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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 观 念 生 成 模 式

王世达 喻先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改革的顺利深化发展,而
“
观念

变革
”
又处于与改革休戚相关的重要地位。

研究观念的变革,推进新观念的正态发展 ,

便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那么

观念是如何变革的呢?或者说,一种新的观

念,是如何产生,并为社会所接受,变成社

会的观念的呢?一些人从个体的思维和思维

方式的角度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忠告 ,

一些人对观念的性质作了广泛的探讨,然而

似乎缺乏对观念变革过程全面而深刻透辟的

分析。如果把
“
观念变革

”
作为一个深刻的

社会历史现象、一个普逋过程、一个重要的

哲学课题来看待,便会发现它决不仅仅是作

为实践者和认识者的个体的事,也不是仅仅

涉及理论形态的问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

它也是有其
“
结构

”
和

“
机制

”
的。研究这

个机制,能使我们以高瞻远瞩的哲学视野 ,

恢宏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为政策、策略的

制定奠定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为 引导观念

变革提供正确的途径,并为改革、开放、搞

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 境。这 种 研

究,从认识对象说,将从现成的纯粹的
“
理

论形态
” (客观化了的关于观念的知识和主

观的思维方式 )扩展到与
“
观念形成

”
有关

的整个过程和社会历史环境,在广阔的研究

背景下,得到较为完善的结论,这无疑将更

有实际价值。同时这样的研究,必然要综合

地运用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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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本文试图以新观念源——传播——

定植的有机结构的分析,说明观念变革的客

观过程。

新 观 念 源

新观念源的产生及其特点 观念变革,

就是以一种新观念战胜、进而取代哪些不适

应历史发展的旧观念。一种新观念从产生到

为社会所接受,是一个复杂而又 深 刻 的过

程,这种人类认识衍化的过 程,必 有 其 源

头。社会实践和生产力的新发展,激起人类

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新需要,促成人们的新 目

的、新利益,汇成人类认识活动的新动机、

新方向。这一切总是率先以科 学 家、思 想

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个体 (或 广 义 的 个

体、研究群体、学术团体、领袖集团 )的思

想、理论创造的形式表现出来, 然 后 才 泛

化于社会。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

发现,一经确立,一种
“
新观念源

”
就由此

产生了。哥白尼 口心说的提出,使一个全新

的世界观问世,于是所有与
“
地心说

”
相适

应的观念体系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一种崭

新的科学历史观磅礴于世,于是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的观念,人类社会规律性发展的观念

