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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社区道德建设实效性的思考’

宋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o872)

    [摘要]社区道德建设对于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社区道德建设，需要从道

德建设内化规律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设的根本性;从中介与载体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设的

现实性;从社区道德建设的创新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设的持续性。在当前，增强社区道德建

设实效，需要从居民的道德需求出发，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出发.点;从道德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相结合出发，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基本点;从社区居民生活出发，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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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道德建设是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

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提升人性的系统性社会活

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推进社

区道德建设，提高社区道德建设的实效，对于加强

和谐社区建设，推进和谐文化建设，促进城市稳定

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道”是事物进行运动与发展变化的规律，引申

的意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与准则、规矩，“德”是

得，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

使得自己与别人都有所收益。“道”偏重某种客观

性，是外在的要求，“德”是偏重人的主观方面，是人

内心具有的精神操守和精神境界。

    道德建设是提升社会生活的方式的社会实践

活动。从道德与整个政治的关系的角度看，道德是

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从社会发展

角度看，道德是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调整人们相

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广泛渗透于各种社

会关系，广泛干预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从运行机

制角度看，道德是一种意识的反作用，通过教育和

社会舆论，形成人们的内心信念，以约束人们相互

关系的行为。为了便于和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进

行，必须对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对于

个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道德就是人类社会

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标准

评价的，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

论所维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道德是一种社

会价值关系形式，表现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

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的总和。道德就其

本质而言既是社会关系的调节方式也是人类自身

自我实现的方式和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道德最终

是要在和谐的社会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间确立一

种平衡机制。道德建设包括道德的教育、宜传、提

倡和指导。。从道德实质、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

间的关系等方面出发，从建设的内在规定性出发，

道德建设是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和道德监督和实

施相结合的过程。它是通过加强社会行为规范建

设，提升社会生活方式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看，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社区道德建设是提升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社

会实践活动。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

区与社会》中，用 GEMEINSCHAFT一词来表达

“社区”。“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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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机的生命— 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

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 这就是社会的概

念”。社区是“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

活”共同体。③可见，从理论上看，社区应该是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

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理

论是与社会具体历史实践联系的，与时下的产生背

景相联系。“社区概念和社区实体与人们的生活实

践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区概念的

界定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有助于社区工作和

社区建设乃至地域社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人

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生活实践又在不断拓宽人们认

识社区的视野”。④社区是居住在某一个地方的人

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同时，又是从事

多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地域生活共同体。社

区建设不仅需要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建设与发展，也

需要人文基础，社区居民之间的整合。从这个意义

上看，’和谐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区道

德建设是由城市的社区组织利用一定的形式，对居

民的思想道德观念进行影响，使其形成符合社区需

要的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道德建设是

不断创新社区生活，提升社区生存质量的努力，是

推进社区和谐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

。普遍性是因为，社区道德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

;特殊性是因为，居民对社区道德规范的理解总

体

力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在社区中“开展道德建

设，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素质，培养自己在社区中

自主安排共同事务的观念、能力和习惯，仍是社区

建设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⑥社区道德建设

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推进社区居民的道德实践。

引导人们积极投身道德实践，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强

化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是

当前社区道德建设重点。

    从道德建设内化规律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设

的根本性。马克思深刻指出，“道德基础是人类精

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⑥。

道德内化过程是一个主动性与被动性相结合，主体

性与客体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内在

性与外在性相结合，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观念

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过程。主动性是因为，社区道

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居民自觉和自愿;被动性是因

为，社区道德规范总是居民对外在于居民的。主体

性是因为，居民是从自身的特点去进行道德选择

的;客体性是因为，居民总是一定的社区规范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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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一定主观性。内在性是因为，居民道德的养成

