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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的
理性思考

———以“返乡记”为缘起

张 永 伟,房 晓 军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２５５０４９)

摘　要:近年各种“返乡记”记录了一些农村道德问题引起国人的关注与争论.理性思考这些问题,将

直接影响人们对农村改革总体性成就的评价以及未来农村发展的指向.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理论视角,当前

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流积极;而当前农村存在的道德问题只是伴随农村社会发展进步而来的阵痛;

农村变革发展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必要条件;重构“集体”将是消解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

题最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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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广大农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广大

农民逐步走上了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小康之路.然而近年来,各种“返乡记”不断出现在媒体报

端,其中有关一些农村村风礼崩乐坏、败德行为屡屡出现,人性恶化、代际关系失衡、老人自杀多发,
人情异化、攀比盛行、豪赌无节制等乡村社会道德问题的描述戳痛了无数人的情感神经,成为一种

新的“乡愁”,也因此引起了有关乡土沦陷与希望的激烈争论.所有问题的记录与争论,其实质都涉

及到该如何评价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是不是真的存在“社会进步/道德退步”的二律背反? 更有

甚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时候不单是纯道德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农村改革总体性成就的评

价以及未来农村的发展指向.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理论视角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

而又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以期帮助人们舒缓情绪化的感慨,真正以一种科学、务实的态度面对

问题,解决问题.

一、历史地、发展地看,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流积极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

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１]习惯也就是人类最早的道德形态.人

类社会形成,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各种联系,形成各种关系.而随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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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人们在生产、交往实践中,又不可避免会产生个人间,个人与群体、
社会间在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为了化解利益矛盾冲突,协调人际社会关系,人们渐渐形成了一

些基本观念和行为准则,这其中最早的、最主要的就是道德.因此,道德不是天生的,而是为了人而

产生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关系调整的需要,由人创造出来的人造物.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

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
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

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２]５２４.所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
人们在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总之,道德根源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社

会生活,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２]５２５

由于人的社会生活,人的需要和社会关系不断的发展变化,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也就会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的需要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因此,理性地评

判当前农村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应坚持历史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标准和态度.
肇始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

会不断发展进步.而根据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社会有机体一切要素

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人造物的道德是为人的,其最终指向也是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判断某种道德演变是进步还是退步,在肯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决定作

用的同时,主要就在于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与“人民公社”时代相比,农村体

制改革以来,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发展,泥泞的小道变成了“村村通”水泥硬化路;房子

越盖越漂亮,越来越宽敞、舒适了;吃的、穿的、用的越来越丰裕,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了.用农民

自己的话说就是“和过去比,现在的日子那就跟天天过年一样”.与此同时,曾经高扬“集体主义”原
则而漠视甚至否定个人、私人利益,扼杀自由个性的假大空的道德说教也被抛弃,道德真正走进了

农民的实际生活.农民个人的需要、价值、尊严得到正视、肯定和尊重;个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

性受到确认、推崇和张扬;个人发展的自我设计、选择、实现更加自由、全面和个性化.农民的道德

主体性日益确立发展,道德真正成为了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农村的开放性、农民的流动性不断增

强,农民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宽广、生存发展方式越来越多元、自由,农民的人生越来越丰富

多彩.因此,无论是从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农民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角度,农村

体制改革以来“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３]１３４.总之,
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流积极,这是任何秉持客观公正态度的人都不会、也不能否认

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有勇气来探讨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也才有自信能够正确面对并最终

消解这些问题.
近年屡屡刷爆荧屏的各种“返乡记”以回乡见闻的形式提出了农村现在存在种种“不道德”问题

或现象,好像今天的农村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走向“沦陷”.但我们仔细去观察的话,不难发现,很多

时候这主要是一些城市人特别是一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人在以一种静止的标准,或者是从

城市角度、拿城市的标准来衡量处在社会另一端的农村,或者是从“诗意田园”角度、拿理想化的目

标或标准来评价变革中的农村,或者是从“儿时记忆”角度、拿过去传统的标准来审视今天的农村.
这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

会经济状况的产物”[３]１３４.抱着一种社会优越感,以明显带有情绪化的一种俯视的视角,拿一种城

市标准,或用不具历史发展现实性的、理想化的标准,又或以一种“旧时的老眼光”来衡量今天农村

社会的道德状况,都不可能正确评价当前农村现实的道德状况,更不可能找出农村道德建设有益的

根基与路径.道德是在历史上产生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

的自主活动的历史.因此,评判农村道德状况,对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的唯一途径

就只能是将这些问题放到日新月异的农村社会变革之中,放到农民个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的



过程中去.而事实是无论农村的变革,还是农民的变化都在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当前农村包

括道德在内整体社会发展的主调.

