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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张春枝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1全球化以不可逆转之势影响着我国青年的价值观发展和社会角色的转换 , 同时青年又

作为时代发展的 /晴雨表 0也影响和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青年需肩负历史使命 !

把握现实定位 !致力于自我发展 ,培养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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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 ,人们对全球化的研究趋向丰富 !系统化 !个球化最早指的是经济个球化 !伴随着网络信

息化 ,全球化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 而逐渐扩展到政治 !文化以及社会关 系等众 多领域 , 内涵丰富 , 外延

广阔 "如有学者用两个词来形容全球化是一种 /互相关联 0!-#波此依赖 0的状态I.!;安东尼 #占登斯这样定义全

球化: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 ,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 ,即此地所

发生的事件可能是 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起 ,反之亦然 " 0日青年在全球化的过程 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

色 ,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直接推动者 ,也是首当其冲承受全球化浪潮的人群 "全球化推动了青年的社会化过程 ,

对传统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量 "

一 !管窥 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现状

在传统规范框架倒塌后 ,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影响青年价值观渐趋式微 "当前青年价

值观的变化发展不是一毗而就的过程 , 而是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锋 !交流 !交融过程中逐渐演变的 ,尤其

在社会转型时期 ,青年的角色承担中的对抗与超越更为凸显 1查若早就断言 : / 5到达法定年龄在萨摩亚 6一书

则标志着与这种传统主义观念的决裂 :青年不再是青春期的心理学侧面 ,它首先是一个文化的实在 " 0131青年

日益成为全球化进程 中的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 "

当代青年的发展过程是在不断的对抗中实现超越 "对现实的对抗是为 了实现对未来的超越 ,青年是祖

国的未来 , 民族的希望 "在任何一个时代 中 ,青年都是社会 上最富有朝气 !最富有创造性 !最富有生命 力的群

体 "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 ,青年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等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他们不仅面对网络的种

种辐射 ,同时还受到各种思想流派的诱惑 ;他们大多 /脊梁硬 0, 能够担负民族大业 ,但少数却在 /拼爹 0;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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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 /消费社会 0带来的物质富足 ,有的却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有的青年知识丰富 ,极富有创造力 ,但却常常

处于知识和感情分离的边缘 "中国的青年虽不至于像千石保所描述的 20 多年前日本青年 /后现代范式的出

现 ,使认真走向崩溃 0141 ,但的确有一种 /追求合成的取向 0和获得 /及时满足 0的欲望 ,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成为

青年较普遍的价值取向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青年价值观现状不容乐观 ,尤其常被网络描述为诸如 /诚信缺失 !道德滑坡 0的一

代 ,这种对青年不客观的解读 日益扩大化 ,影响着社会上人们对青年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传统社会 ,在这个

传统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改变 ,都是为了迎接更适合我们的社会风貌而做的准备 ,现实中所存在的一切将是我

们迎接新生活的理由 "因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要成为我们的希望和中国的 /脊梁 0,需要

我们积极地推动并促成之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需要我们首先着眼于培养广大青少年 "

二 !主体性的建立和价值观碎片化

19 68 年 , E. H .埃里克森在 5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 6中深人探讨了 /自我同一性 0概念 ,而自我同一性与自

我认同的概念是基于青少年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认同感 ,而一旦两者充满矛盾而不能协调发展 ,

则会出现同一性危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同一性危机 !/我是谁 0的困惑 ,显然并不仅仅出现于青少年时期 ,而

只是在这个时期更为突出和特殊 "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的多样性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开阔了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 ,也对青年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 "置身于全球视野下的青年 ,文

