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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疏离
*

漆彦忠

(许昌学院 法政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 ]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均出现了诸多不能完全调适的社

会现象和问题,这是目前社会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加速社会转型和现代型社会建立

的过程中, 人们更多地关注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的不调适现象,而在社会群体意识领域也

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社会疏离就是其中之一。基于一种宏观的社会背景,目前社会疏离变得逐

渐清晰。就其成因而论, 与文化价值观念、制度变迁难以割舍;而就其解决的路径而论,亦与这

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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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一时期的社会心理表征与该时期社会的特
征紧密相关,社会存在不仅造就了人们特殊的思想

意识, 同时也造就了人们普遍化的社会心理反应。

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特征而言,转型与现代社会的构

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制度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已悄

然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体社会结

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等都发生着或隐或显的转

变,也带给人们在心理认识方面的巨大冲击。社会

态度的改变最灵敏地反应了社会现实生活各个方

面的变化,从而使得社会转型期中的人们的社会态

度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表征。其中,社会疏离是存在

于社会个体心理层次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本

文试图对此做一论述。

一、社会疏离的心理溯源

从心理溯源上来讲,社会疏离主要是指由一种

消极的、否定的社会态度所带来的行为表现和结

果,属于社会个体心理研究的范畴。人们在认识社

会的过程中,首先总会建立起个人对社会存在所持

有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相对稳定性的内在心理状态,

即社会态度。它是联结个人主观世界和外在经验

世界的主要纽带,通过对经验世界的价值判断从而

形成对社会存在的总体评价,在具体的实践中经过

反复的印证之后形成一种固定的主观上的认识。

也就是说, 社会态度由个人的情感、认知及行动的

意向构成, 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与个人对

事物现象的认知程度及认知状况密切相关。这种

特性会使得社会态度在社会事件的表现中呈现多

元化的特点。人们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往往并不是

一致的,因此也会形成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态度。

通常人们与某事物的接触频度、和他人的互动频度

都与对该事物及其他对象所持的态度有高度的相

关性。而对事物的否定性态度会极大地降低个人

与该事物的接触意愿,从而在行为结果上表现出一

种疏远和隔离的特征。而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经验

性是社会疏离发生的基本前提。

因此, 社会疏离是指社会个体因缺乏对社会事

物的全面性认识而形成的消极否定态度在个体社

会行为上潜在影响所导致的一种自动疏远和隔离

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个人社会化的过程是形成社

会态度的关键时期,因此也是极易产生社会疏离诱

因的主要阶段。而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使得社会

成员的社会认知能力难以和变迁速度相适应,也容

易产生社会疏离的问题。之所以在目前处于加速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态度表征,

也正是由这一社会过程所促成的。社会疏离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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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特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为有意识地主动背离。

