 必 然 会 出 现

。

实 际 上

,

社 会 规 范 也 是 变 化 着 的

,

社 会 行 为 和 个 人 行 为 也 是 变

化 着 的

。

现 在 我 们 进 一 步 把 间 题 限 制 在 某 个 时 间 阶 段 和 空 间 范 围 内

,

并 假 定 社 会 规 范 不 变

。

当 行

为 适 应 规 范 时

,

社 会 生 活 处 于 平 稳 状 态

,

规 范 象 一 条 正 常 的 固 定 轨 道

,

行 为 沿
着 这 条 轨 道 前

进

。

由 于 这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常 态

,

所 以 人 们 都 很 习 惯

、

很 适 应

。

我 们 把 这 种 行 为 适 应 规 范 的 现

象 简 称 为

“

合 轨

” 。

当 行 为 违 背 规 范 时

,

我 们 称 之 为

“

越 轨

” 。

由 于 这 里 所 说 的 规 范 具 有 社 会 心

理 方 面 的 特 定 含 义

,

与 法 律 不 同

,

因 而

“

越 轨

”

与 法 律 用 语

“

越 轨 行 为

”

的 含 义 也 不 相 同

。

越 轨

是 由 于 规 范 与 行 为 之 间 不 能 继 续 功 能 祸 合 以 至 关 系 失 调 所 造 成 的

,

因 而 它 和 合 轨 同 样 都 是 行



。

按 照 上 面 的 假 定

,

对 每 个 具 体 行 为 应 当 只 有 一 种 社 会 评 价

,

要 么 它 合 乎 规 范

,

要 么 它 违

背 规 范

,

既 合 乎 规 范 又 违 背 规 范 这 两 种 评 价 不 可 能 同 时 并 存

。

但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

两 种 对 立 评

价 同 时 并 存 的 情 况 却 是 常 见 的

。

显 然

,

原 因 不 在 于 某 个 行 为

,

行 为 只 是 一 个

,

不 存 在 分 歧 性

,

原 因 只 在 于 规 范

,

社 会 规 范 可 能 存 在 分 歧

。

当 两 种 对 立 的 规 范 同 时 并 存 时

,

对 同 一 个 具 体 行

为 将 作 出 两 种 对 立 的 评 价

:

