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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伴随着 GDP 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声浪不绝于耳；另一面则相继发生了“毒奶粉”、“瘦肉

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的那样，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

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当诚信问题、道德滑坡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的

时候，“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争论再次将国人推向道德的审判台。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社会风气何以至此？为了探究风气的成因以及改善风气的良策，近日本刊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党

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社会风气与文化自觉”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教育、法律

等多重角度剖析了当下社会风气不尽人意的原因、机制、对策。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社会风气是一个时代精

神面貌的风向标，社会风气的好坏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社会风气的好转，重点在于包括党员、官员在内

的社会先进群体的带头示范，根本在于包括加强党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在内的制度改革。现编发与会专家

的发言，以期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 叶祝弟 秦维宪

社会风气与文化自觉

“社会风气”应当如何理解

□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

在日常谈话中，人们经常使用

“社会风气”这个术语，但很少对

这个术语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做出自

觉的分析和界定，因此使得这个术

语始终处于含混的、游谈无根的状

态。我们试图先确定这个术语的基

本含义和特征，再运用它来考察相应的社会现象。
“社会风气”作为复合词是由“社会”和“风气”这

两个用语构成的。我们先来分析“风气”这个用语。这里

的“风”有“风尚”的含义，“气”有“气氛”的含义。
把这两方面的含义合起来，表明某些现象在生活中不但很

普遍，而且拥有强势的影响力。再来分析“社会”这个用

语。它是名词，但在这里却起着修饰“风气”的形容词的

作用。因此，“社会风气”也就是“社会性 （化） 的风

气”。众所周知，修饰词同时也是限制词，它表明，这里

涉及的“风气”并不是指某些私人的、偶然的、局部性的

行为方式，而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行

为方式。当人们达到这样的认识时，也就明确地限定了

“社会风气”这个术语在被使用中的范围和界限。
从词性上来考察，“社会风气”这个术语是中性的，

人们既可以说“社会风气很好”，也可以说“社会风气很

坏”。然而，这两种说法常常由于其笼统性而显得偏颇。
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存在着“某些

好的社会风气”和“某些坏的社会风气”。人们在表达自

己的想法时，在语言上常犯的错误是“说出来的概念”的

外延大于“实际上指称的概念”的外延。比如，当人们说

“社会风气很坏”时，他实际上指的是“某些社会风气很

坏”。显然，“社会风气”与“某些社会风气”是两个外

延不同的概念，后者包含于前者之中，只是前者的一个组

成部分。因此，对社会风气的评论不能简单化，尤其不能

以偏概全。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以后，我们不妨先来考察当前社会

风气中好的方面。笔者认为，当前社会风气中好的方面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的精神元素上。
其一，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个人从

出生到死亡几乎全由单位包下来了，尤其是国有企业，甚

至还把个人的家属和子女的工作、生活也包了下来。从单

位方面考虑，它觉得自己已经满足了个人所有的权利和需

要，因而余下来的就只有一件事了，即向个人索取义务。
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位只能提倡“献身精神”和

“螺丝钉精神”。所谓“献身精神”，就是抽空个人的主体

性，强调个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献身于抽象的集体；所

谓“螺丝钉精神”，就是取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主

体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服从集体的安排和调整。
然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个人的主

体意识逐渐觉醒了。一方面，先前的单位解体了，原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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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幅保障的个人突然被抛向惊涛骇浪的市场世界。救世

主的梦幻消失了，个人不得不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他必

须调动自己的主体意识，解决自己和整个家庭的生计。另

一方面，瓦解了的单位也不可能再向他索取“献身精神”
和“螺丝钉精神”了。觉醒了的个人突然明白，原来自己

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其二，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由于一

