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年 与 社 会 传 递

吴 端

社会传递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

是人类文化
、

经验得以世代相传的方式
,

也是人类进步的

重要方式
。

青年
,

是现代社会传递中的中心环节
。

在社会传递中
,

出现的是上一代人与下一

代人之间的关系
。

通过上
、

下两代人的有效传递
,

传统的经验
、

文化
、

价值
、

技能和科学得
,

以承继下来
,

使整个社会能够继续生产
、

生活和发展
。

存在主义曾认为
,

人的最大的恐惧
,

是对死亡的恐惧
。

那么
,

社会的恐惧
,

就是对社会

传递停止的恐惧
。

社会对青年的重视
,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心理
。

在 已往的人类文明史中
,

这种社会传递是十分脆弱的
,

在已知的古代文明中
,
大多数已

衰落和毁灭了
,

如古埃及文明
、

亚述文明
、

玛雅文明等等
,

都成了一种死文化
。

在现代社会
中

,

这种社会传递中止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

现在的间题是
,

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方向

对社会传递的冲击和影响
。

现代发达国家
,

唯恐会落后
,

而不发达国家
,

则希望加快发展的

速度
。

在现代社会中
,

青年是决定社会发展速度和方向的重要因素
。

一
、 “

青年 ” 是现代教育的产物

教育是人类经验传递的一种有效方式
,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

在传统社会中
,

教育是直接的经验传递
,

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相关的
,

教育直接反映

着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
。

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中
,

整个社会的知识量很小
,

知识传递的速

度很慢
,

因而
,

人从少年过渡到成年
,

不需要一个延缓的过渡时期
。

“
青年

”
是现代教育的产物

,

也是现代工业文化的产物
。

在工业社会中
,

由于社会知识量的激增
,

生产已高度复杂化了
,
社会生活也复杂化 了

,

教育已开始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

社会传递开始由直接的方式
,

转为间接的方式
,
从生产技能

和社会规范的传授
,

转为以发挥人的潜力为目的
。

传递的时间变长了
,

生理成熟与社会成熟

的距离拉大了
,

人在青春期的阶段也不能完成其受教 育 的 任 务
,

这样
, “

青年
”
也就产生

了
。

专现代社会中
,

一个人要进入社会的生产
、

生活领域
,

并把握它
,

需要积累大量的知识

和技能
,
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

这一时期现在有着延长的趋势 ; 另一方面
,

对社会的

文化
、

知识进行改造
,

也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

现代教育的时间和内容
,

就提供了这

种距离感
。

因此
,

作为现代教育产钧的 , 年
,

在社会传递中
,

就其有两个 , 要的特征
:
对协

识接受的过渡期和对知识批到的距离感
。

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

是 * 年的 , 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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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青年参与知识的生产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

是一个人们所焦虑的问题
。

过去
,

我们常常把这作为是教育思

想的一种偏差
。

但是
,

从社会传递的发展史来看
,

这一现象正是产生青年的重要因素
。

这一

现象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需求
,

就是
:

新一代人不能再简单地重复传统的经验
,

而是必须通

过对现实的否定和再批判以重新加入人生
。

比如
,

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
,

必定是反对或不满

于这种教育的人
。

社会发展需要青年作为人生的创造阶段
。

与传统社会中的人相 比
,

青年所接受和转换的各种信息要大得多
。

传统社会中的人吸收

信息
,

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 现代青年输入信息
,

目的不仅是改善生活
,

改 良自身
,

也是

在创造知识
,

参与社会的改造
。

从主观上来说
,

* 年现象的出现
,

就是人类开始以群休的规棋来 “ 认识自己
” 。

* 年是

和独立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

在传统社会里
,

这种 自我意识只是掌握在少数哲 学家 手

中
,

只有哲学家来思考人的间题
、

人和 自然的关系
。

青年的重要特征之一
,

就是以群体的规

模
,

来思考个人的存在间题
、

个人的潜力问题
、

个人的充分实现问题
,

以及如何从禁锢自己

哟力量 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

社会上的许多青年读物
,

都是为了帮助青年去思考和解决这些关

于人的哲学问题
。

青年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
,

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精神生产
。

三
、

青年现象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人的青年周期与知识生产周期的相关性
,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间题
。