一 部 分 人 认 为 它 合 轨

,

而 另 一 部 分 人 认 为 它 越 轨

,

这 时

,

越 轨 是

由 于 规 范 对 立 造 成 的

,

因 而 它 和 合 轨 一 样

,

都 是 一 种 社 会 评 价

,

它 在 语 义 上 是 中 性 的

,

合 轨

不 一 定 值 得 褒 扬

,

越 轨 也 不 一 定 必 遭 贬 斥

。

二

、

标 签 行 为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

人 们 却 多 半 不 是 象 上 面 这 样 去 理 解 越 轨 的

。

首 先

,

人 们 尊 重 习 惯

,

肯 定

与 传 统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社 会 规 范

,

认 为 这 是 正 轨
;
其 次

,

认 为 正 轨 是 不 应 当 变 化 的

,

它 有 绝 对

的 权 威 和 永 久 合 理 性

。

这 样

,

越 轨 就 不 再 是 一 种 行 为 本 身 的 特 性

,

也 不 是 对 具 体 行 为 的 中 性

社 会 评 价

,

而 是 成 为 一 定 集 团 或 他 人 对 具 体 行 为 执 行 规 范 实 行 社 会 舆 论 制 裁 的 结 果

。

只 要 某

一 行 为 被 认 定 为 越
孤
它 就 理 所 当 然 地 应 受 贬 斥 和 谴 责

。

一 定 社 会 群 体 为 了 本 身 的 利 益

,

往

往 按 照 该 群 体 的 价 值 观 制 定 规 范

,

并 把 规 范 加 于 某 个 行 为

,

凡 违 背 规 范 损 害 群 体 利 益 者

,

都

当 做 越 轨

,

使 其 受 到 贬 斥 和 谴 责 制 裁

。

标 签 是 用 来 标 定 行 为 性 质 或 个 人 身 份 的

,

它 是 一 种 社 会 性 评 价

,

因 而 具 有 以 下 特 点

:
第

一
,

标 签 只 对 某 人 某 行 为 做 最 简 括 的 标 定 命 名

,

并 不 详 细 描 述 其 行 为 的 具 体 真 实 情 况

,

因 此

给 人 们 的 理 解 留 下 了 广 阔 的 联 想 猜 测 余 地

,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知 识 (包括 经验 ) 和意愿
,

沿 着 自 己 的 思 维 路 线

,

去 无 限 度 地 联 想 猜 测 被 标 定 者 的 详 细 情 况

,

而 且 常 常 对 这 些 猜 测 充 满

自 信

。

这 种 联 想 猜 测 余 地

,

很 适 宜 撒 播 主 观 偏 见 的 种 子

。

第 二

,

标 签 是 公 开 的

,

特 意 贴 给 人

标社

们 看 的

,

的 东 西

,

而 在 人 们 心 目 中

,

敢 于 公 开 的 东 西

,

必 然 是 毫 无 隐 曲 的

、

正 大 光 明 的

、

经 得 起 检 验

这 样

,

它 很 容 易 赢 得 人 们 的 信 任

。

所 以 标 签 能 给 人 一 种 社 会 心 理 信 任 感

。

第 三

,

签 具 有 社 会 固 定 性

,

它 与 被 标 定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容 轻 易 割 断

。

哪 类 标 签 适 用 于 哪 类 行 为

,

会 群 体 中 已 经

“

约 定 俗 成

” ,

任 何 个 人 无 力 改 变 其 适 用 范 围

。

标 签 是 什 么

,

被 标 定 者 从 此 也 就

成 了 什 么

。

标 签 的 上 述 三 个 特 点

,

决 定 了 它 必 然 会 产 生 一 些 不 良 社 会 后 果

。

人 们 满 怀 着 善 良

的 愿 望

、

可 贵 的 义 愤 和 责 任 心

,

去 充 分 信 任 和 广 泛 使 用 标 签

,

同 时 也 不 知 不 觉 地 步 入 歧 路

。

当 人 们 看 到 某 人 贴 有

“

小 偷

”

这 张 越 轨 标 签 时

,

无 疑 会 谴 责 他

,

这 是 人 们 喜 爱 勤 劳 自 立

、

厌 恶

不 劳 而 获 损 人 利 己 行 为 的 表 现

;
但 是

,

人 们 却 往 往 忘 记 想 一 想
:

他 是 不 是 真 的 偷 了 东 西 ? 当

另 一 种 文 化 渗 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时
,

与 该 种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规 范 可 能 跟 与 传 统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规 范

发 生 摩 擦

,

由 此 引 出 对 某 人 某 行 为 的 评 价 分 歧

。

人 们 站 在 传 统
一 边 谴 责 被 贴 上 了 越 轨 标 签 的

某 人 某 行 为 时

,

往 往 也 忘 记 想 一 想

:

在 另 一 种 文 化 背 景 下 是 否 也 会 被 标 定 为 越 轨
?

为 了 认 识 标 签 的 社 会 后 果
,

还 应 当 对 标 签 的 合 理 性 进 行 分 析

。

合 理 性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释

,

因 为

“

理

”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有 事 理 之

“

理

” ,

情 理 之

“

理

” ,

伦 理 之

“

理

” ,

等 等

。

这 里 我 们 把

“

理

”

解 释 为 事 物 之 间 的 因 果 联 系
,

把 合 理 性 解 释 为 合 乎 事 物 之 间 的 因 果 联 系 规 律

。

排 证 唯 物 主 义

认 为

,

世 界 上 没 有 无 原 因 的 现 象

,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任 何 现 象 都 是 受 某 种 原 因 制 约 的

,

都 是 某 种

原 因 的 结 果

,

并 且 原 因 和 结 果 发 生 着 相 互 作 用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

,

标 签 具 有 部 分 合 理 性

。

因 为 当 我 们 把 社 会 群 体 的 利 益 要 求 和 价 值 观 作 为 原 因 时

,

则 制 定 社 会 规 范 是 必 然 的 结 果
,
当



,

则 标 定 越 轨 是 必 然 的 结 果
;
而 标 定 越 轨 又 会 反 过 来 加 固 社

会 规 范
,

加 固 社 会 规 范 又 会 促 进 社 会 群 体 利 益 要 求 和 价 值 观 的 实 现

。

越 轨 标 签 正 好 处 于 这 个

因 果 联 系 的 链 环 之 中

,

因 而 具 有 合 理 性

。

当 我 们 把 某 种 社 会 行 为 或 个 人 行 为 对 社 会 的 真 实 危

.