等等,也就由此而产生。理论创造或新发现

的特别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种 “
新观念

源
”
,它是生产力和人类实践最 伟 大 的 回



响:1新观念源∵为何能谴成新思想观念的洪

流?因为它不仅有显著的创造性:雨且有彻

底的革命性。
-创造性。理论的创造或重大:的发现无不

孕生于敏锐钩洞:察、创造的想象、滔跃的灵

感、统摄的思维和人类长期探:索的背景。它

象火油爆发丿于历史需要的激增,抻 决陈规的

窒息。∶因此,它总是见前人所未见,示众人

所未示,将 自然界或入类社会的规律性的认

识揭示出来,掀起人们思想的风暴,促成崭

新的社会∵现实。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

提出”便是超越了僵化的
“
计划经济

”
{的 旧

观念,突破了思维定势的羁绊,合于社会主

义之现实,顽乎社会发展
·
的规律——跟大多

数新观念源一样,就连它的理论成枭的概括

上也显示出创造性:表述的新颖性。

耸命性。 “
新观念源

”
的建构,本身就

是对旧观念:的否定翻挑战,是 思想:的 解放 ,

是破旧立新、锐意进取:同|时 ,它又是不断

幽完善、深化和发展的。布鲁诺、伽利略是

对哥白尼的完善和补充,开普勒又是对他们

的进ˉ步完善和深化,牛顿则是进∷步的深

化和插展。他们都是以革命的精神,向宗教

神学的腐朽观念作殊死的决战。新观念源的

革命挂更表现在:它将普及到社会,掌握群

众,变为社会鞫观念,从雨成为冲击一切汩

的传统和恩维的巨大力量。

新观念源的能级效应 新观念源一经建

立,便犹如前进路上的灯塔,穿云破雾,发

射其 巨大的光芒。 “
新观念源

”
从其产生

到衍化为社会的观念的过程,在
“
观 念 变

革
”
鞠结掏和机制中,也是多层次、多效应

的。有自曲漂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高度抽

象的、较为绕粹趵理论观念和有大量感性材

料跗于其上的、抽象程度较次、甚至变形为

遇俗表达形式的思维具体的观念。前者我们

把它称为高能级的观念,后 者称为次能级的

观念:篙能缀妁观念∷尤其是堇太粥理论创

造,由于募新伴生的新概念工具和新的解释

模型在思缭的发散或综合、归纳和分析、广

度和探
1度上的新开拓,将大大提高人们

·
的认

识和转移 (创造 )钓能力,会衍生一系列有

重大社会影晌的新观念,从而产生重大的社

会效;应,却新观念源
:的 “

能级效应
”

。这种

效应我们可以把它归:纳 为
“
衍生性效应

”
和

-中坚性效应
”
。

衍生性效应。一个新观:念:源,只要流行

乎社会,总是会由吡而衍生出许多与此相关

的新的观念,旁及许多学科和领域的。观念

的能级.越高,却概括性越高,理论体系越重

大-复盖面越广,其衍生的新观念就越多 ,

影响面就越宽,它的衍生效应就9越明显。例

如
“
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晶经济

”

理论,它复盖着整个经:济 学界 ,直接影响着哲

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管理学、社会

心理学¨⋯旁及诸多学科。在
“
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
”
这个新观念源的基础上,衍生或强

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经济效益观念、成本

观念、时阀观念、科学管理 观 念、人 才 观

念、市场观念、开发创新观念、横向联合观

念、竞争观念、厂长负责观念、企业为经济

实体观念、政府宏观控制的观念、新的就业

观念、部分人勤劳先富观念、指令性计划与指

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观念、质量观念、用户至

上观念、开放观念、协作观念、出口创汇观

念、新的消费观念、税收观念、信贷观念、

租赁观念、股扮观念、承包 观 念、信 息观

念、信誉观念,等等。人文科学是这样, 自

然科学也是这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复盖着

整个动植物界,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众多的

社会科学理论,旁及宗教学、人类学、文化

学等。这种新观念源的能级效应,既向我们

展示了它的机制,又 向我们表明了建构与研

究高能级观念源的极端重要性。

申坚狻效应。从新观念源的 衍 生 性效

应,我扪町以看出,高能级的观念源是次能



级的观念源赖以衍生和存在的基础。由高能

级的观念衍生出众多的次能级观念,形成强

大的阵容,以摧枯拉朽之势,同传统的旧观

念群作战,其中高能级的观念便起到了核心

的作用,堡垒的作用,指挥部的
(作

用 , 是
“
观念变革

”
的中坚,并且它为次能级观念

的推行起到了保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惊世

骇俗的观念,最初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只要

明白了它与高能级观念的隶属关系,也就能

顺理成章地被接受。这一效应还提示我们哲

学世界观在观念变革中的极端重要性,因为

哲学世界观以科学理论、一般原理和信念、

价值标准的双重形式在观念群中居于核心的

地位,是中坚性的、高能级的观念。试想想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在数年前对

人们突破现代迷信的禁锢提供了多么巨大的

精神动力,就可以明白
“
唯物辩证

”
这把观

念的尺子将是量度
“
观念变革

”
的最高标准

了。

新观念源的表现形式 观念源作为
“
源

”

的存在,总有其表现形式或特定的载体,然

后再传播开去,逐步地成为社会 的 、 群 体

的、个体的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从观念源的外在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其区分

为观念形态源、物化形态源、行 为 方 式 源

等。

观念形态源。新观念源的一种重要的表

现形式,就是一种重要的理论 (发现 )的公

布,一部书的流行,甚至一部电影 (或 电视

剧 )的放映。国家领导人、学者、名人的重

要讲话,若有重要的思想创见,也可能成为

一种新观念源。

物化形态源。理论的物化形态 (人类的

物质创造物、物质实体 ),也是一种重要的
“
新观念源

”
。当飞机、汽车、电视、机器

人等等理论的创造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曾

以多么强的说服力,将有关的种种新观念风

靡于世界。新事物一经出现,便以雷霆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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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摧毁人们的旧意识、旧观 念 ,并 衍