关键在于个人内心道德观念的形成;外在性是因

为，居民的道德修养，根本在于个人德行的协调。

个体性是因为，居民的道德修养，取决于个人主能

动性的发挥程度;社会性是因为，居民的道德养成，

是在社区中进行的。综合起来看，在社区道德建设

中，应该把这些特征进行整合，使得个人思想和行

为相结合，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相结合，个人道德

保持和发展相结合。

    从中介与载体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设的现实

性。中介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枢纽”。“每一个规定

只有通过另一个规定的中介才得与真理相结

合。”⑦列宁更加明确:“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

物，需要有中介(联系)’，⑧。社区道德建设的中介

和载体，是居民思想道德知识与实践的结合点，是

社区道德建设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是思想

道德体系的理论性和道德建设的可操作和实施性

的结合点，是社区道德的个人道德和社区乃至整个

社会整体的结合点，是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善和个人

的思想道德提高的结合点。发现中介和载体，关键

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体现并且表现出居民的潜在道

德需求，并且，通过中介和载体所提供的舞台，促进

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提高，使得道德建设深人人

们的心理和内心，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感，增强社

区遣德建设的系统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此，社区
道德建设要进行理论探讨，真正找到和发现社区道

德建设的各个中介和环节，积极地利用这些中介和

环节，探讨社区建设的载体，找到和发现实现道德

建设的思路、策略、形式、方法、途径，并且，不断地

使之具体化，向着实践的方向转化。只有坚持从实

际出发，从载体建设出发，才能找到社区道德载体

建设的切人点。

    从社区道德建设的创新出发，把握社区道德建

设的持续性。社区道德建设不可急功近利，要注意

社会效益，体现出时代和地方特征。一方面，要完善

社区道德建设的体制，健全社区道德建设的机制，保

证社区道德建设的协调性、稳定性、持续性，在人们

的生活，尤其是社区居民生活、思想、观念、意识发生

变化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社区道德建设的实效和

持续性的结合，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支撑点。

    首先，因地制宜，不搞模式化，实现指导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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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针对当前不同类型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社

区道德建设建设。对于企业型的社区，社区道德建

设注重社区与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突出社区

的领导作用;对于居民型的社区道德建设，重点抓

市民规范化教育，注重家庭美德教育，培养良好的

市民素质;对于综合性的社区，道德建设应该突出

个性，突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灵活性、独特性，

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其次，探讨社区道德建设的独

特规律，实现社区道德建设的工作机制的创新。把

社区道德建设的教育和社会管理相结合，把创建文

明城市与社区道德建设工作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增

加对社区道德建设的社会投人和融资机制建设，都

是加强社区道德建设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再次，还

要研究和探索社区道德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实

现活动方式的创新。例如，在全国一些社区中兴起

的“道德银行”、深圳市的社区，通过发展“义工联合

会”，通过健康有序的运行，把精神的财富的积累和

道德资本的储蓄结合起来;既借鉴了市场经济运作

规则，又规避了等价交换的道德市场化倾向，对现

行的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机制起到了有效的完善和

补充作用，是社区道德建设的形式和体制的创新。

    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

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使

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

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提高社区道德建设实效，

能够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全面提升社区生活质

量，加强与改善社区治安，强化城市管理，促进城市

稳定和发展。

    从居民的道德需求出发，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

出发点。动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源

泉，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看，需要则是动机产生的

基础与源泉。道德的需求是人的需求中的重要方

面。而“需要是有机体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

的稳定需求，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社区生活中，人的社会化、全面发展、自我实现、