害 性 作
为 原 因

,

则 对 它 贴 上 标 签 进 行 制 裁 以 维 护 社 会 利 益 就 是 必 然 结 果

。

从 这 种 因 果 联 系 来

看

,

越 轨 标 签 也 具 有 合 理 性

。

但 是 越 轨 标 签 也 具 有 不 合 理 性

。

在 社 会 发 展 进 程 中

,

人 们 的 价 值 观 与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脱 节

的 情 况 是 可 能 发 生 的

,

因 为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的 灵 敏 度 很 高

,

而 价 值 观 则 因 受 历 史

、

文 化 等 因 素

的 制 约 而 显 得 灵 敏 度 较 低

,

利 益 要 求 和 价 值 观 在 社 会 变 革 时 期 不 容 易 同 步 更 新

。

当 某 种 价 值

观 与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不 相 适 应 甚 至 发 生 对 立 时

,

我 们 把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作 为 原 因

,

把 在 该 种 价 值

观 指 导 下 制 定 的 社 会 规 范 作 为 结 果

,

则 原 因 和 结 果 之 间 失 去 必 然 联 系

,

因 为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的

实 现 不 是 依 赖 该 种 社 会 规 范

。

既 然 如 此

,

那 么 仍 然 根 据 该 种 社 会 规 范 去 规 范 去 标 定 越 轨

,

这

种 越 轨 标 签 就 是 不 合 理 的

。

还 有

,

当 某 种 社 会 行 为 或 个 人 行 为 事 实 上 对 社 会 并 无 危 害 甚 至 还

有 益 处 时

,

我 们 把 这 种 事 实 作 为 原 因

,

则 对 它 贴 上 标 签 作 为 社 会 制 裁 就 不 是 必 然 结 果

,

这 种

情 况 下 越 轨 标 签 也 是 不 合 理 的

。

三

、

标 签 行 为 的 社 会 后 果

标 签 的 这 种 不 合 理 性 可 能 给 被 标 定 者 和 标 定 者 都 带 来 严 重 后 果

。

对 于 被 标 定 者 来 说

,

标

签 的 三 个 特 点 将 决 定 他 必 然 会 受 到 猜 疑

、

谴 责

,

并 且 无 法 摆 脱 困 境

。

假 定 被 标 定 者 真 的 损 害

了 社 会 利 益

,

那 么 他 需 要 挽 救 或 教 育

,

需 要 重 新 得 到 社 会 的 信 任 和 尊 重

,

才 能 彻 底 成 为 新 人

。

但 是 标 签 却 妨 碍 了 人 的 这 种 转 变 过 程

,

它 只 是 一 味 地 让 社 会 相 信

:

某 人 的 越 轨 者 身 份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

近 几 年 来 不 少 文 艺 作 品 都 写 过 这 类 题 材

:

失 足 青 少 年 或 犯 有 过 失 的 人 因 为 社 会 不 肯

改 变 对 他 们 的 看 法

,

不 肯 重 新 信 任 他 们

,

结 果 使 他 们 重 蹈 前 辙

。

这 种 社 会 间 题 是 标 签 不 良 后

果 的 证 明

。

假 定 被 标 定 者 根 本 没 有 损 害 社 会 利 益

,

他 也 会 名 声 不 好

,

甚 至 长 期 背 黑 锅

。

标 签

往 往 以

“

气 态

”

形 式 存 在

,

它 具 有 舆 论 性 质 而 不 具 有 法 律 性 质

,

它

“

溶 解

”

于 人 们 的 眼 色

.

