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死灰复燃。为此 ,建议在多元化观念现实的基础上 ,依据相关的定量分析展开对婚姻与性行

为 、婚姻越轨与婚姻质量 、两性道德和夫妻道德的深入探讨 ,将应有的价值观梳理清楚 ,于此才

有可能重构现代婚姻伦理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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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困惑》读后

刘　建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邵道生先生新著《中国社会的困惑》一书中给我们的远非理性的

鞭斥 ,而引发人们树立高度的责任感 ,以处变不惊的豪情抛弃空谈 ,投身治理社会的自省行动 。

正如《困惑》卷首展现的作者自白: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关于剧变社会中精神文明建设良性

运行的思考。

作者把社会的堕落纳入社会学体系研磨 ,分析了当前社会风气的十一种表现。在规范功

能的丧失 、价值取向的混乱 、冷漠心态的渗透 、社会道德的衰退和责任义务意识的淡薄中 ,腐败

的公开化和行业化 、权力的失控 、利益倾斜的人生目标 、恶势力的蠢蠢欲动和群体内聚力松驰 ,

有可能葬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 。读完《困惑》 ,人们会产生强烈的紧迫感 ,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的发展和危机并存。作者指出 ,当前更为危险的社会症

结在于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改变了社会分配的规则 。

《困惑》冷静地观察现实 ,把目光瞄准道德滑坡 ,对困惑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道

德衰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作者把帐算在“政治批判”和“计划经济”上 ,而主要不是改革开放

飞进了“苍蝇蚊子”。

中国社会的困惑是从国民心态中表现出来的 。国民精神的麻木性 、冲动性和非理性化 ,使

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 ,整个社会潜藏着危机。为此 , 《困惑》一书以极大的篇幅剖析了现实国民

心态的不祥之兆 ,读后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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