切全由单位包掉了，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权利

是什么。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正当权利误解为非分之

想，以为既然单位包下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再向单位索取

任何权利都难免有以怨报德之嫌了。其实，单位为满足个

人基本需要而提供的某些条件与个人应该拥有的完整的权

利完全是两回事。实际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的个人都

是十分淳朴的，甚至完全不明了自己的正当权利是什么，

因而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他们不但不知道如何去维

护自己的权利，甚至还安于现状，把自己权利上的不完整

状态理解为正常的状态。
然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利意识远远地早于义务

意识而被个人意识到了。事实上，一旦个人理解了自己拥

有哪些基本权利，他就会竭尽全力争取并维护这些权利，

而当这些权利受到损害和践踏时，他就会努力抗争。显然，

个人从淳朴的、无权利意识的状态转变为自觉的、拥有强

烈的权利意识的状态，无论如何是一种精神上的进步。
其三，竞争意识的觉醒。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一切都

是被计划好的，一切福利都是平均地被分配的。这样一

来，就完全铲除了竞争状态和竞争意识得以可能的土壤。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竞争状态和竞争意识却获得

了丰饶的土壤和巨大的动力。因为市场经济以最充分的方

式体现了灵活性和差异性，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活了

竞争意识，而激烈的竞争不但导致了优胜劣汰的结果，而

且使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毋庸置疑，缺乏

竞争状态和竞争意识的社会必定是死气沉沉的。
总之，上述三大意识的觉醒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蔚

然成风，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此，我们决不可视而不见。

下面再来考察当代社会风气中坏的方面。我们认为，

目前社会风气中坏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精神元素上：

其一，责任意识的匮乏。假如说，在计划经济的背景

下，个人只有责任意识而缺乏真正的权利意识，那么，在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状态正好颠倒过来了，即个人获

得了清晰的权利意识，却忽略了与这种权利意识相匹配的

责任意识。我们发现，媒体上报道的大量事件，如不断出

笼的假冒伪劣商品，连续不断的煤矿渗水或瓦斯爆炸，此

起彼伏的金融诈骗案例，高铁、地铁的追尾事件，环境污

染事件的一再发生，企业之间三角债的居高不下等等，无

一不蕴含着相应的责任事故。显而易见，这种责任意识与

权利意识之间出现的不对称状态不但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

许多乱象，而且使社会交易成本大幅度上涨。只要看看报

纸上连篇累牍的债务广告和司法诉讼中接连不断的债务纠

纷，就会明白，当事人普遍缺乏责任意识。事实上，“债

务”的“债”字就是由“人”和“责”构成的，这个字的

含义就是：债务人有责任向债权人归还自己欠下的债务。
其二，他人意识的匮乏。假如说，在计划经济的情况

下个人受到了献身精神的影响而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他人

和集体，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主体意识和自

我意识的崛起，个人把自己的关切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

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人们

突然发现，原来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竟然被抛掷到利己主

义的冰水之中。对于个体来说，除非他人是有待开发的资

源或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否则，他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

由和意义。假如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口号是“我死后

哪怕洪水滔天”，那么，突然被抛入市场经济漩涡中的个人

则试图以蛇吞象的方式把所有的财富都吸附到自己的身上。
显而易见，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方式不但给个人造成

了悲剧性的命运，也使市场退化为狂野的丛林。
其三，诚信意识的匮乏。如果说，计划经济背景下个

人的淳朴同时也确保了个人的诚信，那么，在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个人在丧失这种淳朴性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诚

信。匪夷所思的是，过去人们到市场上买东西，首先关心

的是自己所买的东西贵不贵，现在，他们关心的第一个问

题是自己所买的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关切的转

变不但表明市场上充满了假冒伪劣商品，也表明了原来淳

朴的人际关系正在蜕变为冷漠的、不信任的，甚至欺诈性

的人际关系。
总之，上面三个方面的精神元素的普遍匮乏，对当前

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

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对“社会风气”所涵盖的各种精

神元素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批评和反思，光大积极的元

素，遏制消极的元素。

风气转变与转变风气

———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风气”一词在中国古文献里

具有玄妙的哲学意味，所谓一气阴

阳成世界，万物尽遭风鼓动，“其

机甚微，而所动者大”。放在社会

维度来观察，几乎就是一种中国特

色的认识论。无论是通观历史还是

考察现实，要以判识“风气”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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