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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不正之风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
,

概括起来
,

就是少数党员在其态度和行为上与党的

宗 旨相背离
。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党员总是难免存在极个别的变质分子
。

搞不正之风的人虽

是少数
,

但它存在影响的面广
,

而且刹而不止
。

这有复杂的社会原因
。

本文仅试从社会心理

学的角度分析促成党内不正之风繁衍的社会心理因素
。

模仿的心理在党内不正之风的繁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不正之风的人只是个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封建宗法意识极 严 重 的 人
。

通

常
,

人们对他们搞不正之风的行为是不会轻易模仿的
。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表明
,

人们的

模仿是有选择性的
,

有两种人的行为易于被模仿
。

一
、

权威者的行为易于被模仿
,

特别是能

决定模仿者命运或能支配模仿者的人的行为更易于被模仿
。

即所谓
“ 上行下效

。 ”
二

、

同自

己类似的人的行为易于被模仿
。

即相同 地 位
、 `

相 同行业
、

相
厂

同处境的人互相传染
、

互相模

仿的消极
“
攀比效应 ” 。

第二
,

强化的心理在不正之风的繁衍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
。

当人们的特定行为总是产生特定的结果时
,

这个结果就强化了这种行为
,

人脑就会在这

种行为和这种结果之间建立暂时神经联系
,

知道 自己再做这种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

这

就是强化现象
。

在党内
,

搞不正之风是一种坏现象
,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轻易地模仿
,

因为人

们知道搞不正之风最终不会有好结果
。

但是近年来
,

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
,

由于有人乘改革之

机要纪律松绑
,

由于党纪不严
,

加之官僚主义对不正之风惩罚不利
,

至使搞不正之风的人没有

受到应有的惩罚
,

反而一次又一次受益
。

这种结果就强化了不正之风的行为
。

不但搞不正之风

的越干越有劲
,

胆子越大
,

而且周围的旁观者也受到了强化
。

这种对旁观者的强化是预先强化

(或称代理强化 )
,

即旁观者在没有直接受益时
,

就通过观察别人的结果在意识上强化了不

正之风的行为
,

使他们知道搞不正之风有什么样的好结果
。

于是
“ 不搞白不搞

” 一时间成了

一些人的口头禅
。

可见纪律松驰
,

治党不严
,

赏罚不明对不正之风就是 一种鼓励
,

在心理学上

称之为强化
。

于是人们旧有的暂时神经联系— 搞不正之风没有好结果被动摇了
。

强化加强

了模仿
,

促进了不正之风
,

模仿不正之风的人也就多起来了
。

第三
,

服从和从众心理扩大了搞不正之风的人的队伍
。

有些人搞不正之风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

他们不是 由于模仿
,

.

不是由于代理强化— 看到

别人尝到了甜头
。

他们搞不正之风是一种服从或者从众的心理现象的表现
。

一部分人搞不正

之风是屈于服从
,

他们可能迫于上级的旨意
,

可能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
,

也可能为了得到某

种利益而去搞不正之风的
。

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雷姆认为
,

一个人在屈于服从时
,

心理是一

种
“
代理状态

” ,

其表现有三种
。

1
.

服从者对权威者
,

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意图十分敏感
,

心领神会
,

对行为将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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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后果的反应变得迟钝了
。

一些服从于不正之风的人也正是这种情况
。

他们屈从上级的旨

意
,

善于领会意图
,

却不顾及行为会带来多大的恶 果
。

服 从 者 往往有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

— 权威人格
。

这类人对上级唯唯诺诺
,

对下级趾高气扬 ; 对有用的人热情
,

对无用的人冷

淡
。

他们 自己没有主见
,

却是搞不正之风的干将
。

2
.

