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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念的变革
,

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

也是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
。

不破除中华民族儿

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陈旧意识
,

不改变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前进的落后观

念
,

改革难以成功
,

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
,

中华民族也势难在未来的世纪里
,

为人类

的进步做出无愧于她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伟大贡献 !

社会观念
,

或者说社会意识
,

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

作为民族的社会观念
,

它的形成一般要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
,

表现在一定民族共同文化上
,

它们共同的心理素质一

经形成
,

就具有相对的稳固性
,

并对该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起

维系与巩固的作用
。

因此
,

当该民族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面临历史性变革的时候
,

历史遗

留下来的社会观念往往成为维护旧的社会形态
,

阻碍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要素
。

这就不可避

免地要导致社会的变革要求与陈旧的社会观念的激烈冲突
。

当此之际
,

只有冲决落后的社会

观念的罗网
,

才能使民族与社会的进步产生历史性的飞跃
。

中世纪的欧洲
,

曾在教会统治的阴影下瞒珊脚橱了十个世纪之久
。

十字军东征
,

使东方

无数的财富和火药
、

指南针
、

造纸
、

印刷等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流 向欧洲
,

促使在教士的长

袍下窒息难耐的欧洲人猛然省悟
:

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史上曾有过古希腊
、

罗马那样璀灿时代

的欧洲
,

而今在东方炫 目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面前
,

竟是如此黯然失色
,

贫乏狠琐? ! 于

是
,

一代志士仁人奋袂而起
,

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发端
,

借先哲之亡灵
,

演鼎新革故之活剧
。

破迷信
,

倡科学 , 反封建
,

争民主
,

使欧洲通过社会观念的全面变革
,

率先叩开人类近代历

史的大门
,

踏上了富强振兴之路
。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民族之林中
,

俄罗斯无疑是个珊珊来迟的佼佼后生
。

但是自幼受

到欧洲先进文化薰陶的彼得大帝执政之后
,

深为国家
、

民族的贫穷落后痛心疾首
。

为求致富

致强之路
,

他微服出访
,

遍游欧洲
,

潜心学习
,

大开眼界
。

返俄伊始
,

即建学校
,

设工厂
,

西开海口
,

东拓疆域
,

借助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
,

大力推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更新
,

促使愚

昧落后的俄罗斯一跃而成为横跨欧亚的伟大国家
,

并产生了罗蒙诺索夫
、

门捷列夫
、

普希金
、

托尔斯泰
、

列宾
、

柴可夫斯基等朗若群星的科学家
、

艺术家
、

文学家
、
思想家等等

,

为人类

的现代文明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

扶桑之国日本
,

孤悬海外
,

偏处一隅
,

千百年来以中国为仿效的楷模
。

鸦片战争一声炮



响
,

震醒了大和民族的酣梦
, 西方列强炮舰的汽笛声

, ① 迫使大和民族愕然惊起
:

为什么千

百年来以文明富强著称于世
,

雄踞东方的老大帝国
,

在西夷诸国的坚船利炮面前竟是如此不

堪一击 ? ! 日本如果继续跟在 自身难保的老师后面亦步亦趋
,

岂非难逃人为刀 姐
,

我为鱼肉

的厄运 ? ! 大和民族要图存致强
,

就必须改弦易辙
,

拜打败老师的强者为师
。

于是
, “ 明治

维新
” 波澜顿起

,

虽历尽坎坷
,

却终于打破了大和 民族的落后观念的束缚
,

促使积贫积弱的

东赢小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
,

不难看出一条浅显的真理
:

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
,

是民族振兴
、

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

也是历史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思想的解放总是相

辅相成的
。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要发展生产力
,

要改革生产关系
,

要改善政治制

度
,

就必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
、

阻碍社会变革顺利进行的陈旧
、

落后的社会观念
。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

其烂灿的文化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

继承中华 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
,

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

但是
,

也必须看到
,

中华民族的社会观念
,

是在 以封建宗法制维系的
、

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
,

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不少狭隘
、

落后甚至荒谬的成份
。

这些落后的意识不仅在漫

长的历史岁月里阻碍了中华 民族的进步发达
,

而
_

且是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在思

想路线
、

政治路线乃至方针
、

政策上出现重大偏差的重要思想根源
。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传统社会观念
,

具有 以下基本特点
:

保守性 以 “ 不偏
” “ 不倚

” 的 “
中庸之道

” 为 “ 天下之正道
” 、 “

定理
” ,

视
“

进取
”