因为在研究青年期的

世代更替时
,

要确定人的生理变化的周期是比较容易的
,

而确定思想更迭的相应速度
,

确定

智能结构陈旧的相应速度
,

是很困难的
。

本世纪五十年代 以来
,

世界科技的发展每隔十年至十五年就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

在一些领

域甚至已出现了质的突破
,

从理论到应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

科技发展的周期
、

知识生产的

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年期的世代更替周期
,

它使青年成为新生活和新文化的主要承担

者
。

社会知识生产和更新的周期
,

是观察青年期周期的一个角度
。

我们发现
,

当一个社会处

于变动时期
,

当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构成需要发生较大变动时
,

这一代人的青年期就会变得很

长
,

世代更替速度很慢
,

代际差别也较明显
。

反之
,

当社会处于较平稳的时期时
,

一代人的

青年期会适当地缩短
。

在传统社会中
,

知识增长十分缓慢
,

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常量
,

如中国社会的四书

五经
,

西方社会的新旧约全书
,

阿拉伯社会的可兰经等等
,

都构成了传统社会较封闭的精神

衷柱
。

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这种开放的系统
,

导致知识和文化的多元化
。

这种

多元化
,

加之科技革命
,

就构成了社会知识与文化上的不确定性
,

青年现象作为一种现代社
,

会的文化现象
,

也就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

而且
,

青年现象本身就是社会文化中
,

一种最大

哟不确定因素
。

这是因为
,

知识的多样化
,

带来了选择多样化的间题
,

青年现象的主要功能

之一
,

就是对未来的选择
。

选择的多样化
,

决定了青年的不确定性
。

当然
,

在这样不确定性



,

还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的存在
。

* 年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
,

是青年现象的盆要特征
。

在社会传递的发展中
,

青年现象的产生
,

是为了适应知识激增和科技革命的局面
。

在现
·

代社会传递的过程中
,

, 年暇是吸收和创造新知识的毅体
,

也是瓦解陈旧知识的催化荆
。

青年活动的范围与知识进化的速度之间
,

有着一种直接的关系
。

在现代社会中
,

青年活

动的威力和成效越大
,

人类进化的速度就越快
。

当然
,

作为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
,

人类所面

临的青年问题就变得越发紧迫了
。

一般地说
,

青年在社会传递中所起的作用
,

与青年所造成的问题是成正比例的
。

如果以

此类推
,

青年现象即人类进步所造成的加速度
,

会有一个极限
,

因为
,

动力和阻抗是成正 比

的
。

因此
,

青年的作用总会接近这个极限
。

当一个社会发现青年问题成堆时
,

正是青年在这
一

个社会中开始发挥其作用之时
,

这是一个事实
。

至于青年作用的极限间题
,

只是一个假设
。

即使到了那个阶段
,

社会传递也会产生出另一场质变
,

以取代 目前以青年现象为主体的社会
·

传递型式
。

四
、

青年与社会平衡之间的关系

青年作用的极限说
,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
,

在 * 年研究中实际要注意到的
,

是每一代
一

* 年所推动的社会文化进步的限度
。

这是因为
,

青年的运动总是对社会平衡带来冲击
,

使传

统的价值观念
、

行为规范产生了动摇
。

社会心理
、

社会传统文化
,

被人认为是一种
“
积淀

” ,

是社会平衡最深沉 的基础
,

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源
。

青年所推动
、

所冲击的
,

正是社会的文
一

化现象
。

青年对社会文化的冲击
,

并不同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与改革
,

但就其对社会的

长远影响来说
,

并不亚于阶级冲突和经济上的危机
,

它将影响二十年至五十年后的社会发展

过程
。

一般来说
,

青年活动的限度是以社会的基本平衡为准绳的
。

青年所带来的新的思想
,

新

的知识
,

或新的生活方式
,

可能会更替和取代 旧有的观念和价值
,

但不会危及或毁坏社会的

文化基础
。

这是在一般情况下
,

青年在社会传递中的运动程度
。

在社会革命时期
,

青年运动的特征
,

就是首先打破并冲击社会的平衡
,

直接冲击并瓦解

1日有的文化基础
。

当然
,

这是在社会政治
、

经济需要发生大变革时
,

才会出现这种使社会产

生动荡的青年运动
。

在中国
,

比较显著的是 1 9 1 9年的五 四时期和 1 9 6 6年的文化革命时期
。

在

这种历史条件下
,

社会传递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甚至是粗暴的时期
。

青年对社会平衡
`
对社会心理平衡带来 冲击的另一个原因是

:

传统的社会传递
,

只是再

现当时的社会和现有的社会关系 , 而现代的社会传递要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
。

当代的社会教育
,

就是
“
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青年

。 ” ①人类学 家M
·

米德曾

指出
: “

我们必须把未来置于一个男女老少的共同体中
,

置于我们之中
,

好象未生的胎儿在

母亲的子宫里一样
。

它已经在那儿了
,

已经需要哺育
,

援助和保护
,

已经需要许多东西
。

如

果这些东西在他出生以前还没有准备好
,

那就嫌太迟 了
。

所以
,

正如青年们所说的
,

未来就

是现在
。 ” ②

·

米德
: 《学会生存— 教育的今天和明天》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 982 年
,

第 39 页
。

·

米德: 《 文化与业务
,

对时代鸿沟的研究》
,

纽约
,

道布尔载出版社
,

19 7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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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的困难就在于
,