服从者对面临状态重新定义
。

他们会违心地
、

盲目地按权威者的意图去解释 自己所

面临的情况及 自己在其中的行为
,

从而在内心为 自己会造成恶果的服从行为开脱
。

也确有一

些服从于不正之风的人对搞不正之风的现象赋予了新的
、 “

合理
” 的解释

。

这样一来
,

搞不

正之风就是正确的了
。

如有人就对挥霍外汇
、

出国观光
、

买洋货解释为新时期学习外国的先

进科学技术 (可实际上这些人在科学技术上
,

在语言上都一窍不通 )
。

3
。

表现为
“
责任丧失

” 。

有的服从者意识到了搞不之风行为的后果
,

知道问题的严重

性
。

但是他们只对上级
、

对支配 自己行为的人的指示执行的好不好负责任
,

而不对行为可能

产生的恶果承担责任
。

他们想的是不贯彻好上级的指示
,

自己的 日子就不好过
,

相反
,

上级

的旨意错了造成了恶果 自己也顶多是
“
胁从不间

” 。

于是明知不正之风不对也认真地办
,

不

去抵制
。

这种
“
责任丧失

” ,

不顾行为后果的服从现象是较为普遍的
,

对 党 的 事业危害极

大
。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喜欢下级服从
,

不喜欢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
“
刺头

” ,

他们官僚

主义地发号施令
,

搞不正之风
,

对此服从者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

所谓从众就是
“
随大流

” 。

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个人所在的团体中的多数人做某事
,

自

己就跟着去做
。

在这种情况下
,

团体行为或众人的行为对个人是一个无声的向导
,

无形的驱

动力
。

往往做某件事的人越多
,

人们的行为越一致
。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水平越低
,

这种

从众现象就越易于发生
。

有些人搞不正之风不是迫于压力和某种利益
,

他们搞不正之风是由于

周围的人都在搞
,

自己不搞
, “

显了积极
”
就会感到孤立

,

会因为自己是少数人而不安
。

他

们无主见
,

感到
“
随大流

”
轻松

,

也无害处
,

不 “ 随大流
”
处处为难

。

有些人不从众
,

不跟

着搞不正之风
,

在纪律松驰
、

赏罚不明的情况下
,

得不到支持
,

反受冷眼
,

受打击
。

在这种情

况下
,
在某个角落

“
随大流

”
搞不正之风的人就受到了强化

,

在那里没人愿意坚持原则了
,

搞

不正之风的人会感到自己在那里是多数
, “

法不治众
” 。

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和唐山大地震后一度出现的抢劫风在心理因素上有相似之处
。

钱钢

同志在 《唐山大地震》 的报告文学中描写道
,

人们开始并不认为抢东西是应该的
。

但当允许在

商店的废墟上扒食物
、

衣物以后
,

有人带头拿了非应急用的物资
,

一时间模仿
、

强化
、

从众

的心理现象交织作用
,

形成了抢劫风
。

然而这种抢劫风很快被刹住了
。

因为当时立即制定
、

严

格执行了
“
特别法

” ,

它给人们又一个强化
,

抢劫是犯罪
,

要受制裁 1 可是
,

为什么党内的

不正之风在中央三令五申
,

还是刹而不止呢 ? 如果我们把搞不正之风的人和参与抢劫的人相

比较
,

就会看出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往往彼此有一些特定的关系
,

而不是暂时形成的人群
。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

这种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团体
,

或者是角色关系及对好意回报心理

构成的人际关系
。

搞不正之风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技巧就是俗称的
“
关系学

” 。

第四
,

背离党的宗旨的非正式 团体是搞不正之风的堡垒
。

非正式团体都是在正式团体 (如

各类厂矿
、

机关
、

单位
、

党组织等 )中自发地形成的
。

由于人们有广泛的需求 (如交往
、
受尊

重
、

娱乐
、

个人的意愿
、

私欲等 )
,

这是人们所在的正式团体远不能满足的
,

所以
,

某个正式

团体的成员就会结成一个个的非正式 团体
,

如同乡
、

朋友
、

棋友
、

各种个人活动的小圈子
。

这些非正式 团体能直接满足个人的某种需求
,

人数少
,

成员彼此接触频繁
,

常有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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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
,

因此彼此关系密切
。

人们往往更看重非正式团体
,

看重成员彼此的感情
,

特别在正式
团体不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时更是如此

。

应引起注意的是
,

非正式 团体会对正式 团体的

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

在西方
,

人们形象地称非正式团体为
“
看不见的手

” 。

一个领导如不在

某些非正式团体中处于主导地位
,
就难于发挥领导作用

,

甚至可能被架空
,

为非正式团体所

左右
.

