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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嬗变的基本图景
*

王 永 志

摘 要 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中国政治转型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表现。实质上，

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活秩序和逻辑变化的一种应然反应。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治价值呈现出了一定的基本图景，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的并存; 感

性政治价值与理性政治价值的交织; 理想政治价值与世俗政治价值的融合; 一元政治

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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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价值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

治生活准则的高度凝炼，集中体现着政治生

活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

嬗变首先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归根

结底是一场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渐进

性政治现代化运动，即 “在经济民主化的基

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①。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政治价值嬗变是中国政治转型在价值层

面上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对市场经济发

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活秩序和逻辑变化的一种

应然反应。

一、政治价值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且

共同并存

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价

值取向，那就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果说

前者主要是从 “过去时”的维度对人类政治

社会进行考察，那么后者则更侧重于将人类

政治社会置于 “将来时”的维度进行分析。

传统为现代提供赖以生成的土壤，现代需要

在传统中孕育。现代的生成，意味着传统的

产生。现代也将逝去，成为传统。人类政治

社会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的博弈过程中被

创造出来的，并不断更新着。按照郑杭生的

说法，这可以称之为 “现代的成长”和 “传

统的被发明”②。

传统政治价值的嬗变，以现代政治价值

为基本旨趣。在一定程度上，后者对前者具

有方向性规定。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价

值嬗变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这一时空背景

下，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化。

实现传统政治价值的时代更新，既不是对

传统政治价值本身的排斥，也不意味着我们要

彻底将其抛弃。实际上，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由

传统政治价值和现代政治价值所交织的动态

画面。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具有一定

的共生性。历史上，我们对此有过错误的认识，

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一些有识之

士指出，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不具有现代性，无

法适应“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 由个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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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趋于 国 民 政 治; 由 官 僚 政 治 趋 于 自 治 政

治”③的现代社会，必须予以抛弃。再例如文化

大革命时期，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

线的指导下，儒家传统政治价值更是受到了

彻底的批判，被全盘否定。事实证明，儒家

传统政治价值并不都是糟粕，一些内容仍具

有时代意义，值得继承发扬。同时，也为现

代政治价值提供了基本的生长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地改变着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促成了中国人实现从

传统的计划意识向现代的市场意识的根本转

向，直接 把 市 场 意 识 推 向 了 中 国 社 会 的 前

台。”④以往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价值集中

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人民民主、集体主义等开始褪掉 “左”的色

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内在

要求为逻辑起点，逐渐走上了自我否定、自

我更新、自我丰富的建构之路。在这一过程

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塑造力得到了毫无

保留的发挥，源源不断地将内在的规则、机

制和精神强制性地注入到传统政治价值日益

干涸的躯体，赋予其新的灵魂，激发起了无

限的生机和活力。现代政治价值彰显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塑造的印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化

就会达到什么程度。因此，传统政治价值向现

代政治价值嬗变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二、政治价值从感性向理性转变，且

相互交织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人们对

它的理解，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受到

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又为一定的认

识水平所制约，并掺杂一定的个人情绪、感

情和偏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思想观

念的影响，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认识

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更多地集中在感性认识

的层面。一方面，从本本出发，错误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一些经典语句视为至

理名言，作为评判标准，将社会主义等同于

计划经济、公有制、平均主义、高度集权等，

进而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另一

方面，向苏联学习，以苏为鉴，接受和承袭

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将 “历史

唯物论简单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论，……

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单化地等同于 ‘阶

级关系的总和’，并使之教条化”⑤。

这一传 统 思 想 认 识，脱 离 了 客 观 实 际，

缺乏科学性，以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将人们

的头脑禁锢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社会

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政

治价值理解的碎片化、简单化、教条化、庸

俗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领导人的看法和

注意力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

底线就会被突破，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就会

急转直下，最终 “阶级与非阶级的、敌对与

非敌对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纠缠在一

起，一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关系 紧 张 无 序，

宪法及其法律体系遭到破坏，使中国政治生

活走入了绝境。”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立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解放思想，深化对社

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破除一些旧的、不合

时宜的传统政治价值的同时，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政

治价值，以“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

治”⑦为时代诉求，重塑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判

断标准，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对社会主义政治

价值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在

摒弃传统的以 “政治”为本位的感性认识的

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进行重新

建构，实 现 了 认 识 的 新 飞 跃。相 比 较 而 言，

新的认识更加突出以 “经济”为本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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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性化，以及在理性思维指导下进行政

治生活。这就为现代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思想

基础，因为“现代政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

元分割的政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

民主法治的政治。”⑧

现代政治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

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的理性化趋向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随

