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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分析

◎曹梦凡
摘要：当代中国的道德观念与评价体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从过去提倡个人为集体奉献的集体主义到如今个体主

义兴起。同时伴随其兴起的还有以“道德滑坡”“人心不古”等负面词汇来批判个体主义兴起的现象。然而，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体主义兴起并非意味着“道德滑坡”。本文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评价与解

释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现象，展示经济结构变化引起道德领域变化的内在机理，由此揭示个体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

论证为何当今社会正发生的是“道德变迁”而非“道德滑坡”。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尝试对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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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在道德领域正在经历一

场深刻的变迁。依照过去的道德评价体系，

个体主义的兴起是应当被批判的，“个体

主义是一个带有自私性质的消极意义的词

语”。然而个体主义的兴起并非没有缘由，

也并非没有进步意义。本文将尝试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入分析道德领域变迁以

及个体主义兴起的根源和意义。

一、发生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

道德标准和评价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不断变迁。中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在历史

上发生过多次转变。从过去儒家推崇君子

般完善、高尚的理想人格；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代，“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等奉献精神被大力弘扬。然而

改革开放之后，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集体

主义逐渐式微，个体主义逐渐兴起。一些

学者也已经研究发现在中国有个体主义逐

渐兴起的趋势。中国社会中个体要求保护

自我权益的声音在不断壮大。这一点从央

视小品《扶不扶》就可以窥见端倪——扶

老人前需要做好防备才能放下负担去做好

事，而在过去，扶老人甚至舍生取义等无

私奉献的行为再稀松平常不过。“中国社

会的整个价值观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强调牺牲、义务为重点

的伦理价值观，向个体主义式的强调权力

和自我发展这种价值观进行转换”。

二、滑坡还是转型

（一）经济结构领域变化引起道德变

迁的内在机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出，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

现代性社会和现代性历史阶段上，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对于其他领域

诸如道德伦理，哲学艺术等起到重大的甚

至决定性作用。到了近代阶段，物质生产

不断扩张，商品经济不断地向各个领域扩

张，甚至成为了生产领域的一种结构性的

原则，一切劳动的产品都成了商品，一切

生产劳动的要素也都来源于市场。生产领

域就形成自身的一种规律性。从近代开始，

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生产的领域才从伦

理道德领域政治领域，分化出来成为一个

独特的领域拥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也正因

为有了自己的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

这个领域的学科才开始建立起来。因此，

市场经济的原则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

这个社会的其他层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甚至决定性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

被摒弃，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结构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入而广泛

的影响，集体主义逐渐式微，个体主义逐

渐兴起。要求保护自我权益的声音不断壮

大。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个体几乎都不拥

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因此，

个体利益和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集体利益

和命运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形成强调

以集体利益为先，“大公无私”，“小家

服从大家”的道德规范也十分自然。而在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个体和企业在市

场中都相对独立。市场上商品的所有者遵

循着在市场中等价交换的规律，平等地交

换劳动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个

体都成为了利益主体。个体的利益对于个

人命运的重要性显著提高，而集体利益对

于个人的重要性却大大下降。与此同时，

“铁饭碗不再”这一事实在促使个人提升

自身的竞争力，否则就会被解雇”。个人

在市场中的良好发展需要每个人自己争取

和维护个人利益，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完

全或者极大程度上依靠集体。在这种情况

下，过去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

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曾经赖以维持生命力

的环境，忽视了当下社会中个人对于自身

利益的维护需求，也因此失去其像过去那

样的拥护与认可。而此时，“公正”“平等”

等等重视个人权益的道德规范则更加符合

人们的期待，也更加适应当下的经济结构。

由此，道德变迁就发生了。

（二）个体主义的兴起是具有合法性

的，甚至有进步意义的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现代历史阶段，物质生产的原则必然对

伦理道德领域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只

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个人的自由权利

和独立性才得到承认。这个时候个人才

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参与经济过程。由

此，他也作为权力的主体得到社会的承

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权利的优

先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确立的”。

个体主义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而兴起，因此这种兴起是客观发生的，

有其发生的根源。

再者，个体主义的兴起有其进步意义。

因为，“无论是对个人整体还是人类整体



015

而言，个人利益的维护都是生命延续的前

提，也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极大地激

发了人们的创造力 ，使人们的个性得到

张扬，主体意识日益觉 醒 ，个人的权利、 

利益和尊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确认”。相

对于过去集体主义兴盛时，个体过分压抑

自身需求以及忽视自身利益和价值的现

象，个体主义给了个人自我尊重的正当性

和空间。个人利益的维护有助于个人的良

好发展，同时个人的良好发展也是集体良

好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定程度的个体主

义是合理的，甚至是有利的、进步的。

当我们在说道德滑坡时，应当是在

道德评价标准尚未改变，仍然可以用同一

个道德标准去要求和评价民众的道德行为

时，倘若民众的行为有违于道德标准，我

们可以评定为“道德滑坡”。然而基于历

史唯物主义，当经济结构已经引起上层建

筑中的道德观念发生变迁，此时仍然以旧

的道德观念来约束人的行为，评判人是否

道德，则变得过时且不适用。

此外，个体主义固然已经兴起，然而

作为一种提倡个体关注自我、重视自我价

值、维护自我利益的思想观念，个体主义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人的良好发

展。而个人的良好发展是集体良好发展的

基础。因此，体现个体主义的现象不能被

简单判定为“道德滑坡”。

基于此，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

个体主义兴起引起的道德转型，而非道

德滑坡。

三、对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几点建议

在当下的经济结构影响之下，一味

地要求民众依然遵从过去的道德标准，是

脱离实际的。当下个体主义的兴起是合法

的，并非道德堕落抑或滑坡。在个体主义

原则兴起的当今社会，一味地与 社会风向

相逆而行，并不能产生有效的正面提倡效

果，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社会流行伪善风气。

因此，在倡导民众向善向好的同时，也应

考虑到公民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一者不

宜设定过高的道德标准，标语和口号应当

结合当下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所处的历史阶

段。二者要在提倡公德的同时纳入对私利

的考量，用完善的制度去保护行善者的合

法权益，解除其后顾之忧；用优厚的奖励

鼓励个人行善遵守公德；第三则是明晰道

德底线，并用法律为道德托底。在当代的

社会语境之下，提倡人人做“圣人”“君子”

甚至“雷锋”都已经极其困难，划清道德

底线至少可以让公众明白什么不可为。当

“有所为”变得难以实现，至少让民众有

所不为。同时这种底线也给个人维护自身

权益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四、结语

尽管用旧的道德评价体系评判如今的

个体主义兴起时，会得出当今社会“人心

不古”“道德滑坡”的结论。但基于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旧的道德规范也应被重新审视。当

时代变迁，“人心不古”未必是贬义词。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道德变

迁。此时的道德规范以及评价体系也应做

出调整，与当下的经济结构相匹配，才不

会导致伪善的盛行。同时，个体主义的兴

起也应受到来自社会公德、法律制度等的

约束，防止其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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