生、泛化出种种新观念群。 “
特 区

”
一 出

现,关于特区的新观念便如潮翻涌,成为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特定方面的观念信

息源。物化形态的观念源,比之于观念形态

的观念源,加进了实践证明的因素,是实践

的产物,在观念变革中具有极强的宣传和说

服力量。因此,利用新事物作宣传,对于摅

进观念的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为方式源。一定的行为方式,总表现

一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影响、心理因素和价

值、伦理观。它常常反映人们在新的社会实

践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尤其

是新的生活方式,故也是一种重要的新观念

源。它传播新的风尚、行为观念和处理人际

之间关系的新行为意识。这种观念源通过强

烈的
“
感染

”
作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

的行为观念、行为意识和行为方式。

分析观念源的表现形式,我们会发现,

在观念变革的起点 (新观念源 ),便常借重

了某种本身以外的形式,如文艺、杈威、物

化实体、行为模式等等,这告诉我们,推进

观念变革,不能简单采用某一单纯的形式,

特别是抽象的说教方式,而应采取生动活泼

的、直观的、典型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多种

多样的肜式,才可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传播通道与传播背景

一些重要的新观念源,并不 是 工 经 产

生,就顺利传播、迅速成为社会观念的,有
的竟至被埋没数十、上百年。如哥白尼

“
太

阳中心说
”

的厄运,控制论、基因说本世纪

五十年代在苏联的命运,人 口理论五十

七十年代在我国被可悲的扼杀。这些事实提

醒我们,必须研究观念变革中的传播通道与

传播背景问题。

传播通道?这里诣新观念从观含源传播



到人们头脑中去的途径。传播通道有正式的

与非正式的两种。正式的是公开 的 、 表 面

的、较为规范或制度化了的、通过各种大众

传播媒介而传播的通道。它借重了各种有力

形式——文学、艺术、出版、报刊、广播、

电视、电影、政权机构、政令、会议,或物化

形态的、直接的信息传输。这种传播方式,

既快,而且涉及面广,易被公众 接 受 和 认

可,其力量和作用是巨大雨显见的, 自应予

以高度重视。非正式通道是隐蔽的、一般人

未曾明显意识和觉察的、不规范的,它主要

依赖于人际或社会小群体的交往传播。这种

传播以间接的方式表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整

体、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作用,在观念变革问

题上,也许是更为本质的。囚为人不是观念

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能 动 的反 应

者。这种非正式的传播不是单向 的 , 它 通

过人际间的交流、感应和谅解,体现着相互

作用,这种作用造成小群体的
“
心 理 共 同

体
”
,利于观念的传播,并且正式通道传播

的新观念要在非正式通道里回应、振荡、认

同、归属、证伪,才能在恰当的思维与心理

位置定植。两种传播通道是相互为用、互为

补充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非正式通道的

作用。应该提请注意,如果不研究传播通道

问题,便不能控制观念的运动以致重要的社

会舆论,便会政出失据、措置不当。

传播背景。背景应指整个历史的具体的

因素,即包括主观的与客观的全部社会历史

条件:不过我们这里仅指群众的历史文化因

素,即所谓
“
文化规范

”
问题。要接受一个

新观点,就必须理解其论据,亦要追溯它之 ·

前的思想,要知道此前的旧观念,即要进行

对比,要知道历史。一切新创见,要宣传其

成立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接受者必须有一定

的科学文化紊养 (广义地讲,是他对科学文

化的理解,即所谓认知结构 )作基础,特别

是对高能级的新观念。即重木的理论体系中

接受和理解,更需要有较高的科 学 文 化 知

识。缺乏文化知识,是难以自觉地创新性地

接受新观念的。要么便是在一些无可辩驳的

事实面前认可,或者在压力意识状态下接受
——然而主观状态不同,对事实的解释和理

解便不同,盲 目从众也是难以持久的。所以

一般地讲,更新观念,要有一定的社会思想

基础。分析这个基础,群众的历 史 文 化 囚

素即群众的认识水平,便是其中主 要 的成

分。由此看来,更新观念,一方面必须提高

群众的科学文化、思想认识水平,一方面要

尽可能找到一种简明的表达方式,把重大的

嘤论,深入浅出地归纳概括为广大群众所喜

闻乐见的、大众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才可能

达到预期的目的。

社会骤然的巨变是一种特殊 的 传 播 背

景。它浓缩了历史的行程,将新观念源的物

化形态、行为方式态和理论形态完美有机地

结合,使人们将思想随价值轴的剧变视为当

然,随观念群的大量置换而跃升 到新 的 境

界。不只革命会带来这种新的境界, 自然环

境的巨变,同样会掀起观念变革的风暴。如

一九八一年长江的特大洪水,造成大面积的

自然灾害。洪水的冲击使不大留意生态平衡

的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使
“
生态平衡

”