二、从农村变革的背景看,当前的社会道德问题是伴随农村社会发展进步而来的阵痛

我们认为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流积极,这是依据农村历史发展和农民现实生活

实际做出的总体性判断.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不到当前农村社会的纷繁复杂性.对一些地区、
一些人群中存在的严重道德问题我们也并不是捂起眼睛来看不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年来,农村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是有现实依据

的,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引人质疑的道德问题.“返乡记”的各种见闻,很多或许都是真

实的场景.诸如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利益至上原则对农村人情的冲击,农村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
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一般来讲,人们更习惯于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来获知有关道德信息,更倾

向于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近年来,一些农村人情的异化已成为许多农民难以承受之重;一些村庄

呈现灰色化,横暴力量面前,农民更多的感觉只是孤单和无助;一些地区代际关系失衡,老人自杀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倍感伦理坍塌、孝道无存.再加之,现在农村的开放性和农民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外边的世界对农民而言已不再陌生,现实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深深地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

经.而随着各种新兴媒体如电脑、手机、网络在农村的推广与普及,一些媒体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放

大也深深撩拨着人们的情感神经.由此,通过这些负面见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切身感

受到的是孤独、寂寞与彷徨,是个人的无助和受伤害,从而产生了严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愤懑情绪.
因此,当前农村社会存在不容忽视的道德问题,也是一种现实判断.

但是,承认当前农村社会存在道德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坚持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总体向好、主
流积极的态度.我们不能仅依据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通过个人零星的直观见闻来评价当前整个农

村的道德状况,搞以偏概全,而要学会突破一时、一地、个体的视野,以历史的、整体的视野,从人类

历史发展的大过程和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大盘来审视理解当前农村整体的道德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任何的问题,都必然根源于实践活动自身,根源于

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变革的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

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

中去寻找”[３]７４０Ｇ７４１.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农村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要
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农村的社会道德问题,还必须到当前农村千年未有之大变的社会基础的变革

中去寻找根基与途径.
首先,当代农村最鲜明的特点是由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农村体制改革使乡村几千年以来以

血缘、地缘、人缘为基础的、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城务工而渐趋瓦解,农民传统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为多元化的、开放性的生产生

活方式所取代.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与此同时,农民

内部的层化、异质化、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农民工”标签化、农村留守

问题等也日益凸显.
其次,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所有制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再到“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取消农业税、土地确

权颁证、国家财政惠农等的实施是农村３０多年来最根本性的变革.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这些改

革,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新性,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民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极大提高;农民的精神风貌、形象气质、品德素质

进一步转变.另一方面,村庄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却渐趋丧失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民的原子化、疏
离化日趋凸显,村庄道德秩序赖以维系的村庄共同体渐趋瓦解,农民的归属感日益无处着落.



最后,市场经济浪潮的涌进是农村的另一根本性变革.传统中国乡村几千年来就是农耕经济

模式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差序格局”为基调的人情社会.而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

渗透发展,市场化使得农民的个体权利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自我价值观念等都有了巨大的变

革和进步.但同时市场经济有关等价交换、利润至上等法则也有在农民的精神领域以及日常生活

中泛化的趋向,“金钱”日益成为一些人行动的依据,人们原先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冷冰冰的金钱

所湮没,日益理性化、物质化.
总之,农村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发展有了巨大的活力,农民的自主性、创新性、

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及自身形象普遍提升.不可否

认,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人们反映强烈的社会道德问题.但这些都缘自当前农村社会极为

快速猛烈的变迁,是农村发展进步中需要经受的“现代化阵痛”.理性对待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

既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既要有目标导向,也要有发展耐心;既要有忧民疾苦之情怀,也
要有历史发展之眼光.

