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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人文环境培育不仅是乡村社会发展人文价值导向的必然要求，更是乡村社会发展现实的迫切需

要。社会人文环境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动力的现实文化氛围，人类社会任何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

的支撑。应充分认识人文环境培育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努力培育乡村人文环境，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发展的

人文价值内涵，激发村民从事乡村建设的热情与创造性，从而为乡村社会现代化提供和谐的社会氛围与持续

性的精神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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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宏伟工程的关键所在，我

国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改革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发展所

处的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人文环境

日趋复杂甚至恶化，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净化人

文环境、尽快培育出有利于乡村社会更快发展的人文环

境，已成为当前乡村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

对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环境培育的必要性、紧迫性

以及主要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人文环境培育是社会发展人文价值导向

的必然要求

社会发展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最基本形式，有着区别

于其它社会变迁形式的特定内涵。目前社会学界对社会

发展涵义的理解持多种意见，其中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认

为社会发展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

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等方面。这种对社会发展的理

解，是既包括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包括社会的“非经济”部分

的发展在内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发展与协调运行。自 !# 世

纪 ,# 年代以来，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重心问题，人们的社会

发展观经历了一系列转变。盛行于 !# 世纪 -# 年代的以

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虽然给一些国家带来了经济

上的增长，但却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迫使人们对曾

经实行过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
世纪 .# 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人类的

发展，是人的多方面需求的满足。只重经济增长，只看增

长速度，只求人的温饱，还不是正确的长远的发展战略。

’&.- 年，国际劳工组织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上提

出“基本需求战略”，特别强调社会发展要注重人的全面发

展和文化道德价值。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也提出

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即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

核心的发展”。’&*$ 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撰写了《新发展观》，从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新战略作了明确的表述。

他认为新的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经济只

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

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每个民族的价值及传统

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于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便逐渐盛行开来。

“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把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

宿点放在人上面，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把人的发展看作

发展的最高目标，而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则是发展的手段

或条件。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或各种能力成长的过程，包

括基本需求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潜能的发挥等

方面。这一过程不是孤立实现的，它总是离不开社会的其

它发展为之提供的保证条件，特别是离不开特定社会的文

化活动。因为人的发展是通过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得以实

现，真正的社会发展应该与文化的增长密切关联。弗朗索

瓦·佩鲁认为任何社会发展目标和模式都是和文化因素紧

密联系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

值；!、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

终会以失败告终”［’］（/(’-,）。社会发展的最终尺度是人与

文化的共同进步，文化作为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表征，它

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着一种恒久性支持；“文化作为人类

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的象征符号系统，必然以十分丰富的

形式对应于人的一切创造活动，并以思维方式、意识形态、

风俗习惯、情感方式等形式体现着某种社会价值理想”［!］。

因此，“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必定要特别注重社会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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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把社会发展与人的文化生活有机协调起来。关注社

会文化环境，给予社会发展以更多人文关怀，这是社会发

展人文价值导向的最基本要求。

给予社会发展更多人文关怀，不仅是“以人为核心的

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还是社会发展现实的迫切需要。

近代社会以来，特别是 !" 世纪工业文明造就人类社会空

前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发生。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科技理性文化所带来的各种不可弥补的遗