为 “
狂

”
者之所为

,

变革为异端
,

认为唯有祖宗遗制才是烙守的规范
,

如欲变革更新
,

则是

大逆不道的
“ 愚 ” “ 贱 ” 之徒

,

且是招灾惹祸的根源
。

所谓
“
道之大原出于天

,

天不变
,

道亦不

变
。 ” “ 愚而好自用

,

贱而好自专
。

生于今世
,

反古之道
,

如此者
,

灾及其身者也
。 ” ((( 论

语》 )

封闭性 以老大自居
,

唯我独尊
,

视外部外族为
“
戎狄蛮夷

” ,

对外来的先进文化技术

视为邪术
,

拒不接受
,

自己的先进技术也只是作为奇技淫巧
,

结果
,

在历史上难以摆脱被动

挨打的地位
,

却不悔悟
。

这一特点
,

在封建王朝的衰落期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

表现

得尤为显著
。

结果
,

中国人引以 自豪的四大发明
,

反过来成了西方列强侵略
、

奴役中国的工

具— 指南针
、

罗盘为侵略中国的强盗炮舰导航
,

火药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
“
金锁铜关

” ,

在纸张上签订中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

大量 印刷的
“
福音书

”
成为毒害中华民族灵魂 的

精神鸦片
。

狭隘性 安贫守贱
,

不求进取
,

不冒风险
。

只要有
“ 一瓢饮

” 、 “ 一草食
” ,

也
“ 不改

其乐 ,,
。

莫说是
“ 三十亩地一头牛

,

老婆孩子热炕头
” ,

便是
“ 三亩薄地一间屋

,

老婆孩子

① 自十九世纪初
,

西方列强的炮舰不断轰击闭关自守的 日本大门
。

1 8 53一 1 8 54年
,

美国军舰两次开入日本海港
,

并

于 18 54 年强迫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

开放商埠
。

1 8 5 8年
,

美国再度强迫幕府签订通商条约
,

承认外国享有领事裁
判权

、

协定关税权等
。

英
、

法
、

俄
、

荷等国也接踵而来
,

强迫幕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使日本面临沦为殖 民

地的民族危机
。



凑合居
” ,

只要饥不至馁
,

冻不至毙
,

哪怕
“
低标准

,

瓜菜代
, ” “

糠菜半年粮
” ,

也是
“
知

足常乐
,

能忍 自安
” 。

愚昧性 农民千百年来被束缚在土地上
,

拼手服足
,

辛苦劳作
,

体力劳 动 是维 生 的 基

本手段
,

几乎被割断了与文化
、

科学
、

技术的关系
,

因此在观念上也形成轻视文化
、

轻视科

学技术的倾 向
,

只 知 道
“ 人多力量大

” ,

却不知道
“ 一人施巧技

,

万人白费力 ” 的科学 道

理
。

专制性 封建宗法制反映在头脑里
,

是
“ 君为一国之主

,

父为一家之主
” , “ 君君

,
臣

臣
,

父父
,

子子 ” , “
君叫臣死

,

臣不敢不死 , 父叫子死
,

子不敢不死
” 的专制宗法观念

。

这种观念扼杀 自由
、

民主精神
,

精有触犯
,

即被视为
“
犯上作乱

” ,

必欲一惩而后快
。

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深受上述观念的束缚
,

因此在近代史上
,

徒有人 口之多
,

国土之广
,

物

产之丰
,

却被西方列强视为刀下羔羊
。

一百多年来
,

中华民族的先驱者们在帝国主义侵略的

铁蹄下惊醒
、

奋起
,

为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状态
,

振奋民族的图强精神
,

前仆后继
,

不

尼不挠
,

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

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得 到 了根 本 的 改

变
,

使中华民族的社会观念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但是
,

由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依然存在
,

小

农经济的社会观念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

即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以后
,

这些观念也仍然产生 了相当大的社会危害
,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轻利践商的农本思想 所谓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 “ 君子谋道不谋食

” ,

对
“

喻

于利 ” 、 “
谋食

”
为

“
小人

”
的行径

,

嗤之以鼻
。

并且 以安贫守贱为荣耀
,

视
“
好勇疾贫

”