三、唯物辩证地看,农村变革发展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必要条件

某种程度上讲,评价当前农村社会道德状况,与评价农村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及面对的问题

具有同一性.当前农村社会中确实存在一些复杂严峻的道德问题,但这都是农村发展进步过程中

的问题,是社会大变革这一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发展中包含着痛苦经历的积极阶梯,是农村社会发

展无法跨越的必要阶段在人的意识领域、社会道德领域的必然反映.
改革前,人民公社集体体制下的农村,仍然属于传统封闭型的以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为基础的

乡土“熟人社会”,农民仍然处于“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下.其最大特征就是农民个人缺乏独立性,总
是从属于家庭、宗族或者“集体”等超经济的权威,表现为一种“人的依赖关系”,即人身依附关系.
这种形态下,所谓的道德也更多地表现为狭窄范围内或者是小圈子内的一种以“差序格局”为基调

的“私德”.而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浪潮涌进农村,打破了农村原先封闭的集体经济

体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把农民从对集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推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集体化终

结,农民回归个体化或核心家庭化,每个农民或其家庭成为一个独立实体.加之,成为独立实体的

农民或家庭很快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大潮.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作为中介使

人际关系很自然地、较顺畅地由“人的依赖”转向了“物的依赖”.这样,农村社会的“市场化”就进一

步强化了农民个人或家庭的实体地位,从而在物质经济关系层面保证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的生

成.用农民的话来讲就是“现在谁也不指望谁,各人挣各人的钱”.因为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或其

家庭都是具有主体地位的实体,而不再是附属于集体、他人可以任意支配之物,所以个体生命中潜

藏的巨大创造力得以充分开发与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得以长足发展进步.而与此相对应,体制改革

３０多年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当代农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
创新意识极大提高,人们的干劲、活力显著增强,广大村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农村生

活环境、公共秩序、村容风貌等都发生了积极变化,整个农村及大多数农民的道德文明水平都得到

了不断提升.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去集体化以后,农民也有了逐步原子化、疏离化的趋向.再加之,“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４]１０７形态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是实现了“人的独立性”由对人身或

某种超经济权威的依附转变为对商品、货币的依附.“人”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解放,在物欲的影响下

很容易沦为货币的奴隶.而农村现实演化的结果也是,一些失去了集体约束、独立自主的农民受市

场经济趋利性与自身固有小农意识的影响陷入了“唯金钱论”.财富几乎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唯一

目标,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一切有用的东西,甚至包括良心名誉

等都可以用来买卖.“返乡记”所记录的一些农村结婚天价彩礼、性工作去道德化、笑贫不笑娼等现



象的出现就是这种纯粹物化关系的写照.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已然演变成了物对人的支配关系,“金
钱”“货币”成了目的,“人”反而成了工具.这是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农村体制改革使得农民因去集体化而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化倾

向日益凸显,再加上市场大潮的影响,农民间日益理性化的“物的依赖关系”把原先温情脉脉的人际

关系变成了浸透利己主义冰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富有感情

的人情关系日益为非人情化的物质金钱关系所替代,一些社会道德问题由此而生.但“毫无疑问,
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

方性联系要好.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

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

的联系.那是荒谬的.”[４]１１０这种物的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个人发展的不可逾越

的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发展阶段”[５].因为如果没有以“物的依赖”
取代“人的依赖”,没有物化阶段的发展,没有实现“人的独立性”,农民就不可能从旧体制的人身或

超经济依附关系中挣脱出来,也就不可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物的依

赖关系”下基于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
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４]１１０.而人的自主性的达成及个人关系与个人能

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形成恰是人包括道德在内的综合素质发展进步———人的解放的基本要件.
所以,农村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及日益开放、全面丰富的社会关

系和普遍交往的形成为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着积极条件.

四、现实而理性地思考,重构“集体”是消解当前农村社会道德问题最可行之道

围绕“返乡”引起的痛苦纠结,脱离不了当前农村大变革的背景.而“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

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

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２]５４４.所以,对回乡见闻的各种农村道德问题,我们不应该仅是感

慨,而需要理性地对待,积极探寻消解之道.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从整体的、发展的视野来看,当前

农村社会道德问题有一些是农村、农民历史发展的阵痛,难以避免,只能通过农村、农民的进一步发

展来解决;而有一些则与我们的政策、体制等因素脱不了干系,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进一步的政策、
体制改革来舒缓这种阵痛.