憾和难以解释的困惑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

影响。而一些人在强调科技在物质生产中的重要性的同

时，却盲目、无知地贬抑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忽视和忘

却了它作为社会精神食粮和生命灵魂的重要意义，致使社

会生活中人们精神枯萎、价值意义迷失，社会发展处于混

沌无序状态。这一严峻社会现实要求人们把文化的进步

同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必须加强社会发

展的人文价值导向，“人类必须通过对文化实践行为的自

觉反省去反映和表达人与文化世界关系的合理性价值追

求及理想性历史形态，以期使人类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态环

境和健康的社会秩序”［!］。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要努力

增加社会发展的人文价值内涵，不断赋予社会发展以人文

精神资源，努力使社会成员将人文精神纳入其精神追求目

标之中。

人类社会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

撑。人文精神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最深厚的精神动力资

源，而且为社会发展创设了一种高远的理想境界，它要求

人们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并在不断创新活动中使自身

趋于更为理想的生存状态。而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支撑

功能的发挥无不依赖于社会人文环境的培育与发展。社

会人文环境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动力的现实文化氛围，构

成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现实文化氛围的核心内容，它十分

注重人类文化的整体进步和主体生命境界的提升。从人

类进步的整体趋向看，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在促成人类自

身发展历史性生成的意义上都内在蕴涵了社会人文环境

的塑造和培育。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不断地为社会的经

济增长、政治民主以及文化繁荣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与精

神动力。社会发展人文价值导向必然要求全社会努力培

育一定的人文环境，要从社会的思想观念系统、精神状态

系统、价值意义系统、伦理道德系统、风俗礼仪系统、社会

规范系统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层面，积极创造健康的社

会人文环境，以便不断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文精神资源、

不断向社会注入持续性的文化动力。可见，人文环境培育

是增加社会发展人文价值内涵、确保社会发展健康有序的

关键所在。

二、乡村社会现代化更应关注人文环境的培育

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事关我国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

略问题，乡村社会发展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

化的进程。由于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历时较长，乡村社会文

化带有浓重的封建小农经济色彩，形成了一种封闭僵化的

人文环境。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活单一、年复

一年，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尊天认命、礼让不争，重齐头并

进、轻冒尖分化，重守成求同、轻标新立异，讲究排场、注重

人情。这种愚昧落后、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因循守旧、不

图创新、目光短浅、眼界狭小、盲目排外的人文环境，其影

响根深蒂固，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已成为乡

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乡村社会要实现现代化，

当务之急必须清除传统乡村社会人文环境的消极影响并

对之进行彻底改造，尽快培育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

新型人文环境。

传统乡村社会人文环境消极影响的存在，迫使我们在

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人文环境的改造与培育；而改革

开放后乡村社会变迁发生的一系列巨变，引起了乡村社会

人文环境的日益复杂化甚至恶化，更要求我们在乡村现代

化进程中特别关注人文环境的培育。乡村社会巨变一方

面带来了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严峻的有可能引发

危机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乡村现代化面临着异常不和谐的

人文环境。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农民心态日渐失衡。

虽然农村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发展，但随着“允许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乡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

日益明显，据有关调查，至 #$$% 年末，!"&高收入农户拥

有的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户总存款额的 ’’&，而 #() *&
年人均纯收入在 #""" 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

存款总额的 +&［(］（,)#(）。乡村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贫富

差距过于悬殊已成为农民关注的敏感话题。面对这一现

实，不少农民的心态渐渐失去平衡，他们不能正确看待社

会发展过程中暂时出现的问题，对现行乡村各项政策开始

持怀疑态度并不断滋生抵触情绪，对自身生存乃至整个社

会发展不抱任何希望与信心。于是，不少农民干脆“破罐

子破摔”，我行我素，无心生产，致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生

产水平急剧下降，土地撂荒现象也日益严重。有些农民甚

至置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公然抗税、抗粮，违法犯罪事件

频频发生。还有些农民居然不顾自己一无体力优势、二无

技术专长盲目外出打工，从而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的发生。而其它社会不公的加剧更把农民推进迷惘深渊。

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在逐步增加而农民收入却在锐减，自

#$$* 年始，农产品、农副产品的价值逐年下降，农民丰产却

不丰收，从 #$$- . !""" 年 ( 年中，农民减少收入 #*""" 亿

元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城乡居

民的实际收入比率从 #$-% 年 !) +* 逐年增加至 !""" 年 +)
!，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目前中国城乡居民

实际收入的比率应该在 ( 左右［(］（,)#$%）；二是政策严重失

衡，!" 世纪 ’" 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在诸多方面，对城镇、对市民是一

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又是另一政策。以上这些都是引起

农民心态失衡的重要原因。

!、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物质至上主义盛行，人际关

系日趋庸俗化。社会处于转型期，多种社会思潮、价值观

蜂拥而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至上主义不断侵蚀着

人们的思想灵魂。农民的传统价值观也在这种大氛围下

受到猛烈冲击，农民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发生了动摇。因

社会转型而造成的农民价值观念转变过程中的空挡和失

序，使得过去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习惯于四平八稳过

日子的农民一时间难以找准生活的坐标，无法使自己在社

会中定位。于是，本能地追逐眼前实际物质利益是唯一的

选择，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又极大地刺激了

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因此，农民的小农自私性又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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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许多人把私利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处处信