为致
“
乱

”
的根源

。

联系到多年来我们在思想上视穷为本
,

谈富色变
,

甚至认为
“
富则修

,

富则变
” ,

极力推行
“
穷过渡

” ,

因而看不到知识
、

人才在创造财富中的重要作用
,

产生忽

视知识
,

压制甚至摧残人才的一系列荒谬作法
,

是不难看出个中脉里联系的
。

由于农民基本是在 自然经济中生活
,

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
“
农家乐 ” 理想

,

因此
,

看不

到商品交换
、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与促进作用
,

视商业活动为不创造

财富的
“
博利

” 之业
,

甚至将商人归入巫婆神汉
、

乞丐
、

娟妓者流
。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

加

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理论认识的片面性
,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

必然性缺乏辩证的认识
,

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
,

在经济建设中无视商品生产的规律
,

特

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

甚至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

认为商品经济绝对是产生资本 —
主义的温床

,

因而把商品生产当作
“
资本主义的尾 巴

” 来大加砍伐
,

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
。

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 在较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
,

农民看不到共 同富裕的 可 能

性
,

于是只能把平均主义的分配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想来追求
。

从唐末农民起义军打 出
“ 无补

平均 ” 的大旗
,

钟相
、

杨么鼓吹
“
均贫富

” ,

李自成实行
“
均 田免赋

” ,

到 太 平 天 国颁行

《天朝田亩制度》 ,

都无一不是把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奉为宗旨

。

联系到我们过去把农民记
“
大寨工

” ,

吃
“
大锅饭

” ,

职工拿低工资
,

吃平均饭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宣传
、

来实

行
,

不难看出思想上与农民的平均主义分配思想确是一脉相承的
。

专制主义的宗法思想 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的小圈子里
,

家长即是繁衍子孙
、

养育后代

的巨魁
,

功莫大焉
,

因而是家庭里天经地义
、

至高无上的主宰
。

由此推衍
,

地方首 长 即 是
“ 父母官

” ,

皇帝天子则是
“
亿民之父

” ,

主宰臣民之生死荣辱
,

权盖天下
。

然而
,

且不说

六十
、

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还有人做过
“ 皇帝梦” ,

演过
“
效忠戏

” ,

即使在今天
,

某些人



在他所掌管的那个地 区
,

也俨然视
“ 公仆 ” 为 “ 主宰

” ,

以封建家长 自居
,

一听到
“ 民主

” 、

“
法制

”
就颇觉逆耳

,

肝火上升
,

认为不仅是在向个人的权威挑战
,

而且是在煽动
“
资产阶

级自由化
” ,

反对
“
党的 (实际上是

`

我的 , ) 一元化领导
” ,

甚至闹出不少
“
权大

,

还是

法大? ! ”
的笑话

。

抚今思昔
,

不难看出
,

专制主义宗法思想的遗传基因确实还在一些同志

的头脑中作祟
。

其他如 自欺 自蔽的
“
精神胜利法

” 、

自卑自贱的奴隶主义等等
,

在今天的社会里也都没

有销声匿迹
。

今天
,

我国亿万人民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

我们的中心任务
,

就是

要通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

信息经济
,

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的发展
,

使

社会的物质财富得到显著的增加
,

使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

但

是
,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
,

一个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民族绝难适应世界 日新月异的变化而

振兴富强
。

所以
,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成功
,

我们必须进行中华民族社

会观念的变革
。

( 1 ) 必须改变比较的基准观念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
,

任何民族
、

国家的地位与前

途
,

都不是取决于她过去的历史与文明
,

而是取决于她今天的实力和今后的发展
。

因此
,

任

何民族
、

国家如若继续以自己过去有
“
悠久的历史

” 、 “
灿烂的文化

”
而盲 目骄傲

,

固步自

封
,

不求进取
,

就势必被现代文明所淘汰
,

甚至象北美印第安人那样
,

只能在
“
保留地

” 以

其过去的文明做为人们旅游
、

观赏的对象
,

而在现代社会中觅得一席可怜的栖身之地
。

所以
,

我 们 发 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信息经济
,

比较的基准应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

最先进的

技术
、

最高的水平
。

只有这样
,

才能找出差距
,

明确任务
,

认清方向
,

急起直追
,

促使我们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尽快进入先进行列
。

( 2 ) 必须树立在开放中求发展的观念 商品生产的发展
,

早已打破了一国一地甚至洲

际的地域界限
,
信息经济的发展

,

势将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
,

而将封闭的樊篱荡然

扫除
。

在这种态势下