一方面,人们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３]１３３.道德可

以说是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２]６０２,是人们因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而由人创造

出来确认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所以,社
会关系、人的生产实践交往是道德的本质基础.而社会关系、人的交往又总是依托一定载体的形式

表现出来,这种载体主要也就是各种共同体形式.在传统乡土中国它主要表现为家族、宗族,在人

民公社体制下则是生产队、生产大队等.农民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主要就是在这些共同体内的集

体生活中形成、实现的.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无论是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化,还是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农业税费的免除、各种财政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在逐步提升农民的独

立性、积极性,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却也逐步瓦解了作为承载农民社会关系基础的村社共同体,使
农民趋向陷入一种新的孤独的自由的原子化状态.去集体化后的农民既没有了传统的天然的联结

纽带,丧失了用于调节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的整合机制,又赶上了市场经济大潮,逐步学会了理

性算计,使人和人之间逐渐只剩下了利害关系和交易.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农村社会逐步陷入道德

真空状态,失去集体规约的农民很容易滑落为“无公德的个人”,在个人利益面前容易出现一系列

“失范”行为.
另一方面,体制改革前的农村,农民之间交往范围小而且稳定,主要局限于狭小的血缘、地缘因



素形成的“差序格局”交往圈子内,人们的关系紧密且固定,从而为乡村道德规范的形成及实现提供

了一个稳定的关系基础.但体制改革,特别是市场化大潮涌进以来,农村开放性、流动性加强,逐步

迈进了互相依赖、全面开放的社会,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因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而突破了血缘、地
域的局限变大了,社会关系较以前丰富了.但是由于整体中国社会变革的时间短促而迅猛,再加上

市场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特性决定了很多时候,农民的交往范围广了但交往程度不够深,流于表

面化.而所谓“丰富”的社会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以“物”为中介的物质关系而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关系,比较容易变化而不牢靠.结果,人们过去习惯的传统道德规范因失却了其存在的固定人际

关系基础,不再适应于今天变革后的社会,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又因欠缺其赖以孕育的社会关

系载体———社会组织(共同体),而发展缓慢跟不上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以致今天处在农村体制大

变革、社会基础结构剧烈变动中的农民有些不知所措,失范行为增多.
总结以上两方面,我们认为当前农村社会一些道德问题比较突出,固然有体制变革、市场化大

潮影响的背景,但农村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单向度地压制削弱农村集体权利、强化农民个人权利的

政策取向及制度实施导致的村社集体瓦解,原子化的社会缺乏对这些冲击的抵抗力,也是重要原

因.而据我们的实际调研观察,南方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宗族型农村以及一些存有强有力村庄组

织的农村较原子化程度较深的农村整体社会道德状况要好得多.
“重个体,轻集体”取向的政策及制度实施固然实现了将农民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农民独

立自主的地位,保障了农民权益不受集体侵害,缓和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乡村社会公共生活日趋瓦解,公共舆论日趋失效,村民归属感消散,村庄伦理失调,社会秩序失序

的道德真空状态.“返乡记”所见闻的各种道德问题由此产生.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这些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集体弱化、缺位造成的,当前农村道德问题消解的关键就是要重新引导农民联合起

来,重塑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使农民回归新“集体”以为乡村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提供者.当

然,我们这里的新“集体”绝不是过去“集体”的简单复归,而是遵循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模
式,既打破旧“集体”的封闭性、褊狭性,保障农民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又继承传统集体亲密无间、守
望相助、平等互惠、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等合理因素后的升华之集体.在新“集体”里,农民既不再

完全依附于集体、是集体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从集体中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与确定性,真正朝着个人

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而有了新“集体”,农村道德规范的形成、维系也就有了现实组织载体.
联合起来的农民既可以以集体的力量对一些“越轨者”和“失范”行为进行规约,又可以以组织的力

量抵抗某些市场负面影响的冲击,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由此可逐步消解.而农村改革,市场经济的发

展,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及其日益开放、全面社会关系的形成则为这种新“集体”的重构塑造了基础条

件.因此,通过重塑新“集体”以消解农村社会道德问题具有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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