这一特征主要由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所造成。如

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个人对其他文化群体的

某些行为表现总是难以接受,从而表现出的主动拒

绝参与其活动的情形典型地属于此类特征。其二

为潜意识的心理排斥。这一特征则是由于对事物

的认识、情感体验以及喜好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

如不愿介入时尚与流行的人们总会渐渐地会与某

一群体远离。从群体角度来说,社会疏离会使社会

的不和谐因素增加,加强了社会的整合难度。而在

个体层次上易出现一种负反馈效应, 心理疏离导致

行为疏远,行为方面的疏远又进一步加深对事物的

偏见。因此,社会疏离的危害在个体和群体层次都

是比较大的。在加速社会转型时期应当对这一社

会心理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目前的研究中,社会疏离通常被称作社会疏

离感。相对而言,社会疏离感更侧重于说明人们在

心理层面而非行为特征上的社会疏离现象,通常指

一种由外部社会存在加诸于社会主体以某种压力

而使社会主体产生不调适反应的心理过程,即社会

主体经历一种被动的感觉过程,而非主动表现的过

程。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行动主、客体关系

的调整或不清。就我国社会转型而论,在社会制度

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所表现出的碎片化特征使得

一部分人或群体被远远地抛离在社会制度和结构

之外, 从而使得一种社会主体地位转变为一种社会

转型的客体地位或边缘群体地位,以致在人们的主

观心理上产生出普遍的被社会所丢弃的感受, 从而

形成社会疏离感。如制度改革使一部分工人下岗,

从一种国家主人翁的主体地位和感受中降低为弱

势群体, 成为制度改革和社会前进的逆动者, 因此

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会自然地产生一种被制度所

抛弃的而难以融入社会或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疏

离感。实际上疏离感在成因上来说很少与文化价

值观念或社会态度有因果牵连,而更多的是与某种

社会变迁的方式、途径以及过程等有直接关系。也

因此成为社会转型期内社会边缘群体心理的重要

特征。

二、当代社会中社会疏离趋强的成因

分析

当代社会中社会疏离的趋强并不是单纯的一

种假定,而是一种理论的推论或者说是多种理论共

同趋向的结果性说明。社会疏离也不是某种社会

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后果, 在任何社会中, 一旦某种

机制或制度的设置使得一部分人群或个体在社会

认知上出现隔距或者间断,就已经创设了社会疏离

出现的外部条件。就社会个体来说,在心理认同或

价值观念中不能适时地对社会转型做出调整,则易

出现逆反的社会态度,这是社会疏离产生的内部条

件。而目前的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社会设置及价

值观念的变迁加快, 因此, 可以说现代社会使得社

会疏离趋强具有一种必然性,使社会得以运作的机

制和必设的条件本身潜藏着促使社会疏离产生的

因子。下文综合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互效应

来具体说明。

(一 )转型效应促成了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的

错乱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效应率先表现

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批判与否定上。从本体

论的角度来说, 文化价值观念的构建具有被动性和

滞后性,而从运行论的角度来看,意识的力量往往

具有某种预设功能,从而使得事物的发展变化成为

可接受的。从现实性角度来讲,理论、认知、意向往

往是采取行动的先决要素。因此人们对事物所具

有的态度决定着人们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选择。

这是一种正向的发展变化模式。但是, 反过来而

论,人们采取行动并不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发

生的, 或者社会群体行动并不是在每个行动者均有

其意向时才展开的。这就会造成社会行动与社会

规范方面的偏差。

就我国社会转型而论, 在其速度、广度和强度

上呈现出快速化、全面化和彻底化的特点, 在这样

全面改变一种社会类型而向另外一种社会类型过

渡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由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等

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一些负面的影

响。
[ 1]
同时, 这种转型效应还在社会生活规范、社

会行为规范体系方面造成了不良后果。在社会行

为规范体系中, 道德是重要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

社会生活中, 由于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传统道德

观、道德规范已经失去效力, 新的为大众所认同的

道德观、道德规范尚未形成, 由于改革带来了利益

格局的多元化、分散化, 也由于对外开放大量西方

道德观念的涌入,使得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

多种道德观念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局面。由于道

德观念的混乱与冲突,使得社会不能形成一种积极

有效的道德舆论氛围以促成社会共同道德观念的

形成。而除道德以外,在习惯、风俗,甚至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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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均有不同形式的失范和缺漏, 并最终造成了

行为规范体系的错乱, 从而导致了社会态度建立、

加强过程中的无目的化。

(二 )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两种文化视阈并立

二元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在

社会结构上所出现的社会转型效应, 它特指城市和

农村两种社会结构并立,
[ 2]
从而造成的传统社会

与现代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结构特征。

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分隔和差异状态的长期并

存。毋庸置疑,二元社会结构并非仅仅在社会结构

上有所影响,它也会同时造成二元社会文化的对立

与并存。社会转型以前, 即由郑杭生所界定的

1840年以前, 中国社会结构无疑是纯传统社会结

构,社会文化也是纯传统文化。而在社会转型以

后,西方现代文明逐渐进入我国, 引发了社会变迁

的大讨论,也尝试了诸多社会发展的模式,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对立。但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加速社会转

型以来,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更加明显, 而两种

社会文化的对立也逐渐演化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对

立,也使得文化对立更加具体化。

两种文化视阈的并立对社会人的人格发展会

造成巨大影响,从而会导致 �二元人格结构  , [ 3]
这

两种人格结构对待社会事物的态度有着极大的不

同,分别表现在个人的行为动机、个人才智、情绪控

制、社会互动关系及社会适应等方面。 (见图 1)实

际上, 社会转型或二元社会结构首先造成了二元社

会文化,然后进一步促成了二元人格。二元人格特

征集中表现在社会适应方面。具有保守型人格的

人最易出现社会疏离的倾向。
图 1� 二元人格结构模型 [ 4]

� � (三 )加速转型引发的制度变迁多维化效应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加速社会转型的阶

段。现代工业生产使得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分化也

不断地向更广的社会范围内发展,社会规范也因此

越来越复杂,从而引发了社会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变迁并非是单向发展的,在某些

特殊的社会变迁时期会采取不同向度的社会发展

制度。如在我国影响较大的工人下岗的政策,使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一国两制  政策,这些都