因此一个领导总愿意在重要的岗位上安排属于 自己所在的非正式 团 体 的 成员
。

在党内存在的大多数非正式团体都是不妨碍党的 目的贯彻实施的
。

但极少数非正式 团体
-

的存在是有碍党的宗旨的
,

这些非正式团体的 目标是搞不正之风
。

由于这类团体的成员都具有

一个共同点—
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无限膨胀的私欲

,

在适当的时机下
,

他们彼此

识别
,

自觉不自觉地凑到了一块
。

他们知道联合起来才能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

在这种
-

非正式团体中
,

可能有各级领导干部
,

身居要职者
,

人员可能跨行业
,

甚至可能有意志薄弱

的执法者
。

如前几年揭露出来的宾县大贪污犯王守信就搞过这样的非正式团体
。

有了这样彼
-

此关系密切的非正式团体
,

他们搞不之风的事就灵
,

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与党的各项指示柑
;

对立
,

令不行
、

禁不止
,

钻空子
、

找对策
、

自行其事
;
他们可能使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

,

党
-

的规章制度如同虚设
,

自己小团体的
“
工作

”
却搞的扎实 , 他们违法乱纪不易被发现

,

被发

现了也有办法解脱 ; 他们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拳头
,

对不从者
、

揭发者都给予打击
。

有了这个
-

堡垒
,

不正之风难刹
。

第五
,

角色网对人的约束和对他人好意的回报心理为不正之风繁衍提供了便利条件
。

角色在社会心理学上的定义是由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和身份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模式
。

