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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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意义
。

在荟灾际吴象是在荟扁成病二牟董妻芳命
, ’

茬肴突社会发展的现代研究中
,

社会人际关

系的模式及其功能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

许多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做 出了富有启发

性的探索
。

如费孝通在其早年 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的研究著作 《乡土中国》 中
,

就 曾论及小

农社会 中的人际关系
。

他指出
,

中国社会 当时的人际关系模式是
“ 差序格局

” ,

而西方社会

更多表现出
“ 团体格局

” 的特性
。 “

差序格局
” 和 “

团体格局
”
代表了两种传统的人际关系

模式
。

“ 差序格局
” 的特点是

,

社会中的个体在构建人际联系时
,

以自己为中心
,

社会关系层

层往外推
,

离自己愈远
,

社会关系愈薄
。

如
,

我” 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兄弟姐妹 (舅
、

姨等 ) `

我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 (表兄弟
、

表姐妹等 ) … … 还可以继续推下去
。

不难看出这种人际关

系格局是 以血缘为纽带所缔结成的差序 网络
。

由地缘为纽带也可以构成差序网络
,

如
:

我 , 我

的邻居 , 我邻居的朋友… … 等
。

社会个体一出生相应就决定了血缘和地缘
,

所以是不能选择

的
,

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封闭和狭隘
,

不利于主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的发展
。

相反
, “ 团体

格局
”
表现出另外一种特性

,

它是以个体之间的契约来结成的
,

任何两个社会个体都可以结

成这种契约关系
,

没有远近之分
,

在界线内人人平等
,

各人有各人的权利和义务
。

因此
,

在

理论上来说
,

这是一种后天个人意志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合作关系
。

“ 差序格局
” 和 “ 团体格局

” 包含着深刻而不同的社会功能意义
。 “ 差序格局

”
中所包

容的人有等级
、

内外
、

亲疏
、

长幼之分
,

它在主观上必然带来我本位 (或家本位 )
,

在认知

事物和处理事情时容易从主观
“ 我 ” 的思维定向出发

,

并 以之为归属 仅
。 “

事不关己
,

高高

挂起
” 、 “

人不为己
,

天诛地灭 ”
等就是其有代丧意义的反映

。

在客观上
, “ 差序格局

” 必然

和封建集权制相吻合
,

一个庞大
、

复杂
、

等级分明的层峰式社会结构
,

就是这种人际关系模

式的放大和制度化
。

在这种制度下
,

封建君主的社会人际路向只可能是
“

联~ 卿、 民” ,

而

不可能是
“ 民 ~ 卿 、 联 ” 。

在社会控制的整体结构上
,

其官员都以同样的人际路向去确定和

评价社会成员
,

实际上即为滋生官僚意识提供了
一

可能
。

对社会底层平民来说
,

判 断 人 际 远

近
、

亲疏的尺度是血缘和地缘
,

血缘和地缘 即和封建宗法思想不可避免也联成了同心结
。 “

团体

格局
” 是在小农经济解体

、

商品经济出现后开始的
,

它是商品经济的特性所要求的人与人之

间的商品契约关系社会普及化的产物
。

由于商品是这种社会生活的轴心
,

人们不再 以血缘等

天生特性为线索进行社会往来
,

而是 以契约形式与社会上所有可能的人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

合作
,

这标志着狭隘
、

单向 (
_

上层支配下层 ) 的社会人际模式的没落和双向 (上
、

下层互相

支配 ) 社会人际模式的生命力
。

在社会管理思想上
,

相应要求法的精神与之相适应
,

法实质

上是契约的扩大和制度化
。

契约从经济合作凭证走向全社会
,

从双极合作走向全社会公民合

作
,

现代社会的法即得以实现
。

撇开契约的形式去探究其社会本质
,

不难发现其形式的背后

隐含着要求人人平等的民主精髓
。

契约必须是双方主体性的体现
,

所 以法必然要求公 民主体

性的合作
,

要求社会生活上的民主参与和社会权力功能上的民主管理
。

理想的现代化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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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建立包含这种特性的人际关系
。

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中国人际关系的现代化模式

考察西欧和 日本的近代化历程
,

可以看出
,

西欧的 “ 新教
” 和 日本的 “ 和魂 ” 在客观上

都促使 了团体格局人际关系的发展
。

新教认为人人都有节俭
、

发财的义务
,

人 与人之间的唯

一差距在于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 “ 和魂 ” 即大和精神
,

它 以效忠天皇为核心
,

因为天皇

代表整个 日本
,

因此
,

这实质上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
。 “ 新教

” 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导向了以工作为核心的契约关系
, “ 和魂 ”

使 日本民族在新时代新科技面前更加把国家放在

首位
。

就是说
,

不管是西欧
、

还是 日本
,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

都逐步打破了原有的狭隘的社

会人际关系
,

相应于商品经济的需要发展并强化了全社会性的人际关系
。

然而
,

另一方面
,

在西欧和 日本
,

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却给人际关系带来 了灾难
。

众所周知
,

人际关系被金钱

关系
、

权利关系等非人性 因素异化在西方越来越严重
。

显然
,

单纯的团体格局不能保证现代

化的健康发展
,

中国需要建立另外一种人际关系模式
。

建国以来
,

中国人际关系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途径

把各种旧的生产关系转变成了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并相应建立和发展了以共

产主义 为核心的全国人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
。

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在党的领导

下从小农经济单一狭隘的社会关系氛围中突破出来
,

相互联结成了各种形式的合 作 互 助 团

体
,

他们开始变得关心 自己与他人的合作关系
,

关心社会的变化
,

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
。

农

民人际关系意识的发展其意义十分巨大
,

可以说没有农民的互助合作
,

就不会有全国规模的

水利
、

灌溉
、

供电等基本设施
,

就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农业生产能力
,

中国可能还在为温饱问

题 发愁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党提出并实施了改革
、

开放的战略方针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隽础上发展了合同制以及其它形式的责任制
,

这对中国人际关系的现代进展有十分深远的影

响
。

社会主义的各种合同制是在双方 自愿
、

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
,

是双方互助合作关系的制

度化
。

中国 40 年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中国人民团结
、

互助
、

合作才取得的
,

中国的现代化正是

需要这种团结
、

互助
、

合作作为其精髓
。

中国的人际关系刚从封建伦理
、

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
,

小农经济带来的闭塞在一定程度

上还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
,

而实现四 化
,

振兴中华必然要求我们实现人际模式 的现代化
。

不

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

我们都有理由提出中国人际关系现代化的模式
,

即
:

社会主义

新型人际关系 + 社会主义契约
。

该模式中
,

前者 (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 ) 是主 要 本 质 内

容
,

后者 (社会主义契约 ) 是具体形式
。

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契约的有机结合
,

才能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与人性异化这一悖论
,

社会才能全面健康地发展
,

马克思主义学

说中把人性解放作为人类发展的至高准则的 目标才能实现
。

在实践中
,

该模式要求我们在人

际关系的现代化进展中
,

不能偏离共产主义核心思想的指导
,

以至全国人民失去了团结
、

互

助和合作
,

人际关系被异化 , 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契约
,

以至社会人际关系回归到以血

缘
、

地缘为基础的旧的人际模式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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