动 作

、

语 气

、

传 言

、

心 理 状 态

、

情 感 以 至 思 维 方 法 之 中

,

被 标 定 者 感 到 委 屈

,

想 解 释

、

表 白

、

申 诉

,

但 他 又 不 知 道 找 谁 才 合 适

。

他 明 明 觉 得 有 一 条 绳 索 套 在 身 上

,

但 这 绳 索 是 无 形 的

,

不 知 道 绳

子 的 那 一 头 牵 在 谁 的 手 里

。

在 这 种 困 境 中

,

被 标 定 者 可 能 发 生 剧 烈 的 心 理 变 化

,

甚 至 出 现 心

理 变 态

。

一 种 情 况 是

,

他 在 长 期 的 压 抑 和 熏 染 中 慢 慢 对 其 自 我 形 象 发 生 怀 疑

,

最 后 终 于 相 信

了 标 签 评 价

,

承 认 自 己 的 越 轨 者 身 份

。

于 是 他 忍 辱 偷 生

,

或 者 自 甘 沉 沦

。

人 的 自 我 形 象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依 靠 自 己 对 别 人 的 评 价

、

反 映 的
理 解 才 建 立 起 来 的

,

每 个 人 本 身 都 是 一 面 镜 子

,

总

会 映 照 出 别 人 的 看 法

。

即 便 是 最 私 下 的 自 我 态 度

,

也 常 常 反 映 了 别 人 的 态 度

。

一 个 人 丧 失 生

活 的 信 心 和 兴 趣

,

只 剩 下 最 原 始 的 生 存 愿 望

,

这 无 疑 反 映 了 社 会 对 他 的 评 价 和 态 度

。

另 一 种

情 况 是

,

被 标 定 者 不 肯 承 认 社 会 给 他 标 定 的 身 份

,

他 要 申 辩

、

要 抗 争

,

但 是 没 有 支 持 他 的 力

量

,

于 是 绝 望 了

,

走 上 轻 生 的 道 路

,

以 死 来 抗 议

、

表 白 或 者 寻 求 最 终 解 脱

。

再 一 种 情 况 是

,

被 标 定 者 不 堪 重 荷

,

发 生 心 理 变 态

,

仇 恨 一 切 人

、

仇 恨 社 会

,

在 这 种 反 社 会 心 理 驱 动 下

,

开

始 进 行 疯 狂 的 报 复

。

对 于 标 定 者 来 说

,

标 签 的 后 果 主 要 体 现 为 它 可 以 指 导 标 定 者 如 何 行 动

。

在 将 某 人 标 定 为

越 轨 者 之 后

,

一 方 面

,

标 定 者 可 能 由 此 产 生 自 傲 心 理 和 怜 悯 心 理

,

而 这 两 种 心 理 本 质 上 都 是

不 承 认 对 方 的 人 格 自 尊 和 平 等 地 位 的

,

并 且 带 有 盲 目 性

。

它 们 都 是 直 接 产 生 于 标 签

,

而 不 是



。

另 一 方 面

,

标 定 者 还 可 能 产 生 强 烈 的 证 实 欲 望

,

力 图 证 实 自 己 的 标 定 是 正 确 的

。

这 种 证 实 欲 望 将 引 导 标 定 者 寻 找 机 会

、

制 造 环 境

、

选 择 方 式

,

等 等

,

以 便 尽 可 能 地 让 被 标 定

者 的 言 行 成 为

“

证 据

” ,

来 证 实 标 签 的 正
确 性

。

标 定 者 的 自 傲 心 理

、

怜 悯 心 理 和 证 实 欲 望 会 蒙

住 他 们 自 己 的 眼 睛

,

他 们 看 不 到 或 看 不 清 被 标 定 者 的 人 格 自 尊

、

平 等 权 利 和 发 展 转 机

。

在 越

轨 标 签 的 指 导 下

,

标 定 者 的 行 为 一 步 步 地 向 主 观 偏 见 靠 近

。

攀 热 标 等 的 摹 夺 作 用 夸 于 维 护 琴 今 丰 活 的 那 时 球 夸 积 那 亨 雄 序

,

维 护 修 筝 半 活 的 掌 热

。

它 无 论 是 加 于 社 会 行 为 还 是 加 于 个 人 行 为

,

都 带 着 社 会 制 裁 的 性 质

,

都 具 有 整 个 社 会 生 活 范

围 内 的 类 型 描 绘 作 用

,

而 不 是 孤 立 的 个 别 现 象

,

当 然

,

标 签 所 维 护 的 现 时 状 态 和 现 有 秩 序 如

果 符 合 社 会 的 根 本 利 益

,

那 么 它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
如 果 它 所 维 护 的 现 时 状 态 和 现 有 秩 序 不 符 合