,

企图在闭关 自守中求发展
,

只能是作茧 自缚
,

最终难以摆脱落后的地

位
。

因此
,

从国家到地区
,

从民族到个人
,

都必须树立开放的观念
。

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蓬

勃发展的情况下
,

我们对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

成功的管理方法必须热情跟踪
,

及时拮取
,

兼收并蓄
,

消化吸收
,

以利发展
。

我们不会因吃了蔬菜而变作草
,

不会因吃了猪肉而长成猪八

戒的嘴脸
,

也不会因为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或某些管理手段而成为为追求剩余价

值不择手段的资本家
。

当然
,

学习要有分析
,

吸收要有选择
,

去其糟粕
,

取其精华
,

以使斯

为我用
,

何惧之有 ? !

( 3 ) 时间— 效益观念 农业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遵从春
、

夏
、

秋
、

冬 四时变化
,

人

们 以六十甲子
、

年
、

季
、

月
、

日为期
,

日出而作
,

日入而息
,

时间

— 效益观念很差
。

在商

品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
,

生产
、

生活的节奏大大加快
,

时
、

分
、

秒的概念使人们在竞争中常怀

紧迫之感
。

特别是
,

在激烈的竞争中
,

时机难得
,

稍纵即逝
,

去不复还
,

时间

—
效益观念

迫使人们争分夺秒
,

珍惜光阴
。 “ 一分光阴一寸金

,

寸金难买寸光阴
” 是今天的写照

。

因此
,



“ 时间就是金钱
,

效率就是生命
”
绝非拜金狂的蔑言

,

而是商品社会
、

信息社会不可违背的

至理
。

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
,

提高效率是增殖社会财富最有效的手段
,

一切效率的提高都可

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
,

一切浪费都可归结为劳动时间的浪费
。

党中央一再告诫我们
,

现代

化建设时不我待
,

拖延就要被动挨打
,

对此
,

全党
、

全国人民要有紧迫感
。

这就要求我们在

观念上必须来一个深刻的变革
,

把时间— 效益观念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中去
。

( 4 ) 变革—
创新观念 农业社会历史的演进十分缓慢

,

到工业社会
,

历史发展的速

度迅速加快
,

而在信息社会
,

历史的进步则是 日新月异
。

特别是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
,

如果说在渔猎
、

采集社会是 以万年计
,

在农业社会是 以千年计
,

在工业社会是以百年计
,

在

信息社会则是以十年计
。

因此
,

当代世 界的生产
、

生活乃至思维方式都处于不断的变革—创新之中
。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就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
; 调整生产关系和管理体

制
,

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及其各个环节
,

使之适应经济基础发

展和变革的需要
。

因此
,

我们必须树立变革—
创新的观念

,

使中华民族产生更多
“

识时务
”

的
“
俊杰

” ,

善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把握时代的脉搏
,

搏击风云
,

因势利导
,

促进改

革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

( 5 ) 人才观念 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土地
、

劳动力
,

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基本

要素是资本
、

设备与劳动力
,

信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智力
。

因此
,

人才开发
,

智力开

发是当今一切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前提劣
、

件
、

基础条件
,

人才是比一切物质 财富更 为 宝 贵

的
、

具有创造
、

增殖能力的活财富
、

活资源
。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我国来说
,

人才问

题尤为重要
。

改革的成功
,

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

都有赖于人才的开发
。

因此
,

邓小平同志指

出
,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十条内容
,

最重要的是第九条
,

即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发现
、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上较强
、

有魄力
、

有能力的人才
。

时代不同
,

判别人才
、

选拨人才
、

任用人才的标准也应从根本上改变
。

在小农经济基础

上
,

选才的标准是老老实实
,

勤勤恳恳
、

辛辛苦苦
,

能够守住祖宗遗留的产业
, 在封建宗法

制度下
,

选才的标准是唯唯诺诺
、

恭恭敬敬
,

法先王之道
,

遵祖宗遗训
,

死心踏地做皇帝佬

儿的奴仆
。

今天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
,

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
,

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又有决策
、

管理能力
,

敢想
、

敢说
、

敢作
、

敢当
,

德才兼备
,

能

够打开局面的开拓型人才
。

这种人才即使存在一些缺点
、

毛病
,

但只要不是品质问题
,

不至

于贻误大局
,

就要大胆使用
,

并在实践中创造使他们得到完善
、

提高的条件
。

其他如民主—
法制观念

、

道德伦理观念
、

价值观念等等
,

也都需要得到变革与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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