说明了在某些社会变迁的特殊时期,社会制度的变

迁会是多向度的。我国在进入社会加速转型期之

后,多向度的或者说是多维化的社会制度变迁尤其

多见, 这也是更加稳定和高效的进入加速转型的必

要措施。

但是, 多维化的社会制度发展也产生了一些特

殊的社会效应,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部分人或一些

社会群体被远远地抛在了社会制度之外。也就是

说,那些在进入生活加速转型期之后很难纳入社会

制度保障范围的人和群体逐渐增多,如社会弱势群

总量在悄然增大就是典型社会制度变迁多维化所

引发的一种效应。制度之外的人们往往在社会认

知上会和处于制度之内的人所不同,他们更多的是

对社会的抱怨和不满,而非积极地融入社会变迁和

转型的大潮之中。因此,在诸多社会态度上存在明

显的偏见, 这种状况则最易引发社会疏离的结果。

(四 )技术扩展和唯效益论使得个人价值沦丧

科学技术进步对个人价值带来的挑战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早就有过论述,马克思强调了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进入工厂进行生产会排挤

产业工人的工作, 从而会造成大量的产业工人失

业,这也会同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而在现代社会

中,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广泛而又深入,科技已经渗

透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没有科

技就不能完全地构建现代型的社会。如同劳动会

使人产生生存价值的异化一样,科技也会带给人们

对人生价值的怀疑,从而使人走向背离人本主义发

展的初衷, 发生异化。

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要求是产生唯效益论

的根本原因,加之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 使得唯效

益论从社会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逐渐渗透。唯效

益论注重人具有生产和工作能力的一面,而忽视了

人同时还具有生理性和情感性的一面,片面强调人

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复制的作用,把人看作是单纯

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工作而生的机器。这使得现代

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出现一种误导,不再关注个

人的情感和道德世界,也不再把人类的信仰看作是

人生永恒的追求, �上帝死了 、�人死了 等多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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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层出不穷。这些论调虽然在人的价值判断上会

有一种背反的导向,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现

代社会所强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面扩展和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对效益的片面追求使得个人的社会

价值在逐渐地沦丧。

在这种社会价值导向之下,个人变得不再对社

会至关重要,单个人的去留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影响

力在逐渐减弱。因为单纯从人的工作价值来判断,

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微弱的, 任何人可以取代任何

人。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是积极地去融入或者是挤

入社会当中去,则会很有可能被社会所抛弃。而注

重个人价值的人则很难和社会相融合,从而造成社

会疏离的发生。

总之,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和现代社会生活下,

由于存在于社会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的某些

难以和传统社会弥合的各种断裂现象,使得人的社

会化所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严重错乱; 二元

文化并立, 导致二元人格相互冲突; 而现代社会价

值导向的背离最终使得人的价值异化,从而促成了

社会疏离在现代社会中趋强的明显迹象。

三、祛除社会疏离的途径探讨

社会疏离是一种具有破坏社会团结, 降低社会

整合度的社会行为表现。虽然,这种社会行为表现

产生于社会态度的严重偏离,但是就其社会根源来

说,更多的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存在于社会制度

领域。因此,要想祛除社会疏离这一具有严重破坏

性的社会现象, 根本的途径在于社会制度的完善

上。下文将结合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的某些环节以及制度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 提出

一些解决的途径。

(一 )个人价值再思考与理想重建

个人价值的再思考是指现代型人生价值观的

全面修复与建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

家 A!英克尔斯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在世界范

围内就人的现代化问题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对人

的现代性特征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认为人的现代

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

为方面。由于现代制度、现代组织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会逐渐培育出相应的现代品质。这些品质

共有 14个方面的要求,
[ 5]
给定了现代型人格体系

建立的基本框架。无疑,这是极其全面的对现代人

格的修复。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人人生价值和人

生理想的重建,应当是一条祛除二元人格结构的合

理途径。

个人价值的再思考和理想重建还可以解决存

在于心理层面的社会疏离感这一心理隐患。社会

疏离感虽然在其成因上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相

关性很高, 但是价值观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持久

的。因此对这一心理疾患的消除可以借助于个人

价值的重新定位和社会理想的重新确立。在现实

生活当中, 也可以渗入社会制度转换的作用, 但就

其根本性上来说,存在于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应当

由其自我调适来完成。如下岗工人普遍的社会疏

离感是突出的下岗后心理表征,国家和社会积极采

取了多种形式的再就业制度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下岗工人的心理压力,但是这只是在局部范