社 会 的 根 本 利 益
,

那 么 它 就 会 带 来 消 极 后 果

,

甚 至 成 为 阻 碍 社 会 进 步 的 因 素

。

但 是 这 仅 仅 是

一 种 理 论 上 的 假 定

。

实 际 上

,

任 何 一 种 社 会 生 活 状 态 都 是 很
冥

杂 的

,

不 可 能 那 么 纯 粹 单 一

,

不 可 能 全 部 都 是 进 步 的 合 理 的

,

也 不 可 能 一 切 都 是 落 后 的 不 合 理 的

。

任 何 一 种 社 会 生 活 状 态

都 同 时 包 含 着 进 步 的 合 理 的 东 西 和 落 后 的 不 合 理 的 东 西

,

只 是 在 不 同 时 代 其 主 导 方 面 有 所 不

同 罢 了

。

因 此 对 任 何 社 会 生 活 状 态 都 应 当 加 以 分 析

。

相 应 地

,

对 标 签 的

“

维 护

”

作 用 也 应 当 加

以 分 析

,

既 要 看 到 它 可 能 维 护 现 状 中 合 理 部 分 的 一 面

,

也 要 看 到 它 可 能 维 护 现 状 中 不 合 理 部

分 的 一 面

。

四

、

标 签 行 为 的 突 破

但 是

,

从 社 会 生 活 发 展 的 观 点 来 看

,

任 何 一 种 社 会 生 活 现 状 都 不 是 凝 固 静 止 的

,

现 状 总

要 不 断 地 被 打 破

。

在 某 一 个 时 间 点 上

,

这 种 打 破 只 是 局 部 的

,

而 在 一 个 较 长 的 时 间 阶 段 上

,

这 种 打 破 则 是 全 局 性 的

。

也 就 是 说

,

在 短 时 间 内

,

标 签 的 维 护 作 用 可 作 两 方 面 的 分 析

,

而 在

较 长 的 时 间 内

,

标 签 的 维 护 作 用 只 会 有 利 于 旧 状 态

、

旧 秩 序

,

而 不 利 于 新 状 态

、

新 秩 序

。

在

社 会 发 展 的 历 史 转 折 关 头

,

新 旧 思 想 之 间 的 斗 争 犹 为 激 烈

。

具 有 历 史 进 步 意 义 的 社 会 改 革

,

首 先 要 求 打 破 现 时 状 态

,

改 变 现 有 秩 序

,

而 决 不 是 维 护 现 时 状 态 和 现 有 秩 序

。

然 而 标 签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一 种 社 会 估 计 和 评 价

,

往 往 要 受 到 旧 的 价 值 观 的 支 配

,

按 照 已 经 过 时 了 的

社 会 利 益 要 求 和 传 统 的 社 会 生 活 规 范 去 贬 斥 社 会 改 革 者 和 改 革 行 为

。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保 存 着 民 族 文 化 的 精 华

,

这 是 应 当 充 分 肯 定 的

。

但 是 也 必 须 看 到

,

传 统

文 化 毕 竞 是 根 植 于 过 去 的 社 会 生 活 土 壤 之 中

,

它 只 能 与 过 去 时 代 的 社 会 经 济 基 础 相 适 应

。

传

统 文 化 不 可 能 超 越 时 代 而 与 现 代 社 会 的 经 济 基 础 相 适 应

,

它 只 能 逐 步 地 吸 收 现 代 文 化

,

改 变

自 己 的 结 构 成 份

,

通 过 新 陈 代 谢 以 求 与 现 代 社 会 的 经 济 基 础 相 适 应

。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在 两 千 多

年 的 封 建 社 会 土 壤 扎 根 生 长 并 逐 渐 成 熟 定 型

,

深 深 打 上 了 小 农 经 济 的 烙 印

。

因 而 从 本 质 上 来

说

,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经 济 不 可 能 与 传 统 的 封 建 小 农 经 济 长 期 共 存 和 平 相 处

