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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盘点价值观变迁三十年的大型研
讨会。
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和四十多位国内媒体代表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是根据现场录音编辑而成，细致地记录了学者们在会
上的唇枪舌剑，分歧与共识同在，严肃与调侃共存，颇具可读性。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秋季。
除日常研究项目外，研究中心每年就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主办一届大型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有关
专家和海外华裔学人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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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这是社会活力的体现。
但与此同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迷失在价值观的多元化之中。
本书即为探讨和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进行的一场大讨论。
参与讨论的四十佘位学者分布于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分别对三十年来我国价值观变迁的现状、原因
、存在的问题、重建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见解纷呈，语言生动，充满现场感，从中让你
看到巨变中国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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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场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　　多元化　　主席：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论人：汪　晖　清华大学入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发言人：潘　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
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　　孙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石秀
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新汉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杨松林北京大
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童世骏：　 　　我们进入第一场。
第一场的主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
一共有五位发言人，每人发言时间15分钟。
第一位发言人是潘维教授，他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我们的东道主。
大家欢迎。
　　潘维：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新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谢谢童教授。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去年写的，也是为了筹备这次会议。
我当时思考了一下，价值观问题有什么理论框架？
怎么才能够把它的层次分清楚？
也就是说，真正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讨论？
在这个动机的驱使下，我写了这篇论文，目的是在理论上厘清一些概念。
　　我们感觉到现在社会观念上的高度多元化。
高度多元化的原因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是因为社会利益多元化。
不像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全部由国家垄断，大家实行平均的一次分配，每个人的收入都差不太
多。
多元化的社会就导致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个似乎比较简单。
　　但是仔细观察，价值观里面有很多种类。
我查阅了一下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基本的感觉是价值观种类多元化。
比如人生观、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宗教观、科学观、劳动观、生活观、权力观、权利观，等等
，可谓洋洋大观，无所不包。
这样的话，价值观本身的定义显然是很困难的。
所以到最后，我就把它界定为“社会价值观”，就是我们这次会议主题所突出的——社会价值观。
　　在那些强盛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极其坚强的。
而在今天的中国，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多元化中迷失了。
　　“社会价值观”，我给出的定义是：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
这个明确以后，我觉得思路顺畅了很多。
社会关系分成哪些？
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又是哪些？
尽管社会在高速变迁，但有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是长期稳定的，扭曲这种关系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冲
突。
与此相对应，有些基本的价值观也应当是长期稳定的，这些就是核心价值观。
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有了这么个思考，就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活力的体现，这
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的多元化中迷失了，找不到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各界，在社会道德观、政治历史观、民族国际观这些方面，基本上找不到
共识。
尽管官方有它的一套表述，读的人并不多。
但真正掌握媒体的人——那些在报摊上能卖得出去的报刊的编辑、记者，或者那些不论是小说家，还
是戏剧作家、电视剧作家，所表达的观念与之是有很大分歧的。
所以我感到，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真的是迷失在一般的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里了。
　　再来比较一下那些强盛的国家，我发现，别的国家完全不是这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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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自己留学、生活了很多年的美国，核心价值观是极其坚强的。
你看好莱坞的电影，虽然拍得特别好看，但是它的英雄人物是不死的，好人也是不死的，跟我们批评
的“文革”电影是一样的。
仔细一考虑，我发现那个国家好像没有官方话语，但是它的主流媒体、整个的中产阶级，表达的是一
个核心价值观。
到西欧去，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
因此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下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第一场讨论的这个
主题。
　　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国际观是最不具有普适性的，也是最薄弱的。
一个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垮掉，基本是从国际观开始的。
　　在我的文章中，我把核心价值观按照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了七层。
大家在会议的《资料汇编》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分成这么七层之后，我把它叫做一个同心圆的体系。
这个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
国际观。
也就是说，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
　　在我看来，道德观是普适的，因为社会道德是人类的普适价值。
比如，我们是“人”，所以不能认同杀戮、抢劫、偷窃、欺诈、遗弃、滥淫等行为。
这些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则和行为准则，这些价值一旦迷失了，人类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自然观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自然观是一个核心价值观。
这里边，我主要谈的是科学观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充满各种迷信，那就不是现代价值观。
可是今天在我们国家，似乎在这个基本观念上出现了动摇。
从官方到媒体，鼓吹迷信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到最后讲什么666、888这些所谓的吉利数，楼房里没
有四层，没有13、14层，各种土迷信、洋迷信都起来了。
这是我感到比较忧虑的一件事情。
　　第三层是群体观。
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是有共识的。
但是实际上，当今中国在群体观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雷锋这个榜样人物变成好像是不可能的，甚至有人去分析雷锋自私自利的动机。
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在西方说得是很清楚的。
尽管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有一定的变化，可是因为政治词汇的原因，我们总是认为
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的。
事实上，如果你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他们那儿不是个人
主义，是我们这儿特好的一种集体主义，甚至特别传统的1950年代共产党式的集体主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一定普适的成分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社会观是关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
在市场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
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我们的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