化的独一无二的传统型特征已经慢慢消退 ,青年可以在瞬间了解世界的千姿百态 !风土人情 ,接受来 自不同

民族 ! 种族和国家的文化样式 , 这些导致了今天青年价值观 的多样性特征 " /就像布鲁芬瑞纳

(Bro nfe nb re nn er, 197 0) 提示我们的一样 :发展绝不是凭空发生的 ,它总是通过一个特定情境里的行为来植人

和表达的 " 0t习

黑格尔在 5历史哲学 6中谈到东方世界尤其中国缺乏主体性自由 , /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 -一个人 .,一切

皆隶属于这种客观的存在 , 以至任何其他人皆无单独的存在 , 并且在他的主体的自由里照不见他 自己 0"

19 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从传统封建礼教中剥离出来的青年 , 自有一番独立 !向往积极 自由新生活的强烈愿

望 " /家族本位的价值观与集体一国家本位的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以及孩子角色与青年角色之间的冲突被强

调 0"l6]青年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也逐渐被强调和凸显 "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 0和 /六四 0政治风波曲折

发展后 ,我党更加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观点武装青年 ,为青年价值取向多样性的发展状态提供了理论

指导 , 匡正青年的价值观 "历史的必然总是推动着社会曲折地前进 , 20 世纪 80 年代 ,潘晓来信引发了人生道

路 !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 ,一代青年在物化时代的呐喊警醒人们反思;200 0 年中国青年报对青年的人生价值

进行积极的肯定 : /曾经的年代里 ,我们或多或少地被那些风行的话语及其所负载的观念所囿 ,其大意是青年

只代表未来 ,现实中他们很少有发言权 ,可是 ,当我们今天环视周遭 ,却惊讶地发现 ,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现代

经济发展中 ,青年具有前所未有的优势 , 他们在社会的诸多领域中都在成为领军人 "不管我们是喜悦 !惊讶 !

恐惧还是无奈 ,青年前所未有地以其贡献与价值左右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的现实走向 "在人类迈进 21

世纪之时 ,青年人迎来 了自身角色的转换 :青年不仅仅是未来 ,更是现在 " .,[n 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来看 ,当代

青年更加表现出世界性 的特点 : /青年个体是从一种年龄的过渡性质逐渐具备主体性质 ;从社会的边缘状态

逐渐进人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从纯粹的文化传承的对象开始成为创造社会文化的主体 ;从社会经济消费者的

地位成长为社会经济的经营者 " 0[8]

/多样性 !差异性和碎片化 0最早是形容经济领域的工业关系 , /人们将从工业社会 的框架中解脱 出来 ,包

括阶级分层 !家庭 !男女性别身份 ,等等 , ,自发的现代化对工业社会中的传统因素进行解构 ,包括阶级文化

和阶级意识 !性别 !家庭角色 "它同样对那些在工业社会里的社会政治组织机构所依赖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

解构 "这些 -去传统化 .的过程是伴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人们从阶级关系中摆脱了出来 ,

但又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上重新规划他们 的未来 0l9] "经济领域中的调整 !变化同样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 和

价值观的变化 ,人们选择的多样性 !自由的空间 !广阔的视野也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受到解构 ,人们逐渐趋向追

求个人的 !享乐的 !实用的价值取 向 , 围绕着青年的同一性 !价值取向 !对青年的社会政治和教育活动战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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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 ,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详见下表) "[l0]

对青年社会政治和教 育活动战略的态度

倾 向 同一性和社 会关 系

青年 具有依 附状态 , 因此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和在

历史上具有能动性的集体主体;至多某些个人或

青 年群体 能够 在适 当 的条 件下 表现 出一种 逆反薰祥i壁撬蒸楼奥依 附状态 }倾向和否定行为 ,直至走向没有自觉组织的无政 }义性质的活动 , 表现出在既存 }中于学校教育 !职业培训和业

不介入社,府主义的反抗-青年的发展动态主要取决于青年
会政治 >的一般人类学特征,如/动荡时代0或/文明危机0

1等等,而不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以
,及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青年具有同其他各代完
}全不 同的和对立 的特殊需要和利益