的观念深入人心。

新观念定植于小群体

所谓观念定植,是指由外在的形态内化

于主体的过程。新观念定植于小群体,就传

播的过程来讲是对传播通道的动态深化的结

果展示,在观念的接收机制上,是指定植于

社会心理学所揭示的一种最普遍的最带人类

社会特征的能动主体。

这里的小群体,意谓以共同 的 特 殊 活

动、情绪关系、群体规范和相类的观念体系

相联系的、处于相同的心理发展阶段的、社

会关系在其申以个人直接接触形式出现的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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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前所说,无论正式通道还是非正式通

道传来的新观念,总要在小群体里迥荡、认

同、证伪和归属,然后才可能在小群体中的

个体的思维和心理位置上定植:这 种
“
迥

荡.认同、证伪和归属
”,便是以小群体对

待新观念的协同效应和中心效应,来表现群

体对个体的制约作用的。

协:同 效应是成员间共生的对新观念∷的认

同或拒斥。其主要表现有:①同群体压力而

隹的从众心理和从众现象。这里指小群体启

然形成的要求个体把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自

1已的意见的
“
压力

”
。它通过暗示进行,其

蓦硼是一种自觉的或朦胧的集体主义意识。

但这种压力和从众现象的强弱,跟小群体的

牢固或散漫程度有很大关系。②因群体一致

韵意识基础和情绪关系形成的巨大整合力量

而生的价值取向、归属。群体一致的意识基

础的突出表现是群体成员接受群体活动的共

同月标,其情绪关系指相互的同情以及成员

对群体∴的满意感、亲和感、和谐性等。这-
切形成群体的共同活动和价值取向,其整合

力量是巨大的。③在讨论、交流基础上形成

妁群体规范等等。小群体并不随便地提出一

些规范,个体也决不会轻易地接受规范。讨

论)交流等交往方式使个体参与支持,并汇

集成群体的决定。这种不规范幻方式对形成

个体对新观念的取舍产生重要的作用。因为

这是以
“
个体——群众

”
集思广益的方式对

新观念的检验和证伪。

中心效应是小群体中的指导型人物 (小

群体中自发认定的、具有一定威望拘、经常

体现群体中垂直发生的支配他人心理关系特

征的成员 )以对新观念的态度,附加上种种

具体的理解、阐发,向周围扩张,影晌其他

成员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
彳
指

导现象
”
,即指导者调节小群体中的人际关

系,影响成员的思想,感召成员的意向,诱

发成员的情绪的心理现象。无论认月还是拒

甘堪

斥新观念,小群体对个体都会发挥巨大的作

用。这一点常常被一般人所忽略了。其实这

是观念变萆中应予高度重视的一个严 {峻 现

实:

产生以上效应的原因是两个 方 面 。 其

一,是所谓
“
群体意识

”
。从哲学认识论的

角度分析,自 然没有什么单一的、固定的群

体意识。意识太复杂了,一个群体的意识就

更复杂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 只 好 引 人
彳
观念群

”
的概念。小群体的群体意识就是

小群体的
“
观念群

”
问题。结构牢固的小群

体 《即志同道合或利害攸关的小群体 )的观

念群,必有凡个共同的高能级的观念《亦·即

涉及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基本

观念 )∶ 因此群体成员在对待新观念上都体

现出其群体共有的某些价值标准。其二,是
所谓

“
群体非理性困素

”
,即只在群体中产

生却能对个体施加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索。从

社会心理学 F向 角度分析,这些因素是群体∮中

钩感染、暗示、模仿等心理现象。感染是个

体对某些情绪、态度等心理状态无意识和不

自觉的易感受性。如在大庭广众的集会中,

暴风雨般的掌声对 某 个 持 异 义 的听 众来

说,就是一种强烈的感染,它 引起的刺激会

以一种
“
评价共同性

”
来动摇这个人对报告

者的观点钔否定看法p暗示是群体成员之闷

有目的、隐晦的、不加论证的影响。它使被

暗示者无法对信息作出批判性的评价,而被

迫或不 自觉地接受意向性白V心理 状 态 的 移

植。权威或社会心理定势都有较太的暗示效

果。模仿跟感染和暗示有很多相似之处,雨
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产生群体的 规 范和 价