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
这种“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叫做“公民”意识。
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
但是在社会观上，我们今天的共识已经相当小了。
比如，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
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搁置一旁。
可见，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已经处于混乱之中，试图颠覆一些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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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三类价值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是人类比较普适的价值观，但是
它的普适性在逐渐降低。
　　到了第五层政治观的时候，在我看来就不是普适的了。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确实有很多人认为，西方所拥有的政治观念——以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些
词汇为代表的观念，是普适的政治观念。
我为什么觉得它不是普适的呢？
事实明摆着，有这么多种政治体制、这么多种政治信仰、这么多种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同时存在，我们
非说这个是普适的，可事实不是这样。
如果它是普适的，就应该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如果说将来它是普适的，这只是你的信仰。
所以说，我们在政治观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而在我看来，没有共识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就政治体制来说，每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它是强大的、富裕的、发达的，你会发现它那里是有共识的
，是有支持的。
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观是高度分歧的。
我相信，我们这个研讨会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在民族观上，如果说是普适的，我觉得基本上是瞎说了。
因为各民族都在维护自己民族的地位、尊严和利益，自己民族的和别的民族的，当然不是一回事情。
可是，在这个价值观体系下，你会发现，我们是属于最混乱的国家之一。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可以被公开批评。
中华民族从孙中山以来，一直讲民族主义，走到今天，现在讲民族利益就是普适的人类利益这个话的
人却很多。
是谁最先讲这个话的？
是戈尔巴乔夫。
他的整个改革的起点就是人类的普遍利益。
所以，在民族观上，我们原有的共识似乎在消解之中。
　　最后一个是国际观。
在我看来，在这个七层的同心圆中，国际观是最不具有普适性，也是最薄弱的。
整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垮台就是从国际观开始的，因为国际观和老百姓的关系最小，一般老百姓是不在
意的。
你看整个人类历史，从大清朝的历史来看，从苏联的历史来看，都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垮
掉，基本上从国际观开始。
当大清朝体系没有的时候，中国的国际观就没有了。
　　一个社会，有了统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就会带来社会和谐；没有统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
社会崩溃的前兆。
也就是说，核心价值观的混乱，体现了一个社会将要崩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最多元的时期，但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崩溃的时期——三百年的崩溃。
这就说明，一个原有文明的生存体系被一个后来的、游牧的，或者其他阶级、等级的体系摧毁了。
　　我在文章中分清了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七个层次，讲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普适性是从哪儿
开始减弱的、它是从哪儿开始垮掉的。
最后我又做了一点点尝试，讨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机制。
这部分写得相当粗糙，但是也有同事认为，这个讨论很有用。
总体来说，我对这个机制的形成理解得还很不深入。
　　我希望用我这篇文章作为引子，讨论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歧的原因，以及怎样达到共识。
举办这次研讨会，就是想厘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化过程和演变原因，推进对核心价
值观生成和演化规律的理解。
我觉得，很难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就一定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共识的核心价值观。
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一个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新的共识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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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研讨会也是关于推进新的共识，或者说，推进对这个共识的形成规律的理解的会
。
　　童世骏：　　非常感谢潘维教授给我们做的、多多少少可以作为主旨发言的一个发言。
下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孙伟平研究员。
他发言的题目是《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的多元化》。
　　孙伟平：人类在什么时候都存在价值共识　　刚刚潘维教授对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和它的
基本结构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发言，我的发言就接着潘教授的话来讲。
我的题目是《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实际上就是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写了一篇2万字左右的论文，比较长，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下。
这里我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现在讨论得非常多，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在价值观多元化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中，包括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不可能仅仅只有多元化
，或者多样化。
实际上，人类在什么时候都存在着价值共识。
如果没有价值共识，人类绝对不可能团结在一起，甚至我们这个会议，也不可能聚集这么多的学者坐
在一起讨论。
所以我想，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不管是价值观多元化，还是价值观共识，这些都是存在的。
　　要真正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及其共识，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价值”。
因为价值这个概念，决定了我们怎样理解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多元化这样一些问题。
价值论在我们国家的研究，大约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
“价值”概念，主要与“事实”概念相对应。
。
从事实概念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排斥主体的，是超越主体的。
也就是说，事实就是事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样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
在。
但是从价值这个概念来说，它并不仅仅在于主体和客体自身的事实，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是以
人的内在的尺度，或者是主体的尺度为依据的。
也就是说，价值本身因主体不同，因主体的尺度不同而转移。
这样的一个区别，就使得我们在讨论价值的时候，不能按照纯粹的研究事实的方法来处理，否则就会
造成很多的问题。
　　实际上，按照处理事实的方法来处理价值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在学术界还是比较普遍的。
有人在价值领域追求类似于事实领域的真理，他认为有理的价值，就一定要强行推广到所有人。
比如美国，就一定要把它的人权标准，或者是价值理念、政治理念、政治模式强行推广到所有的国家
，其他国家很可能就会跳起来抗议。
在生活中也是同样，即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有人爱吃辣椒，把这样
一个标准推广到所有的人，其他人也会抗议。
这就是说，趣味、价值是可以有争辩的，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主体性，考虑到价
值的因人而异。
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价值的多元化、多样性，理解价值变动不居的特性。
而理解这一特性，是我们寻求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的一个基本前提。
　　随着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的凸显，一种全球性的，或者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价值观共识，会
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需要。
　　之所以存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它的根据和理由也在于价值主体本身，在于不同的价值主体之
间的一致性、统一性。
比如说，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地区、不同的企业、各种各样的群体、各种各样的个人。
每一个主体都有他的基本特点，有他的基本要求，有他自己的利益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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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上的话说，就是有他自身内在的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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