社会中 自立 的倾向 , 同时 又有

某些 逃 避行 为或 无政 府 主 义

的 , 暴力 的 逆反 行 为 , 甚 至某

些 反社会 的犯罪表现 ;

,青年是一个能动的历史主体,能够从事独立的和阵社会政治问题上富有战斗,为青年采取行动,同时又同青
二 ! .!一 (或者) 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相同的政治活动;青 }精神 , 面向重大的社会问题 , }年一起行动;把重点放在使青目 1平 刁天 ;你 1 . _ _ _ 二 _ . _ _ } }

, * {年 的发展 动态学 在本 质上取 决 于整个 社会 的动 }能 够把 自己 的特殊 利 益和 希 }年 同社 会进 步 力量 结 合 而实夕r 八 杠 公 } . _ _ _ _ } }

}态发展 ;满足青年的特殊需要和希望是解决首要 }望同主要的社会进步力量的 }现自立 , 以及青年特点组织起
以 猫 } _ _ _ _ } !

}的社会问题的一邵分 " }利益和希望结合起来 " }来的战略上 , 注重青年通过参

与社会活动来实现 自我 教育

三 !全球化视野下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早在 20 世纪初 ,李大钊就曾寄语青年:/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人类 " 0

告诫青年要有世界眼光 !全球情怀 ,这对青年树立新的价值观 ,从传统 的封建礼教 中剥离 出来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后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青年政策及教育制度等的连续性 , 保证了青年接受教育的

机会 "教育环境相对自由 !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青年也逐渐从传统的状态中剥离出来 ,逐渐成为历史主体 "毛

泽东在 1957 年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0这段话表达了青

年 /所代表的人类进化周期中的社会公共价值的未来性 011 .],表现出青年发展的世界性 !全球性特征 ,青年人

有着开放的思维和无穷的创造活力 "邓小平满怀深情地指出 , /青年一代的成长 ,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

发达的希望所在 0,希望广大青年争当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江泽民强调 , /青年兴则

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 0,希望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坚韧不拔 !开拓前进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 团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 ,必须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必须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必须始终投身人民伟大实践 ,必须始终尊重青年主体地位 0"I.21青年之所以是国

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

量 "

青年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到底有一种怎样的角色承担 , 以及青年如何在发挥社会价值中融人个体价值的

实现? 青年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从表象上来讲 ,散发出与其他群体不同的自然条件 !年龄特征和身体

因素 ;而从社会属性来讲 ,青年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群体 ,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 了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 "

青年和国家 !政治 !政党结下了极深厚的渊源 , /我们的事业是走向未来的事业 "党和人 民总是把 自己的最大

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 "中华民族的振兴 ,美好未来的创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

利 ,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 ,归根到底 ,要靠广大青年继往开来 ,脚踏实地 ,艰苦奋斗 0[.3] "首先 ,青年个人价值要

在社会价值中得 到体现 "/小我是会要死的 ,但是他还是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 "这个大我乃是不朽的 ,他

的一切善恶功罪 ,他的一切言行思想 ,无论是显著的或是细微的 ,对的或不对的 ,有好处的或有坏处的 ) 样

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 "0[l4]其次 ,青年要独立体现个人价值 "/须知吾青年之生 .为自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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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非为彼老辈而生 ,青春中华之创造 ,为青年而造 ,非为彼老辈而造也 " 0l1fl 而个人与社会 !物质财富与精神

文明程度的不同步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 马克思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楚 :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

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

度的疲劳 "新发现的财富源泉 , 由于某种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

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意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意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

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

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 !科学与现代贫困 !衰退之间的这种对

抗 ,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 0llM 在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中 ,社会未来的主人又应该如何力挽狂澜 ,把握时代脉搏 ,承担历史使命 "因此 , 自我发

展 !现实定位和历史使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青年不可回避的现实考量 "