青年一半是已知的
,

一半是未知的
,

一半属于现在
,

一半属于
、

未来
。

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生活
,

但却代表着未来人和未来社会的一部分特征
。

青年现象的这

种复杂性
,

反映在教育与现实的矛盾上
,

也使青年研究很难成为一门实验科学
,

青年现象的

那些未知的部分
,

那些不确定的部分
,

就需要在哲学
、

未来学和文学的基础上去理解
。

在日常生活中
,

我们常说青年是希望
,

是未来
。

但是
,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能发现
,

我
_

们所指的希望
,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 , 我们所指的未来
,

是现在的一种简单的在时间上的

延伸
。

实际上
,

青年所代表的未来
,

是我们这一代人知之甚少的
,

因为
,

社会变化的速度
,

使

我们不仅无法确知未来
,

而且
,

也不可能完全地把握现实
。

杜会的变化速度
,

决定了未来的 ;

不确定性
,

决定了 , 年的不确定性
,

在现代社会传递的过程中
,

就 , 穿粉这种不确定性
。

五
、

青年运动与教育的关系

青年是现代教育的产物
,

青年的特征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而形成的
。

就一个人来说
,

他从小学到中学
,

直至大学
,

当他掌握了社会的一般知识和 专 业 知 识
_

后
,

开始对知识本身
,

对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本身进行反思时
,

青年 的 特 征 才算是真正形成

了
。

因为
,

青年是为未来社会作准备的
,

而未来的社会又不同于今天的社会
,

只有当青年开

始对现存知识进行批判时
,

他才具备了未来社会人 的特征
,

这就是 * 年与成年人和少年人的

盆大区别
。

成年人和少年人都是属于现实社会的
。

特定文化阶段的人只有在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创造后
,

才算进入了青年期
。

青年工人
、

青
-

年农民都参加了这种社会文化 (物质和精神 ) 的创造
,

但是这种创造特征在大学生和青年知

识分子身上更为明显
,

是他们构成了青年运动的主体
。

* 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与教育的发

展相一致的
,

特别与大学教育的发展相一致
,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
,

一些工业国家在教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以外
,

建立了国立小学网
。

到了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初
,

欧美
、

日本等国
,

已在法律上实施了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

这

一时期
,

也是青年群体的早期形成时期
。

社会经济的城市化
,

带来 了中学的兴起
。

中等教育的普及化
,

导致青年形成为一个稳定
-

的社会群体
,

因为人的青春期就完全在与生产脱离的学校中渡过了
,

青年的过渡性质和延缓

性质明显了
。

人的青年特征与青春期的结合
,

形成了青年早期的基本形象
。

中学的普及
,

是青年形成社会群体的基本条件
。

相反
,

许多贫穷的国家就不能为一般青

年提供大规模的中学教育
,

在这些国家中
,

青年期是不明显的
,
人们很快从童年 进 入 到 成

年
,

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青年群体
。

青年群体的产生
,

并不意味着青年现象的成熟
。

青年只有表现出
,

他们不仅是现实社会的

一种适应性的学习对象
,

而且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力量的时候
,

青年现象的基本特征才真正

被显现出来
。

大学教育的出现
,

以及逐渐地平民化
,

使青年的参与特征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

举例来说
,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
,

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大学生
,

如清末的留

学生运动
,

五四运动
,

一二九运动
,

红卫兵运动
、

四五运动
,

等等
,

其运动的主导力量
、

灵

魂
,

是一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
。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运动
,