,

这 一 点 决 定 了 社 会

主 义 的 现 代 文 化 生 长 形 成 过 程 中 必 然 会 与 传 统 文 化 发 生 摩 擦

。

在 这 种 背 景 下

,

习 惯 于 传 统 生

活 方 式 和 适 应 于 生 活 现 状 的 人 们

,

往 往 根 据 传 统 的 生 活 准 则 和 过 去 的 社 会 规 范 来 评 价 改 革 行

为

。

比 如

,

我 国 传 统 生 活 准 则 中 有 一 条 是

“

不 患 寡 而 患 不 均

” ,

历 代 农 民 起 义 领 袖 利 用 这 条 生 活

准 则 的 影 响

,

举 起

“

均 贫 富

”

的 旗 帜

,

结 果 天 下 云 合 响 应

。

就 连 绿 林 好 汉

,

也 因 其

“

杀 富 济 贫

”

而 受 到 社 会 的 尊 敬

。

这 足 以 说 明

“

平 均 分 配

”

准 则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

在 封 建 社 会 中

,

平 均 准 则 是 对 土 地 兼 并 和 财 富 向 王 室 地 主 迅 速 集 中 这 些 不 合 理 现 象 的 一 种 批 判

,

是 封 建 社 会

功 能 调 节 过 程 中 所 积 累 的 破 坏 性 因 素 之 一

,

因 而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

民 主 革 命 时 期

, “

打 土 豪

,

分



” , “

共 产 均 贫 富

”

这 些 口 号 也 起 了 动 员 民 众 的 作 用

。

但 是

,

在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建 立

、

土 地 收

归 国 有 以 后

,

平 均 淮 则 仍 然 做 为 一 个 社 会 规 范 稳 固 保 留 着

。

人 们 往 往 把 分 配 不 平 均 叫 做

“

分

配 不 合 理

” , “

不 公 正

” 、 “

不 公 平

” 、 “

有 偏 心

”

等 等

。

其 实

“

不 平 均

”

与

“

不 公 平

、

不 合 理

”

等 等 是 不

同 的 概 念
,

不 应 混 在 一 起

,

而 人 们 恰 好 混 同 起 来

,

这 足 以 证 明

,

人 们 是 把

“

平 均

”

准 则 作 为 公

正 合 理 的 衡 量 尺 度 的

。 “

一 平 二 调

” 、 “

共 产 风

” 、 “

大 锅 饭

” ,

并 不 是 我 国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偶 然 现

象

。

当 改 革 行 为 打 破 大 锅 饭 时

,

吃 惯 了 大 锅 饭 的 人 们 便 觉 得 违 背 了

“

平 均

”

准 则

,

打 破 了 现 时

生 活 状 态 和 秩 序

,

于 是

“

不 合 理

、

不 公 正

、

有 偏 心

”
之 类 的 标 签 便 相 继 贴 到 了 改 革 者 及 其 改 革

行 为 上 面

。

标 签 就 是 这 样 发 挥 着 维 护 现 时 状 态 和 旧 秩 序 的 作 用

。

夸 尊 芋 行 汐 修 琴 李 弓 导 秒 移 丁
丁
都 分 本 的 孽 得 划 苹 吵 参 都 分 冬 俘 俘 牵 移 攀 争 西 标 等

常 常 成 为 他 们 手 中 最 有 效 最 方 便 的 武 器

。

某 市 一 位 青 年 厂 长

,

将 一 个 每 年 亏 损
5 万 4 千 元 的

企 业 搞 活 了
,

上 任 一 年 半 便 盈 利 17 万元
。

但 由 于 实 行 岗 位 责 任 管 理 而 损 害 了 一 些

“

坐 着 等

、

伸

手 要

”

的 人 的 利 益

,

他 被 贴 上 了

“

有 男 女 作 风 间 题

”

的 标 签

,

告 状 的 由 市 里 告 到 省 里

,

纠 缠 不 休

,

最 后 他 只 好 自 动 辞 职

。

后 来 市 委 派 人 调 查

,

原 来 是 他 一 心 扑 在 厂 里 的 改 革 事 业 上

,

经 常 和 工

人 一 起 加 夜 班 了 解 情 况

,

研 究 问 题

,

因 而 常 常 晚 回 家 或 不 回 家

。

别 有 用 心 的 人 放 出 一 股 风

,

说 他

“

跳 舞

”