围内的措施。下岗职工更多的是通过一定的心理

调适, 在重新认识自我能力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个人

的社会价值,并积极地建立其合适的生存理想, 从

而自主的寻求出路。

(二 )转型效应的补漏与转型速度、强度的

重设

转型效应如同社会转型一样也具有范围广、影

响深的特点,是产生于制度层面的特殊社会问题。

因此对它的解决也应当从制度设置上来考虑,以便

对转型效应做出一些相应的补漏。其中对现阶段

社会转型速度、强度的重设是重要的方面。事实

上,转型的态、度、势各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共生系统,也是一个很难把握

和十分模糊的概念。因此这一方面所产生的问题

更多的是社会整体发展不同步性的一系列伴生现

象,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

鉴于社会转型各层面问题的深广性和重要性,

对方面问题的解决也只能诉诸社会制度的修补。

社会制度设置有其自身建立和运行的原则和要求,

一项正确的和真正适合社会发展现状的制度建立

也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当中

也有诸多制度不调适所带来的存在于社会发展层

面的问题, 应当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补漏。另外,

制度的建立需要强制性和权威性,不能就某项制度

反复修订或者是朝令夕改,使得人们在行为选择方

面缺乏既定的标准, 也失去了制度应用的存在价

值。这些都是在制度补漏方面应当重点考虑的

问题。

而在制度设置与社会转型速度、强度的关系上

首先应当认清制度出台的快速化和高效化并非就

一定是加速了社会转型的速度,相反的, 制度建立

85

第 1期 � � � � � � � � � � � � � � � � � � 漆彦忠:论社会疏离



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是平稳转型的前提条件。因此,

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制度建设的速度快而促成了转

型的快速化,而更多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和

无效性所导致的。加速转型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现当代的人们所能把握的则

是一定时期的和一定范围内的转型态势, 这需要制

度的建构得以完成。

(三 )文化价值观共享与整合机制重构

加速社会转型以前,计划经济对应的社会整合

机制是单一行政性的国家整合机制。 �通过集中

控制资源、控制组织、控制活动、控制身份、控制流

动、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信息、控制惩处, 在纵向与

横向的社会行政机制上,将每一个社会组织与个体

的活动有效地控制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这种社

会整合机制是严密的、细致的、也是高效率的 [ 6]
。

这种整合机制把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

全部纳入到国家体系中,带有一定自治性的社会已

不存在, 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经验结果证

明,这种高度僵化的整合机制, 虽然实现了社会的

稳定有序, 但是,这种稳定是严格制度控制下的形

式上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和谐状态下充满生机活力

的真实稳定。同时,这种整合机制严重抑制了社会

结构的分化及社会发展。

加速社会转型以后,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打破

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计划体制外的资源配置释放

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国家与社会由

同构到分离,社会自主性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崛起日

益增强。同时,市场经济的形成充分唤醒了社会成

员的个体意识,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用理性手段追逐

自身利益的热情。沉寂、僵化的社会被充分激活,

新的社会活力、新型社会关系、新的社会问题日益

增多。社会呈现多元异质性、过渡性和原子化趋势

的特征。社会整合的对象基础彻底改变了。传统

中单一行政性的整合机制已经严重滞后,不能满足

日益分化的社会整合需求。因此,必须根据社会分

化情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以便实现

社会整合。

不管是从现代结构 ∀ ∀ ∀ 功能主义的理论出发,

还是从现实社会整合机制建立的要求方面来说, 社

会整合必须首先建立起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统一

思想认识领域内的矛盾和冲突,然后才会使社会制

度、社会结构、社会利益领域内的整合成为可能。

而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建立则需要调和两种文

化并立的现状。实际上, 现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

反常的和难以定论的社会现象均与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各种 �二元化  有关, 社会疏离只是这种情形

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反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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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the social alienation

Q I Y an�zhong
( School of P olitica l Sc ience and Law, X uchang Un iv ersity, H enan X uchang 461000, C hina )

Abstract: In the acce lerated soc ia l transition per iod, the soc ial life has a num ber of unadaptable socia l phenom ena and prob�

lem s in all aspects, wh ich is the focus of cu rrent soc ia l prob lem s research. During accelerating soc ia l transition and a modern so�

ciety bu ilding, peop le paym ore attention to the non- adaptation phenom enon o f institutional leve l and the soc ial structure, there

are a lso serious prob lem s in the soc ia l sense of comm un ity area, and socia l a lienation is one of them. In a m acro soc ial back�

g round, the current soc ia l alienation seem s increas ing ly clear, w hich has connection w ith cu ltura l va lues and institutiona l change.

Bu t in terms of its so lution path, it is a lso c lose ly related to these two factors.

Keywords: soc ia l a lienation; b iculturalism; dual pe rsona l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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