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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4_BD_95_

E5_AE_B6_E5_BC_98__c122_486382.htm 在前一篇文章中，笔

者抛下一个话题：为了消除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就要降低

官职对人群的诱惑力，就要鼓励人们在追求人生成就时选择

其他职业。譬如说，在一个社会中愿意选择经商、做工、务

农、治学的人多了，想当官的人数就会下降。当社会中选择

做官的人数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官职就不再是“紧俏商

品”，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也就会销声匿迹了。 人们在社会

中选择职业----前提是人们可以选择职业----的时候，既会考

虑某种职业可能带来的物质性收益，也会考虑该种职业可能

带来的精神性收益。前者可以用金钱来代表；后者则主要表

现为人在社会中的成就感。一般来说，那些能够带来较大成

就感的职业往往会成为社会中的热门职业。由于人们在社会

中的成就感要受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所以在不

同的社会形态下，成就感依附的职业也会有所不同。 在封建

社会中，政府官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那时的

社会成就观是以官为本位的。譬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读

书人十年寒窗苦，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平民家中若有一人

入朝为官，那不仅可以光宗耀祖，甚至可以鸡犬升天。在中

世纪的欧洲，贵族们即使家境贫寒，也在社会中享有高尚的

地位和身份，而那些商人即使腰缠万贯也很难进入达官贵人

的上流社会。于是，无论在那时的中国还是欧洲，用金钱去

买官职或爵位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于金钱不仅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而且具有影响政治



文化的力量，所以社会成就观便逐渐从“官本位”转化为“

金本位”。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能够创造或聚集大量

财富，你就可以在社会中吸引无数羡慕甚至崇拜的目光，就

会获得无比绚丽的成功者光环。在美国，微软公司的创建者

比尔?盖茨的社会成就感丝毫也不逊色于克林顿和布什等美国

总统。与“官本位”的社会成就观相比，“金本位”的社会

成就观是进步的，因为它有助于社会中成就感的分散与均衡

。但是，“金本位”的社会成就观容易导致拜金主义的流行

并进而污染社会的道德环境，因此良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往往需要“多元化”的社会成就观作为补充，让农民、工人

、服务人员等社会下层群体也能够获得与其能力和努力大体

相适应的成就感。 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应该是追求社会的公

正平等与和谐发展。诚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

基础的，但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还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制度的发

展和人性道德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

应该能够为人民创制一种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而人类要想

和谐共生，就必须“以善为本”。在一个充满恶斗的社会中

，人类是不可能和谐共生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大力

弘扬“与人为善”的道德观念。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社会也

应该确立“善本位”的社会成就观。诚然，在不同的社会语

境中，“善”的内涵可能并不尽同，但是归根结底，“善”

的本义应该是善良与关爱。古人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善”就是要以善良之心去关爱他人，从关爱身边人到关爱

一切人。在“善本位”的社会中，无论你是官还是民，无论

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多做善事，

就会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扬，就会获得相应的成就感。当社



会成员都以行善为荣时，特别是当那些为官者和为富者都率

先行善时，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就不再遥远。 虽然中国早已

告别了封建社会，虽然中国人曾经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地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的

社会成就观依然徘徊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一方

面，“官本位”的社会成就观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

。于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都要以政府官职的级别来

体现个人的成就，甚至连本应远离世俗的佛门圣地都有了“

处级和尚”的名片。另一方面，二十多年来偏重经济的社会

发展又使中国呈现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象和思

维习惯。于是，我们看到了人性朝向“金钱奴隶”的堕落；

看到了为金钱而不择手段地践踏道德乃至残害同类的状况；

看到了“为富不仁”和“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成就心理。一

言以蔽之，当下中国的社会成就观是“官本位”与“金本位

”的混合。 如今，我们经常在身边听到这样的感叹：现在好

人太少！现在做好人太难！为什么呢？因为当下中国的社会

环境不养好人。好人并不是天生的。虽然我无法确知“人之

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但是我相信决定一

个人能否成为好人的主要因素还是其赖以生长的社会道德环

境。一位哲人说过，你非自己以为之人；你非他人以为之人

；你是自己以为他人以为之人。人生总要有所追求，追求的

实现要转化为个人的成就感，而个人的成就感往往以他人的

认同为标准。由此可见，为了能够在身边看到更多好人，我

们必须改造社会道德环境，必须促使国人的社会成就观升华

，使“善本位”逐渐成为人们追求与衡量社会成就的主流标

准。 为此，笔者建议改变我国“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的标准。目前在我国各级“两会”代表委员中，绝大多数是

政府高官、工商大腕、社会名流、文体明星，都是以“官本

位”和“金本位”为标准的社会成功人士。于是，“两会”

就像是社会“高端”人士的大聚会。其实，这些人士并不能

代表社会中真正需要代表的民意，也不能真正发挥监督政府

的功能。而且，这些人士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或名气，

没有必要再用“两会”代表委员的荣誉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并

拉大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成就感差距，让多数人感觉心里不平

衡。社会中的成就感是需要均衡的，均衡才能达致和谐。因

此，笔者建议，政府官员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其

他行业的“高端”人士一般也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

；从而使“两会”真正成为社会“低端”民意的代表大会，

而且要坚持“善本位”的“选举”标准。无论在哪个行业或

界别，只有多行善事，你才可以成为“两会”代表或委员。 

笔者深知，预防官员腐败的基本路径应该是民主与法治。在

一个国家中，只有将政府权力的运行置于由民众目光汇聚而

成的“阳光”监督之下，置于具体明确且没有太大自由裁量

空间的法律规范之下，才能在制度上预防腐败。但是，如何

才能确立这样的反腐败制度？在当下中国，此事不由民众说

了算，因此我们只能希望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难为自己。为

了他人的利益而难为自己，属于行善；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难

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堪称“上善”。当然，这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员们能够在心中确立“善本位”的社会

成就观。其实，人生不过百年，能有如此作为，已然善莫大

焉！ 笔者的“怪梦”文章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之后，除了

在网上引发众多评论之外，我也收到了一些纸质的来信。其



中，一位读者认为我的意见“有现实意义，为巩固社会主义

江山，走出政府贪污腐败的怪圈，是一个好主意”；她(或

他)用自己六十多年前在“革命根据地”参加“整风运动”的

亲身经历来支持我的观点，并且希望我的梦“可变成反腐败

的新纪元”。我猜，这位读者一定年过八旬。看着那满满两

页微微颤抖的字迹，我为其在迟暮之年仍然如此关心党和国

家前途的善良之心而深深感动。我想，我的“怪梦”应该终

结了。如何终结？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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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