奉物质至上主义，乡村民风不再纯朴自然，人际交往变得

越来越生疏，人际关系日趋庸俗化。

!、精神文化生活单一枯燥，陈规陋习蔓延，封建迷信

泛滥。受制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教育文化事业的发

展严重滞后。原有集体性的文化设施近几年损失殆尽；多

数集体经济单位因经济实力有限，农村文化投资廖廖无

几；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意识不断淡薄。以上因

素致使不少农村地区难以举行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活动，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显得单一枯燥。精神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的村民便把眼光投向一些粗俗的民间文化活动，于

是，各种旧社会的沉渣纷纷泛起，纸牌、麻将赌博风盛行，

各种黄色的影碟片、书刊在农村急剧增多，宗族活动又死

灰复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之风兴起，各类求神拜佛、邀

仙弄鬼、占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又重新抬头。倘若任凭

如此灰暗的文化环境继续存在，势必会使人沦为迷失方向

的孤独存在物，乡村社会必然出现价值紊乱、信仰真空和

精神危机的状况。

"、基层组织规范松弛，干部教育培训弱化，政权功能

薄弱。近年来，不少乡村基层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有所下

降，一些地区的基层政权软弱甚至瘫痪已相当严重。从村

级看，村党支部组织功能脆弱，组织活动几乎处于时有时

无不规范状态，很难发挥在村民自治中的核心作用；村委

会直选，其地位在村民中似有上升，但缺乏明确的制度规

范，贯彻执行政策时有不力，甚至有不分对错一味迁就群

众倾向；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竟然被地方黑势力、宗族势力

控制，听任其摆布；其它村级配套组织基本上形同虚设。

从乡镇一级看，乡镇国家机关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往往还

摆脱不了行政命令，深入乡村调查不够，决策脱离实际，差

强民意硬性下达任务，在重大事件处理上又时常不力，与

村级和群众对立情绪日增。再加上不少乡镇财力空虚，根

本就没有足够财力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各项工作消极应

付，由弱财造成弱政的局面，使农村各种问题越积越多。

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乡镇政权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另外，

不少乡村干部素质偏低、工作作风虚而不实、理论水平不

高、业务能力不强，乡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又没有制度化措

施保证，走过场流于形式，收效甚微。所有这些都使乡村

政权难以发挥应有功能。

#、村民法制观念淡薄，政治参与意识不浓，合法权益

缺乏保障。乡村普法教育与文化教育一样也相当滞后，农

民处理矛盾纠纷时，首先想到是乡规族约，很少拿起法律

武器，法制意识极其薄弱，致使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频频

发生。面对自身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生产经营不能自

主、人身安全缺乏足够保障、法律保障权很难享有，不少农

民竟然忍气吞声。农民的权利观念和参与意识普遍淡漠

而贫乏，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决策及其实施处于漠然

状态，不少村民感到委任干部与己无关，对参与村务决策、

管理、监督没有太大兴趣，一些地方村民会议常年不召开。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足够保障。

综上所述，如此复杂的乡村人文环境，难以适应发展

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要求，这不仅扼杀了农民的创造

积极性，而且严重破坏了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给乡村社会

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唯有高度重视日益复杂的乡村

人文环境并对之进行彻底改造与重新培育，乡村社会现代

化才能获得持续性的人文精神支撑。

三、培育乡村人文环境的总体思路与主要对策

培育与乡村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人文环境，首要的问

题是努力推进乡村现实生活的人文教化，全面增强农民的

现代素质。人文教化是实现作为现实文化实践精神关怀

的人文精神与大众生活相联系的现实途径，它主张把人的

个性品质发展纳入社会历史与人类文化的进程中，最终实

现人的个性品质最全面、最丰富的发展，从而达到人与社

会的协同进步。推进乡村现实生活的人文教化，其目标就

是使乡村的每一个村民成为整体素质全面的现代文明人，

不仅要具有鲜明的个性意识、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且

要有庄严的道德感、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以及开阔的文化

视野。这就要求乡村社会发展要从社会的精神思想层面、

价值伦理层面、文化知识层面、风俗礼仪层面、日常生活层

面等多个领域，积极创造有利于人文教化的必要条件，逐

渐形成一个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使每一个村民

生存于良好人文环境的陶冶之中。

完善乡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农民为本。乡村各项政

策的制定，既要服从、服务于乡村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又要

体现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要把确保农民利益

获得作为政策制定的一条根本性原则，用农民的满意度、

承受力来检验政策的可操作性，以是否调动农民积极性和

激发其创造潜能作为衡量政策效度的重要标准。一切为

了农民、时时关注农民是我们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农村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时刻关注农民反应