去 了

,

于 是 他 妻 子 起 了 疑 心

,

到 厂 里

“

侦 察

” 。

就 这 样

,

厂 长 被 贴 上 了 标 签

。

经 市

委 处 理 后

,

这 位 厂 长 复 职 了

,

可 是 他 身 上 的 标 签 并 未 揭 掉

,

人 们 老 是 用 怀 疑 的 目 光 盯 着 他

,

他 每 天 就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生 活 和 工 作

。

福 克 纳
《 临 终 》一 书 中 有 这 样 几 句 话

: “

我 有 时 这 样 想

,

我 们 没 有 一 个 人 是 真 正 的 疯 子

,

也

没 有 一 个 人 是 真 正 的 圣 贤

。

只 是 后 来 大 家 都 那 么 说

,

结 果 他 才 成 了 疯 子 或 者 圣 贤

。

由 此 看 来

,

标 定 间 题 主 要 不 在 于 他 干 了 什 么

,

而 在 于 他 干 此 事 时 别 人 是 如 何 看 待 的

。 ”

从 这 几 句 包 含 深 刻

哲 理 的 话 中

,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关 于 社 会 控 制 问 题 方 面 的 启 示

。

标 签 实 际 上 发 挥 着

“

维 护

”

作 用

,

它 维 护 传 统 的 社 会 生 活 方 式

,

巩 固 着 传 统 的 社 会 生 活 规 范

,

它 是 旧 观 念

、

旧 事 物 用 来 抵 抗 和

压 制 新 观 念

、

新 事 物 的 斗 争 武 器

。

它 无 形 中 控 制 社 会 生 活 顺 着 现 时 常 轨 前 进

,

控 制 社 会 生 活

尽 可 能 保 持 现 状

,

它 是 束 缚 社 会 生 活 发 展 更 新 的 一 张 密 网

。

我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要 想 沿 着 社 会 主

_

义 方
向 稳 步 发

展

,

必 须 从 社 会 控 制 原 理 的 高 度 去 认 识 标 签 的 不 良 后 果

,

并 从 理 论 上 论 证 其 危

害 性

,

使 全 社 会 都 对 它 保 持 警 惕

。

人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主 体

,

人 的 行 为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本 构 成 元 素

。

由 于 人 和 人 的 行 为 表 现 着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本 状 貌

,

而 社 会 评 价 又 是 控 制 人 的 行 为 的 最 有 效 的 因 素

,

因 此

,

社 会 评 价 对 社 会

生 活 起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控 制 作 用

。

为 了 保 证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顺 利 进 行

,

必 须 引 导 社 会 生 活 朝 着 改

革 的 开 放 的 方 向 前 进

。

为 此

,

应 当 建 立 一 种 新 的 社 会 评 价 方 式

。

这 种 新 的 社 会 评 价 方 式

,

必

须 是 充 分 注 意 人 的 行 为 本 身 特 性 的

,

充 分 尊 重 行 为 真 实 性 的

,

充 分 顾 及 整 个 社 会 的 现 时 和 未

来 利 益 要 求 的

,

而 不 是 那 种 专 注 于 行 为 与 传 统 规 范 谐 调 程 度 的

,

偏 信 别 人 的 传 言

、

推 测 的

,

只 顾 局 部 的 眼 前 利 益 要 求 的

。

简 言 之

,

新 的 社 会 评 价 方 式 不 应 当 是 传 统 标 签 式 的

,

而 应 当 是

“

仪 器

”

式 的

,

不 应 当 是

“

唯 名

”

式 的

,

而 应 当 是

“

唯 实

”

式 的

。

只 有 建 立 这 种 新 的 社 会 评 价 方 式

,

才 能 形 成 与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文 化 相 适 应 的 新 的 社 会 生 活 规 范

。

新 的 社 会 生 活 规 范 一 旦 形 成

,

传

统 标 签 的 不 良 社 会 后 果 也 就 随 之 消 失

,

改 革 开 放 就 能 沿 着 社 会 主 义 方 向 顺 利 发 展

。

(本 文责任 编辑 杨小岩 涂 赞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