它表明一个人的行为是受所在团体中的地位和身份制约的
。

在社会生活中
,

一个人往往有许多
-

角色
,

使个人成为一个角色集
,
一个人的角色与周围他人的角色又相互制约

,

相互联系
,

构

成一个角色网
。

一个人同角色网往往具羊浓杂的关系
,

有时一个人同时要履行两个互相矛盾的

角色行为
,

造成角色紧张
,

导致他只履行一个角色行为
,

拒绝另一个角色行为
。

比如
,

某个

领导千部的一个部下和他的上级是属于一个非正式团体的
。

这个领导千部对这个部下的领导

行为就会受到他上级的牵制
。

又如
。
一个领导干部的部下是他的好朋友

,

有时
,

他的领导 角

色和朋友角色就会相矛盾
。

搞不正之风的人很注意角色网对人的行为的牵制作用
,

促使人们

为他们搞不正之风提供方便
。

有些人搞不正之风
,

并不属于搞不正之风的非正式团体成员
,

他们搞是由于他们在处理角色矛盾时
,

拒绝了一个党员应该履行的角色行为
,

放弃了原则
。

人们都有一种对他人好意的回报心理
,

这也是搞不正之风的人常利用的条件
。

他们往往

是先给你一些好处
,

结果使你感到
“
来而不往非礼也

” 。

至使一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被牵着
-

鼻子走
,

讲人情
,

不讲党性
,

为不正之风开方便之门
,

随之上了贼船
。

由于上述心理因素的作用
,
使一些本来对不正之风看不惯的人也跟着干

,

他们做了背离

党的宗旨的行为
,

对不正之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

社会心理学关子态度的研究表明
,

人的态
度变化有三个发展阶段

,

或三个变化水平
,

即表面服从
、

同化
、

内在化
。

表面服从的态度变

化量最小
,

内在化的态度变化量最大
。

到了内在化水平
,
人的态度就不 易再 反 复了

。

要达

到内在化的程度
,

思想意识达到根本的变化
,

需经过较长的时间
,

需要有特定的思想基础
。

可以说
,

在我们党内
,

对于不正之风达到内在化程度的态度变化的人是极少的
,

绝大多数人
_

的态度变化是表面服从和同化水平的变化
,

经过教育是可以对不正之风重新有个正确的认识

的
。

表面服从的态度变化是由于人们为了趋利避害而暂时地违心地采取与原有态度不一致物



咐为
。

在这种情况下
,

搞不正之风的人态度变化不大
,

他们在感情上和认识上没有接受不正

之风的行为规范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不正之风一旦搞起来了
,

搞的人就会感到彼此之间是同
,

病相怜了
,

命运一致了
,

感情加 深了
,

一来 二 去 就会对搞不正之风的态度发展到同化的水

平
,

感到不跟着搞
,

彼此间在感情上也过不去
。

同化的态度变化是由于人的感情的关系
,

接受了他人的立场
、

观点
,

情愿地去做某事
。

:

这时
,

搞不正之风的人的态度变化还不是在思想认 识 上 接 受了不正之风的行为规范
。

但他

们的态度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

如果他们不猛醒的话
。

因为
,

人们都有一种心理倾向
,

就是

肯定 自己 已做出的行为
,

自觉不自觉地为 自己的行为找根据
。

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做出的努力

越大
,

就越倾向于肯定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应该的
,

合理的
。

这样
,

不正之风一直搞下去
,

就

会在思想上不能自拔
。

党中央当前提出全党下大气力坚决纠正不正之风是英明果断的
。

不正之风是到了非刹住

不可的地步了
。

在 纠正不正之风的过程中
,

我们要有决心
,

也要讲究科学方法
,

按规律办事
。

这次省委
、

省纪检委组织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的这次理论讨论会
,

就是讲究科学方法的

一种体现
。

通过上边的分析
,

我们可 以看 出
,

党内不正之风的形成是循着一般的心理规律的
,

我们
一

的工作也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

首先
,

我们也应利用模仿的心理作用
,

党的各级领导千部
,

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为端

正党风带好头
、

做好表率
。

其次
,

要特别重视强化的作用
,
坚持从严治党

,

给人们一个新的强化
,

谁搞不正之风都
一

’

投有好结果
。

按中央指示要加强纪检委的工作
,

对大案要案
,
特别是领导干部及子女违法乱

纪更要严查
、

快办
。

要赏罚分明
。

好的香
,

坏的臭
。

告诫人们不要随便地
、

无原则地模仿
,

要模仿好的行为
,

树立正气
。

第三
,

制定出严格限制不正之风的
、

明确细致的纪律规定
,

严格地监督执行
。

社会心理学

的研究表明
,

在转变人的态度方面
,

团体规定比说理更有效
。

这几年不正之风繁衍正是在党规

党法没能很好地起作用的时期
。

十年内乱使党规党法被肆意践踏
,

是非混淆了 , 近年来的改
一

革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巨大震动
,

它是一个新生事物
,

一下拿出成型的各种具体规则是不现

实的
,

政策界限在人们头脑中也是不清楚的
,

有人乘机提出了搞活必须纪律松绑
,

把严格党

纪和改革对立起来
,

至使一些人没有明确的事非观念
,
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

第四
,

必要的思想教育也要有
,

广大党员对不正之风很气愤
,

要强调端正党风从我做起
,

造成端正党风的心理气氛
,

使搞不正之风受孤立
。

第五
,

要使广大党员摆正人和人的感情和党性
、

党的原则的关系
。

在大事大非上讲原则
,

讲党性
,

不讲私人关系
。

要使人们认识到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

坚持党性原则
,

才能得到更长

远
、

更根本的利益
。

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也要善于把党员
、

群众的个人目标和党的目标一致起

来
,

使大家同心同德地千
“ 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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