并倾听农民呼声，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增强农民现代素质相联系。适时调整

完善乡村各项政策，让农民于愉快中接受，于轻松中执行。

转变农民传统观念，赋予开拓创新精神。观念变革是

开启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传统乡村社会使得农民观念

陈旧落后、僵化保守，不仅泯灭了农民的个性伸展自由，也

束缚着科学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有 $ 亿农村人

口且文化素质较低，转变农民传统观念则显得格外困难。

农村要发展，首要的是大力提倡农民观念更新，各级乡村

组织必须强化乡村教育，采取切实措施，通过图书报刊、广

播电视等多种渠道让农民了解乡村之外的世界，拓宽其视

界，激发其开拓创新精神。既要使农民用科学的世界观看

待观念更新，认识观念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理性

面对观念更新带来的阵痛，合理处理观念更新引发的各种

矛盾，科学确立衡量观念更新的实践标准；又要用正确的

政策和舆论引导农民观念更新，大力宣传科学的发展观、

市场观、利益观、竞争观、效率观、公平观，鼓励农民大胆地

合法致富、勤劳致富；还要以有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保障观

念更新，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并有力保障人民利益的政治体

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牢固树立法制权威，正确的发展

观、竞争观、利益观、公平观等才能牢固形成。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乡村文化生

活贫脊是导致农民生存意义迷茫、主体性价值失落的一个

重要原因。农民的精神追求日益弱化和低俗化，支撑乡村

社会发展意义的精神文化生产不断趋于萎缩，越来越要求

把乡村文化生产提上乡村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乡村

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一要加强农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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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必要的文化场所和设备，农村

文化建设就势如空中楼阁。要逐步完善农村文化市场的

基础设施，如修建集读书、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室、

卡拉 !" 厅、放映室、阅报栏等。二要加强文化队伍建设，

农村乡镇和有条件的村要组建专业文化团体，主管部门在

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给予关心支持，使之成为农村广阔

文艺舞台上的支柱力量。三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做到发

展与管理同步进行，使农村的文化市场始终沿着健康的方

向发展。对于已出现的不良文化现象，要加大执法力度，

定期治理整顿以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摒弃封建陈规陋习，推广健康社会风尚。乡村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枯燥单一致使封建陈规陋习不断泛起，不良

社会风气肆意蔓延。净化乡村社会风气，提倡健康社会风

尚，首先应引导农民正确看待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陈规陋

习，认清其消极影响及社会危害，激励农民积极参与移风

易俗活动；其次应努力寻求多种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

愉悦农民身心的娱乐形式，寓教于乐，使农民的精神世界

得以不断充实；第三应大力提倡健康的社会风尚，在全社

会大力宣传那些富有时代精神气息的社会风尚，使之渐渐

走进老百姓的平常生活。

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提高乡村生活质量。乡村生活方

式应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更新乡村生活方式要从

多方面着手，既要注重物质生活方式的创新，又要致力于

精神生活方式的创新。在生产中积极引进科学技术，逐渐

改变原始落后的劳动耕作生活方式；把现代生活时尚引进

家庭，积极创造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方式；用科学的消费

理念指导生活消费，不断更新消费生活方式；把追求生活

情趣与生命创造力作为生活的基本目标，从而开创新的乡

村休闲生活方式。

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政权应有功能。基层组织建

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应着重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加

以执行，使乡村基层组织运行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进

一步理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明确各自职权，

使乡镇政府的指导功能与村委会的协助功能充分发挥；%、

加强村党支部建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开展支部活动，真

正发挥其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乡村干部

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乡村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

能力，使之真正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领路人。

强化民主法制意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乡村民主法

制建设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首先，通过多种形式大力推广普法教育，强化村民法制观

念，不仅要让村民懂法、知法、守法，更要让村民学会用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把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真正落到

实处，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真正树立法制权威；第三，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激发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引导村民

积极参与乡村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真正发挥村

民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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