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感性政

治价值及其残余形态将不断走向势弱，由认

同走向认异。而理性政治价值将会被人们所

普遍认同，妥协、宽容、对话的政治理念和

规则 将 日 益 深 入 人 心，一 个 从 发 展、民 主、

权利、法治等方面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重新

定义的理性时代会真正地到来。

三、政治价值从理想向世俗转变，且

有机融合

政治价值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政治

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

可以说，没有对理想政治价值的追寻，就没

有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理想政治价值，就

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旨趣。

历史上，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要实现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除了进行

革命，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样，革命

成为了人们的共同理想，获得了较高的认可

度。革命理想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其本身

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我们

仍然固守僵化的革命思维，以革命理想主义

者自居，过分夸大革命理想的作用，将其绝

对化、扭曲化，甚至空洞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逐步

打破思想禁锢，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将注意

力转向经济建设，从发展生产力的层面把握

社会主义的本质，立足社会主义 初 级 阶 段，

注重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开始了对理

想政治价值的重构。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

的，没 有 革 命 精 神 就 没 有 革 命 行 动。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

讲牺 牲 精 神，不 讲 物 质 利 益，那 就 是 唯 心

论。”⑨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和物质利

益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以往片面 强 调 理 想、

精神、奉献的政治价值失去了昔 日 的 权 威，

逐渐“接地气”，走向世俗，注重物质、利益

和索取的政治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可。

世俗政治价值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势必

对空洞化的理想政治价值造成 挤 压。但 是，

这并不意味着理想政治价值将彻底走向没落，

被世俗政治价值所淘汰。实际上，两者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能够实现有机融合。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

用经济思维解决政治问题，进而推动着理想

向世俗的转变和回归，逐渐实现了国家理想

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 社会理想与个

人幸福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与个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统一。但是，需

要警惕的是，世俗政治价值对物质利益的强

调，必然激发人们潜在的物质占有欲望，导

致功 利 主 义、拜 金 主 义、享 乐 主 义 的 盛 行。

“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他的命运便是冒

险，便是获利。……金钱成了人最大的等价

物，比出身门第更有力量。”⑩人将在自我物质

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不断被物所异化，个人

利益至上，金钱万能论，有用即真理将大行

其道，“真实自我”将逐渐吞噬和背离 “理想

自我”，进而使庸俗政治价值肆意泛滥，腐蚀

和毒化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四、政治价值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且

彼此互动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并

存的社会，其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导政治价

值，居于优势地位。在价值张力的作用下，主导

和非主导政治价值始终处于互动过程中，两者的

博弈和较量实质性地推动着政治价值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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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

全，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着力构建

起了与之相适应的一元政治价值。这里，一

元政治价值不仅表明数量上的多寡，而且表

明地位上的至上，一元独大。前者旨在强调

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是唯一的政治价值，其

他政治价值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后者旨在强

调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绝对地规定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

在一元同质化的社会里，国家和集体具

有强大的个人管控能力，单一化、平均化的

利益获取机制，最大限度地阻碍着人们对非

主导政治价值的选择。这不仅保证了社会主

义或集体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扼杀了其他

政治价值生存的空间，将其边缘化。个人对

自我生存利益的担忧和保护，使其无力和无

意承担认同非主导政治价值所带来的巨大代

价。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鼓噪下，人 们 偏 执 于

“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大搞政治运动，进

而不断强化着扭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改革开 放 以 来，在 思 想 解 放 的 引 领 下，

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经济权利的要

求日益强烈，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个人

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关系逐渐被打破，原有

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维单向关系被

多维双向关系所取代。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

和精神，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追求个人经济

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尊

重个人利益，呼唤人格独立，促进个人发展

是市场经济的内蕴精神。在市场 经 济 时 代，

个人必将 “以一 种 全 面 的 方 式，也 就 是 说，

作为一 个 完 整 的 人，占 有 自 己 的 全 面 的 本

质。”瑏瑡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每一个

独立的个体都有自由选择一定的经济生活的

权利。因此，市场经济生活越多元，政治价

值的分化就越剧烈，多元政治价值的现实性

也就越突出。

虽然政治价值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多元政治价值的并

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

位。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仍然是我

国的主导政治价值，继续规范和引导着多元政

治价值。一元与多元政治价值之间已经不再是

一种控制与被控制、肯定与否定的关系，而是

一种主导与取向、并存与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一元政治价值通过吸收多元政治价值的合理

成分，进一步丰富着自己的基本内涵。另一方

面，多元政治价值则通过自我革新，适应一元

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当前，在多种所有制经

济长期并存的情况下，政治价值多元化的态势

将会更加明显，势必挑战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

地位，弱化其规范力和引导力。对此，我们需

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建构，进一步增

强一元政治价值的统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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