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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89_E6_80_9D_E6_c122_481660.htm 一 什么是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以最敏感的和动

态的形式表现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一定时期人们

的思想、观念、心理、情绪的综合反映。当代社会思潮反映

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要求、评价。 从

社会思潮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是十分有益的。中国

当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本质是积极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重

新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观念上所发生

的历史性飞跃。 从社会思潮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至

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社会思潮总是围绕着一定时

代的时代精神和发展主题出现和展开的。（二）社会思潮直

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要求和评价。（三）及时

细密地捕捉、跟踪、把握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变化的趋向，

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四）社会思潮是新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 当代中国

社会思潮问题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研究社会思潮必然要

涉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焦点、人们关注的热

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本质是积极的，深刻反映了

中国人民在重新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

观念上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反映了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

流中，中国人民正在形成的具有特定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观念。在研究群众性的社会思潮时，要注意在性质上同资产

阶级自由化思潮加以区别，但也不能忽视它对群众性的社会

思潮的影响和渗透作用。 二 平等问题历来是极为敏感、最为



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平等是关系着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利益问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不是空洞的，也不

是只在价值层面上看。主体平等在现代民法上的意义，甚至

也并非单单是站在人文和人道的立场上去看。 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他在美国所见到的事物中，最引起

他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身份平等“赋予舆论以一

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

以特有的习惯”。15年后他又重申了该书“绪论”中所说的

话∶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

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

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在美国，人们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本身的学识，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

相等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无知识的人如此之少，而有学识

的人又如此不多。因此，美国并不存在使求知的爱好随世袭

的财富和悠闲而代代相传，从而以脑力劳动为荣的阶级。人

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

，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

量上更近乎平等。此外，不能认为平等在进入政界或其他界

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安于在其他方面

均已平等而还剩下某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早晚想要

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 托克维尔对平等潮流感受的强烈性；

他对平等潮流的必然性、普遍性的强调；以及把平等作为近

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中心事件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支配事实

和基本标志的观点。 托克维尔实际上认为人们已无可选择，

必须接受社会将发展为一个平等的、或者说民主的社会的事



实，领导者所能做的只是对民主加以引导，重新唤起对民主

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而已。而且

，如果说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的

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的

话，那么，这一平等的发展就还被赋予了一种上帝神启或天

意的性质，企图抗拒它就等于抗拒天意，各民族只有顺应上

天的这种安排。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

征，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其他思想

家和学者虽然也曾指出过由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类似特

征，但都不像托克维尔如此把“平等”作为一个中心的范畴

，并描绘得这样集中和鲜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通俗地解释

托克维尔的意思：在“现代”以前，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是等

级社会，而自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到处都在走向社会“

平等”。 三 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在思想文化的较深层面上接

触西方，并认识到中国将不能不卷入一个由西方开启的现代

化进程之后，对平等是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现时代是一

个平等要求呼声最高的时代，现代与古代就因平等而分野等

方面与托克维尔有着类似的认识，例如，五四学生运动的早

期领袖、《新潮》主编傅斯年在五四后不久写就的一篇未刊

稿中自问：“现在是什么时代？”他的回答是：现代是在一

步步以理性为根据、要求平等的长时期中的一级，近世史是

要求平等的历史。最初一步的宗教改革，是觉悟的宗教信徒

，本著理性，向教会要求平等的运动。后来的政治革命，是

觉悟的人民，本著理性，向政权的僭窃者要求平等的运动。

他认为：历史是记录人的动作的，人的动作不外两种方向：

一是对优越的要求，二是对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内的争是



下级对上级争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外的争是罗马人对外族

人争优越的要求。希腊各城内部的争是对平等的要求，各城

的互争是对优越的要求。对优越的要求是生物学上的遗传，

所谓竞争之后最适者得其生。但人却有个超於动物的理性和

人的同情心，所以在前一种要求之上又有平等的要求，这两

种要求在近代古代都有，不过有消长的关系。在古代，事迹

多从优越的要求而出；平等的要求虽然力量和意味极大且长

，而所占据的面积非常的小。近代则是平等的要求向最大的

面积伸张的时代，最后的结果将是社会上的“山渊平”。 四 

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财产状况的人，在起

点上并不是平等的，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能获得均

等的机会和条件。 目前比较流行的甚至成为主导潮流的平等

主张是“机会均等”或“权利平等”。它的出发点是要求社

会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同样的、平等的环境和条件，即起

点的平等。它的核心是竞争，即同等条件基础上的能力竞争

，优胜劣汰。它的社会结果，是使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 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平等∶一方面是

“权利的平等”，即所有公民在信仰、良心、表达自由（言

论、出版等），政治参与（投票选举）方面的平等，这方面

的平等一般都被现代国家载入宪法，得到至少形式上的保障

，不会被断然地公开否定；颇有争议的是另一方面的平等，

或许可称之为“状态（条件）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意

味着你可以履行这些权利，如去发表言论或投票选举，也可

以不去履行这些权利，但如果你可以去而不去，这并不说明

你的权利与别人的同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并且，即使你去投

票了，而投票的结果不是你赞成的，你投票与不投票的结果



实际上一样，你也不可能抗议权利的不平等，只有在你被无

端剥夺投票权、或者出现非边沁所说“一票只是一票，不能

算作更多”的情况时你才可以抗议权利的不平等。这类“权

利”的特点是∶你必须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它，也就是说，你

必须履行它们，你才可以说是实际地拥有它们，所以，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潜在的，虚拟的，而不是现成的，它们要

求一定的付出，要求某种程度的参与，甚至需要一定的训练

和培养。它们所含的“平等”实际上只是同等的标准，是以

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去对待所有的人，即所谓“一

视同仁”，它们所持的是一种普遍的观点，所具有的合理性

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而由于现实中的人们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也就有了事实上的差别。 “权利的平等”与否并不是从

现实状态衡量，但“状态的平等”无疑是以现实结果为衡量

的。“权利的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

格，“状态的平等”更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关注使所有

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这些份额是实际的，是现实可见的“

利益”。“状态平等”无需对主体提出要求，它要求条件平

等，利益平等，而由于人事实上有差别，它就实际上要以不

同的标准来对待人，或用庄子的话说，是“以不平平”。 社

会平等不仅仅承认以能力为基础的竞争原则，而且承认满足

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必要性，肯定强者对于社会的

更大贡献及对于同类的合作与同情精神，强调社会对于人类

生存状态的自我调控，等等。 平等的发展观至少包含三个基

本的方面：一是公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平等地受到保护，

这是平等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是平等的创业机会。三是平等

的就业权利。 五 平等是社会永远追求的主题，2005年7月11



日第16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平等=授权”作为

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着重强调性别平等。在当今中国，

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一整套保

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作者：朱现领，振

山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律师》杂志、《律师时代》杂

志、中国律师网的事务代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