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运动
,

它是建立在对社会理解的基础之



上的
。

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

为青年运动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

大学教育的发展
,

是青年运动的重要因素
。

以美国为例
,

从 1 9 4 9年至 1 9 6 4年
,

高等学校

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
,

从 2 40 万发展到 4 90 万人
,

到 1 9 7 5年
,

大学人数又 翻 了一番
,

达到 900

万人
。

由此
,

我们可以想见
,

六十年代末
、

七十年代初美国青年运动的迅速发展
,

是有其物

质基础的
。

青年运动是建立在青年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之上的
,

只有大学教育
,

才能提供这种理解的

文化基础
。

, 年运动基本上是一种文化运动
,

它是现代社会传递中的一种方式
。

当然
,

在许多地方
,

青年运动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质
,

但是
,

纠其根本来说
,

基本上还是一种对理念社会的追

求
,

如南朝鲜的学生民生运动
,
伊朗的青年伊斯兰运动

,

都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

对现

实社会和文化的批判
。

膏年运动的文化性质
,

是现代教育产生的结果
。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
,

就是使青年具有
,

文化
,

也就是说
,

将青年引入一个由人类的观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之中
,

也就是理念的世界

之中
。

青年运动作为一种文化运动
,

是对一种文化的肯定和推动
,

是对另一种文化的否定和

批判
。

随着
“
知识工业

”
或

“
信息时代

”
的出现

,

社会生产将更多地使用抽象的方法
,

分析的

方法
,

概括的方法
,

推理的方法
,

青年这种对理念世界的占有和创造的作用
,

就能得到更充

分地发挥
。

比如
,

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青年中所开展的和平运动
、

反核运动
、

环境保护运动
、

等

等
,

并非都是最紧迫的政治
、

经济间题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

大多数还只是表现

了青年人的一种意愿
,

但是
,

它们都是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

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大课题
。

现代青年运动的这些趋势
,

说明了人类共同体的概念 已经扩大了
。

随着世界 市 场 的 形

成
,

世界文化也在形成之中
,

青年现象在许多方面
,

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 的观念
,

而逐渐

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

现代青年运动就是加强了对人本身的理解
,

加强了对自然环境

的理解
,

力图超越传统文化的狭隘视野
。

六
、

社会传递与青年的社会化

社会传递的目的
,

在于使人能顺利地社会化
。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
,

现代人社会化

的过程
,

不能理解为规范和价值从上一代向下一代简单地传递
。

下一代人本身是他所在社会

的道德法则 的积极加工者
。

当青年的现实概念随着他的智力形成一起变化时
,

他会以不同的

形式理解和解释那些法则
。

* 年运动的产生是现代社会传递成熟的标志
,

理解和解释一种社会理论
,

是青年运动的

特征
。

青年在社会传递 中的基本功能之一
,

就是吸收扩大了的社会经验
,

以及不断掌握和创

造符号
,

进行更高范畴的抽象
。

青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

是作为社会行动者出现的
。

新一代人到了青年时期
,

已 日渐成熟
,

开始 由社会客体转为社会主体
。

在现代社会中
,

青年 日益控制着自己的社会化
,

按照发展中的 自我概念和变化着的认知结构
,

在主动地选择

角色模式
,

理解并解释着 自己所经验的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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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传统概念
,

一直强调培养青年的训练功能
,

强调青年应遵从社会规范的责任
。

这种在社会传递中的无时间性和对未来的可预测性
,

是传统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一般

特点
。

在那种条件下
,

新一代人的成长
,

是一种持续的
、

完整的经验
,

孩子能从他的父母和

祖父母的身上
,

看到 自己变老以后的一个肯定的和没 有疑问的形象
。

这种成长规律是能够从

前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到确立的
,

根据这种规律
,

社会能够保证将文化平稳地传递给下一

代人
。

而在现代社会中
,

社会的变化很快地与现存的社会结构产生 了矛盾
,

青年社 会 化 的 规

律
、

青年的成长规律
、

成为社会传递中的难题
。

这是因为
,

上一辈人不再确信他们自己的行

为方式的持久性
,

不再确信他们有能力将行为方式
、

思想方法灌输到下一代人身上去
,

而青

年
,

则 日益求助于同一代人
,

从 同伴那里获得身份的来源
,

解释他们所在的世界
。

人们 日益认识到
,

由于对青年的无知
,

也就加深了对未来社会的无知
,

这样
,

当社会变

迁的速度变快时
,

人类的社会传递就会遇到危机
。

所以
,

青年的社会化 已不再只是一个青年

如何适应社会的间题
,

而是一个认识社会的间题
。

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
,

也是摸 着 石 子 过

河
,

因为
,

青年所在的社会仍在不断地变化着
,

甚至还是有待想象的
。

根据传统的看法
,

青年时期是确定基本价值
、

动机和人格的时期
,

当他成年以后
,

主要

只限于获得与角色有关的特殊技能
。

现在
,

不仅在人的青年期
,

就是到了成年期
、

中年期
,

在主要的生活抉择上
,

仍然可能是未定的
。

在社会传递的理论中
,

就象青年的社会化理论一

样
,

过去是由可预测性和连续性所构成的
,

现在
,

这一概念指的是毕生的
、

无限的和自我定

向的过程
。

青年在社会传递中的出现
,

不是人的社会化在时间上简单地延长
,

而是指社会化有了全

新的内容
。

这就是说
,

人的社会化开始有了终生的性质
。

社会传递的历史发展中青年现象的出现
,

从人类的认识发展来说
,

是对人类局限性的一

种理解
,

对人类潜在能力的一种重视
,

以及对
“
发展

”
观念的崇拜

。

青年现象的出现
,

意味

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
,

不是一种事先作好了安排
,

在预先计划好的轨道上向一个方向移动
,

而是会出现突变
。

由于在每一代都出现了知识的倍增
,

因此
,

上一代人很难为下一代人作出

选择
。

现代社会传递的特征在于将选择的权力交给 * 年人
,

只有这样
,

现代社会才会有持续

的生命力
,

才能不断地推进人类文化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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