1.自我发展

青年问题是青年发展的关键 ,青年成长中存在的问题对青年观构建带来挑战 ,如代沟 , 即人们观念上的

负累对当代青年观的构建上的阻碍 "传统的思想观念对青年的认识存在着局限和代沟 "因此 ,当新的青年观

念需要建构的时候 ,总是存在着一些陈旧观念 , 比如 , 自我同一性 "青年在青春期的核心问题是自我同一性

危机 ,即我是谁? 我该做什么? 我该信仰什么? 我的位置是什么? 青年在自我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则是社

会发展的关节点 "再如 ,如何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 ,将个体的

生命历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 ,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

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 , 同样一组生命事件 ,若排序不同 ,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也会截然不

同 "青年的生命历程也是一个逐渐完成的社会的建构 ,它表现出明显的代际特点 ,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标志着

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 ,而青年问题也是通过代际特征表现出来的 ,这种不同 /在世界越来越呈现出永恒

的流动面貌时 , 固有的制度和行为准则越发显得脆弱不堪 ,集体认同感逐渐支配并取代了以社会地位作为社

会关系的特点和衡量尺度的局面 .,I1刀"

2 .现 实定位

中国共产党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趋近人类发展动向的政党 "从这个角度讲 , 中国

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发展 目标 "因此 ,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定位和希望 ,也是一种与历史时

代相和的 /角色期待 0,总体上来讲 ,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 ,是社会发展的未来主人 ,是民族兴旺发达的

希望 ,青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成为社会文明 !时代演变的推动力量 ,在 /五四 0时期为推翻旧制度摇旗呐喊 ,

青年革命的热情高涨 ,他们是有生气的 !朝气蓬勃的 ,这种力量足以砸碎一切顽固守旧和各种陈腐思想 !习

惯 ,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 0特殊的历史时期 ,青年的革命热情往往代替了革命的理智 , 当青年在革命中丧失理

智 ,就会走 向狭隘 !自私 !片面 ,这种盲 目的冲动亦会被反党叛国的人所利用 ,则将会距离美好的社会主义理

想越来越远 "邓小平曾不无担忧地谈到: /现在在群众中 ,在年轻人中 ,有一种思潮 ,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 ".,ll8]

因此 ,青年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厘清 自身的现实定位 , 正确认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尤其在当前改革进人

攻坚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 ,青年作为改革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要时刻准备打持久的攻坚战 "当代青年是无比

幸运的一代 ,又是责任重大的一代 "

3.历史使命

青年是国家之魂 ,在一代一代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奋斗过程中 ,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肩负着特殊的

责任和使命 "历史使命是一个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性重大责任 ,青年的历史使命都是同国家在这个时代的

奋斗目标以及党在此时的中心任务相一致的 "我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会依据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

社会 !生态发展的不同情况而定 "因此 ,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 /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

类造幸福 ,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人类 0,在革命战争年代 , 毛泽东对青年的期待是希望他们能够推动革命

的胜利 :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标准 ,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 拿什

么去辨别他呢? 只有一个标准 ,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

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 ,是革命的 , 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 ,他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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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 ,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 ,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 0l.9]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青年则需要置身于现代化建设中成就伟大事业 "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一部分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的今天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

青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圳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广大青年动员和组织起来 ,青年要

主动投身到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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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月~ 丫阅出勺助甲画闹听 加如 h 叫户函帕吐口以司阮心.

Z h a n g C h u n zh i

(M arx ist Sehool, W uhan U niversity )

人h 白的七 G lob沮ization 15 an irre versib le trend w hieh all毛ets the developm ent of youth .5 values and the

eonvers ion of soeial ro le. Y ou th as the 0b aro m eter,, of the tim es also inll uenee and ad vanee th e vro eess of

gl ob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s peetive, Chinese youth should shoulder the histori e m ission, gra sP reality

Positioning , be eom m itted to seif-- developm ent an d eultivate the sense of re sPon sibility and b eari ng aw 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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