值。这一系列冉J心理现象虽是非理性的。有

时却能左右群体成员对观念的理性选择。

总之 ,新观念的传播和定植9强烈地依赖

于小群体,这是由人们思维与活动的规律性

为人们置身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群体掏物

质的与心理的关系所规定的这一 事 实 决 定



的:同时也是由人们所要更新的是 活 生生

的、历史的、具体的观念这一要 求 所 决定

的。新观念在小群体中的普通定植,也便是

新观念在社会大群体 (阶级、阶层 、 民族

等 )、 以至整个社会的定植。

新观念定植于个体

研究观念变革的接收机制,最重要、最

根本的无疑是探究新观念如何在个体头脑中

的定植问题。个体是小群体的成员,但任何一

个个体必分属于若干小群体。这不同的小群

体的群体意识和群体非理性因紊交织地影响

着、制约着这个个体。尽管多个小群体对个

体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有主次和强弱之分,但
是这种多渠道、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必使个体对新观念的态度呈现出非常复

杂纰局面。然而个体的
“
态度

”
还跟个体自

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个体观念辟的
“
结构和

不断建构
”
,是一个复杂的、由不同成分组

成的历史过程。个体的观念可以分属于不同

的历史层。比起它的
“
理论形象

”
 (即观念

群中高能级的理论框架 )来 ,个体的观念群

要不严格和非理性得多。

小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制约与个体主体

的因素是辩证统一的两种作用。个体被置于

许多群体的观念、规范、价值体系的包围之

中。也许对个体观念影响最大的是这许多群

体影响的
“
合力

”
,也许主要的影响来 自其

中的某一两个群体,然而影响的实际发生不

仅跟个体对它Ⅱ理性判断有关,也跟个体思

维和心理气质有关。因此群体影响 (这里指

非正式通道 )与正式通道的影响一样。在能

动的主体面前,都只是被选择的对象——只

不过这种选择既可以是自觉的 (个体的理性

判断 ),也可以是不由自主的 (由个体的理

性与非理性因素混成的主体理论——经验-
一心理结构所决定 )。 这样,通过哲学与社

会心理学掷交叉配合,可以较为完善地揭示

个体对新观念的接收机制:一方面,作为社

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 的小群

体,以群体活动、群体意识和种种非理性的

群体的心理因紊制约着个体,使个体与群体

其他成员成为某种
“
心理共同体

”
;另 一方

面,作为社会思维的个体又是具有理性与非

理性因素混成而由高能级的理性观念起主导

的能动的个体。制约与能动这是辩证唯物主

义的接收机制观。

有了上面的分析,另阝么在观念变革申,

提高主体的能力素质 (包括理论和 心 理能

力 ),就显得异常重要了——特别重要的,ˉ

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全 新 的世 界

观,其中包括对人及某关系的全面认识。具

体来讲,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

地及时地建构高能级献l新观念。因为它在个

人面对新的次能级的观念时,对 个 体 的鉴

别、检验、证伪、体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此还要建构多学科的知识。众所周知,天
文守得益于毕达哥拉斯,骨白尼得益于新的

气象学、生理光学。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的观念,同样必须借助于各种部门经济学、

市场学、政治学、企业管理学、 消费 心 理

学、哲学⋯⋯,没有以上的条件,不切实地

研究观念变革的机制,徒唤观念变革和思维

方式的变革,是无济于事的。

(上接第92页 )

可见这样的限制性作文题设计不仅有效地防止了预制品,而且有充分发挥各种能力的广

阔天地,使考生所具各的不同层次的阅读能力、写作专门能力和基本能力都得到了真实的反

映,拉开了考生写作水平的差距,能够较客观地衡量出一个考生的实际写作水平。这样的设

计确实提高了考试的信度,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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