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综合素质、健康人格塑造等方

面都需要道德，一切的人在社会活动都需要道德。

并且，“道德需要既是人的多层次需要中的一种高

级需要，是人作为理性的社会动物的精神规定，又

是人们行为规定。，，o因此，道德是个人社会化的基

本需求，也是自我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在推进社区

道德建设中，不仅要认识居民在社区中的道德需

求，更要正确认识和激发社区居民的道德需要。社

区道德建设的实效不是体现在包治社区百病的灵

丹妙药，也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而是在社

区的发展建设中，通过社区道德教育，启发居民认

识自己的道德需求;通过“润物细无声”的道德实践

和陶冶，满足居民的道德需求;通过社区道德监督

和约束，提高居民的思想和道德素质，提升居民的

道德需求;通过挖掘居民潜在的道德需求，激发居

民投身于社区道德建设的热情;通过发挥居民道德

需求的作用，推进社区道德建设的发展和社区的全

面进步。

    从道德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出发，找到社区

道德建设的基本点。社区道德建设需要一定的以

伦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机制。社区道德

建设的实效取决于“制度路径依赖，，o。在社区范

围中，培养居民的良好品性、性格，塑造优良的德性

意识，离不开制度规范和完善。“法律确定了那种

所有其他活动都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基本结构”。。

因此，外在的公民道德意识的强化与规范化，在于

发挥现代性道德效应的积极价值，他律是实现道德

自律这一道德品行的客观依据。制度是为决定人

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地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

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

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同时，任何

外在的制度安排与非制度设施，必须经过内在的

“意志自律”的升华，“人们必定愿意我们的行为准

则能够变成普遍规律，一般说来，这是对行为的道

德评价的标准。”。伦理制度依道德规范而设置，其

职能是督促、监督、保障主体遵循道德规范，实现道

德价值。因此，建立健全伦理制度，社区道德建设

应该注意体制和机制保障。一是，从社区道德建设

自身的系统性考虑，加大对于社区道德建设的整体

性的思考，加大对于社区道德建设的规律性的认

识，通过建章立制，把教育和管理相结合，从各地的

实际出发，通过规范，培养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和

精神，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大力加强道德建

设。二是，建立社区道德建设评价和监督机制。以

正确的评价机制引导的社区舆论，发挥道德的功能;

健全的监督机制实现道德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以

德治社区”和“以法治社区”相结合，把“软件”硬化。

    从社区居民生活出发，找到社区道德建设的生

长点。社区是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也是他们的生

存方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

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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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区道德建

设，绝对不是让居民知道现实的道德观念是什么，

而是把社区的道德观念，借助于一定的途径 ，变成

人们的潜意识，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日常道

德形态”。从这个意义看，道德建设的任务是把反

映现代化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最大限度的被

再生为人们的日常意识，使得人们的日常意识优化

与重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

怎么样。。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社区居民对于道德

接受和认同，往往来自于自己切身感触到的、生活

于其中的具体的现实的综合。要塑造具有一定思

想道德素质的人，就应该在现实中，在社区居民的

现实生活中，把道德建设的意识与工作渗透进去，

把整体的抽象的道德规范的理念，变成现实中人们

的实践和生活的信条和规则，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

解决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方

面。为此，要紧密地与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相联系，与

社区的文明、经济、文化、环境、治安等各方面的工作

相联系，围绕社会的热点展开工作，及时地了解人们

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变化，关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的发挥，解决居民思想中的难点，增强社

区道德建设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加强活动的效果。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是进行公

民道德教育的课堂。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以及

城市社区、农村基层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有着义不容

辞的责任。”因此，把握社区道德建设的基本环节，

提高社区道德建设的实效，真正发挥道德建设在社

区发展中的作用，真正推进社区更加和谐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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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imProvementofactualeffectofcommunitymoralconstruction
                                      SONGYi

(SchoolofMarx￡5。，Reom云。Lln汇*r:艺t夕ofCh葱na，Be云jing100872.Ch￡na)

A加tract:Communitymoralconstructionisofsignificancetocommunityconstructionanddevelop-

ment.Consolidationofcommunitymoralconstructionneedstomasterthebasisofcommunitymoral

constructionfromtheangleofinternalizedlawsofmor母Iconstruction，tomastertheactualityofcom-

munitymoralconstructionfromtheangleofagentandcarrier，andtomasterthesustainabilityof

communitymoralconstructionfromtheangleofinnovationofthemoralconstruction.Presently，the

imProvementofactualeffectofmoralconstructionneedstofindtheinitiativeofcommunitymoralcon-

structionfromresidents.moraldemand，tofindthebasisofcommunitymoralconstructionfromcom-

binationofthesystemwithmechanismofmoralconstruction，andtofindthegrowingpointofcom-

munitymoralconstructionfromthelivingofcommunity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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