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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以儒家为核心，儒、道、释功能互补的思想基础之上，这构成了
传统中国人生存的基本现实，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格形象和社会关怀。在儒家淑世观念的
主导下，道德修养成为了传统对于个人最为基本的强调，而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的最终表
现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即政治领域）中发挥其积极影响，甚或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标杆，
从而提升国家、天下的道德水准，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状态，以儒家来说，这就是由修身而
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修、齐、治、平的社会实现过程中，毫无疑问，个人与家、国、
天下融 了一体，当然，在 个整体中，道德起到了至 的作用。然而，由于道德在为 这 为关键
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作为群体的普遍性，于是，个人的独特性似乎在道德的领域中被某种
程度消解了。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传统缺乏对于个人的关注，
或者说是以国家、社会取代了个人的价值。当然，在政治集权的现实之下，家、国、天下的利
益被过度地强调，这就导致了个人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但无论如何，这实际上也还
是一种误解，姑且不说道德本身就是指向个人人格的完善，传统中影响甚大的道、释的思想，
同样在不同向度塑造着个体性情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
儒、道、释的思想资源丰富了中国人的个人观和社会观。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人的个人观和
社会观，由于强调道德的核心价值，使得二者实际上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境域的模糊，这
在儒家尤其如此。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开始面 临着革命性的变革，就思想领域来 说，原来儒、道、释三者
所形成的一种思想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西洋的观念不断被引入。尤其是随着中国政府在面对
西方列强的斗争中节节败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弊病，这种批判和反思的
结果就是促进了西方思想观念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被广泛接受。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
批判甚至是抛弃传统，成为了普遍的选择，西化成为主流。坦率地说，这种行为不能算得上
是理智的，但是，这是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无论如何，从这个阶段开始，传
统的思想开始逐渐退出主导的舞台，而西洋的各种观念开始在中国的社会轮换登台，从实
用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几乎任何一种西方的思潮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流
行的理由和事实。与传统社会向比较，这个时代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可谓无限丰富。因此，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西方观念的引入，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样也表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
有着明显的领域差异，成为这个时候最突出的表现，这毫无疑问应当归功于西方观念的影
响。在某些方面，似乎也表现出了和西方类似的特点，比如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
和持续影响。而同时，社会政治、国家政权，成为与个人生活相区别的一个领域，逐渐由道
德教化的象征而演 成一个公共机构，一个建立在制度性（以民主 其基本内核）基 上变 为 础
的公共领域。应该说，这与传统社会相比，毫无疑问是有了显著的不同。因此，就个人观与
社会观而言，也自然地表现出了现代化的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随着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个人的强调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中国
也是如此，似乎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中国传统之退出也



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近些年来盛行中国的国学热以及在此推进下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越来越普遍的接受，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传统难道只能是现代的障碍，中国传统思想
难道就不具有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如果说现代化是必然的过程，那么我们固有的传统应
当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对于个人观与社会观问题的思考也是如此，在现实的观照下，有很
多问题更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1、需要重新 个人 。在西方思潮的冲 下，个性解放和多元化成 了 代审视 观问题 击 为 现时
的基本要求，于是当我们开始以此来审视传统的时候，很多人会以缺乏个人、缺乏个性来批
判传统，认为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缺乏对个人的关注，而西方的思潮则带来了个人
价值的确立，乃至于现代化的开始。问题在于，我们的传统并不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尤其是
个人德性的修养，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只能说中西方由于文化基础的差异而导致了对个人
的文化内涵的定义。在中国，这更多地被表达为道德的修养、完善，而在西方（尤其是近代
以来）主要被表达为自由、民主、平等。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恰恰是西方这样的一
种个人观成为了当前现代化的基本精神趋向。因此，中国的传统的个人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和质疑，这种冲击和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的因素大于学理的因素，这表明其实
个人观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社会的具体进程密切相关。

2、 个人 与社会 中所存在的 。近代以来，中国 的思想和制度之所以会传统 观 观 问题 传统
被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取代，这表明传统之中确实有阻碍现代发展的因素，意味着我们确实

——需要反思传统。以个人观与社会观为例，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传统对于个人层面的关注 基
于道德层面的关注，但是，事实上，由于道德的绝对地位的确立，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之
间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也就是说，当我们都以伦理的规范来要求个人和社会的时
候，很容易把两者的界限模糊。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论者会说传统中国只有公的领域，没
有私的领域。个人的领域和国家、社会的领域，应该说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是属于不
同的空间形式，需要不同的观念来指导。然而，我们的传统强调的是伦理本位，道德的约束
涵摄了这两个领域，从而在社会制度上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集权形式，这样的结果是，
个人的领域不断被社会、国家所吞并、涵盖，于是个人的价值似乎消失在了国家和社会之中。
这样的状态是不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所以，在西方价值传入之后，这就受到了非常严
厉地批判。

3、西方的公民社会适合中国 ？在西方价 不断被引入的背景下， 于公民社会的吗 值 对 讨
论也成为了一个重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
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从现代中国发展的事实来说，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
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
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
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
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4、理想的个人 和社会 是怎 的？在一定意 上，我 必 承 西方思潮所观 观应该 样 义 们 须 认 带
来的现代精神价值，诸如自由、民主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和差异
性，寻找适合中国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公民社会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但未
必适合中国。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之上完成对现代精神的摄入，从而达
到一种新的整合。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