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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
现代性境遇与重建

＊

□梁　茜

［摘　要］　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现代性的后果也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传统乡村的文化生态价

值陷入价值底线动摇、生态伦理缺失、价值重建等境遇。实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和生态伦理道德的重建，

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意义。提出引导乡村文化重建生态伦理、重塑道德规范和塑造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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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现代性境遇

现
代性伴随着工业化延续到今天，现代性带来

了现代化、经济化、全球化，实现了人类社会

物质财富的 极 大 飞 跃。然 而，“工 业 化 过 程

中的各种负面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

弱，而是日益增长”。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

一书中不无担忧地说道：我们今天 生 活 于 其 中 的 世

界是一个 可 怕 而 危 险 的 世 界。［１］（Ｐ４～２９）中 国 社 会 进 入

转型时期，现代化带来的后果渐渐显现出来，现代性

境遇下的乡村文化生态价值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１．生态伦理与价值底线的现代性裂变

现代性所带来 的 破 坏 性，突 出 的 体 现 在 工 业 化

给生态文明带来的破坏和因此引起的文化生态价值

的裂变。马克思·韦伯 指 出：现 代 文 明 的 全 部 成 就

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

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 向 的 工 具 理 性 的 发

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紧张对立，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以对

文化生态的影响最甚。儒家的生 态 伦 理 秉 持“天 地

之大 德 曰 生”的 价 值 规 范，并 有“春 三 月，山 林 不 登

斧，以成草木之 长。夏 三 月，川 泽 不 入 网 罟，以 成 鱼

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的 行 为 实 践。这 种 天

人合一，节用爱物的主张被升华 为 一 种 道 德 精 神 和

价值规范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精神中“仁”的 一

部分。马 克 思 指 出：“人 是 自 然 界 的 一 部 分。”［２］（Ｐ４５）

“人直 接 的 是 自 然 的 存 在 物”，［３］（Ｐ１３５）这 与 中 国 儒 家

＊ 基金项目：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 编 号：２０１２ＪＧＢ１５２）；广 西 教 育 科 学“十 二 五”规 划 课 题（项 目 编 号：２０１１Ａ００４）；

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专项课题（项目编号：ＪＧＹ２０１３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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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天地之大德曰生”

是儒家生态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同 时 也 是 乡 村 文

化生态价值的核心。工业社会带来的工具理性则打

破了这种平衡，工具理性其实就是价值的物性，即有

用性。价 值 物 性 在 以 经 济 发 展 为 中 心，全 民 追 求

ＧＤＰ的年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传统的生态伦

理和价值底线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过去那种和谐

的生态伦理与价值底线被打破，人们不再畏惧自然，

心中的 人 文 情 节 在 淡 漠。正 如 马 克 思 所 批 判 的 那

样，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

真正蔑视和实际贬低”。［２］（Ｐ４４８～４４９）

２．传统文化生态价值的落寞与人与自然的异化

文化生态价值，简 而 言 之 就 是 人 们 对 乡 村 生 态

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在改革

开放后，受到了极大地挑 战 和 冲 击。在 以 经 济 为 中

心，大力发展经 济，追 求ＧＤＰ高 增 长 的 年 代。乡 镇

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 净 的 环 境 是 一 个

灾难。中国的经济在一段 时 间 内 继 续 着 高 投 入、低

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

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传 统 乡 村 的 那 种 宁 静、和

谐的环境逐渐被打破，在工具理性急剧膨胀的时代，

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谋求经济的增长上。传统乡

村那种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 生 态 理 念 和 文

化传统 逐 渐 被 人 们 抛 弃。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逐 渐 异

化，人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最大的德行和道德

操守来践行，从而加剧了 人 与 自 然 的 矛 盾。人 不 断

地向自然界索取，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获取

物质利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消弭了人类

内心对自然的敬畏。人与 自 然 的 关 系 异 化 的 结 果，

便是文化生态价值落寞，环 境 恶 化 的 到 来。恩 格 斯

曾经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胜

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环境的恶化、人类生存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当今人

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３．经济发展与家园失守的二律背反

哲学大师 康 德 指 出 了 事 物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互 背

离、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 现 象。现 代 化 是 以 价 值 物

性为主导的时代，经济的发展超出 了 国 家 民 族 和 地

域的局限，经济全球化和文明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的到来。现代化创造了物 质 的 极 大 丰 富，人 类 创 造

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然 而，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必 须

是价值物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即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 文

明的协调统一。在社会变 迁 中，物 质 文 明 的 发 展 总

是先于精神文明的发展，即价值物 性 总 是 先 于 精 神

性。美国社会学 家 Ｗ．Ｆ．奥 格 本 指 出：文 化 各 部 分

并非是同数率的变迁，有些部分的 变 迁 较 别 的 部 分

快，一般来说，文化中的物 质 部 分 首 先 变 迁，其 次 是

文化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这种文

化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致的现象叫做“文化滞后”或

者“文 化 堕 距”。［４］（Ｐ４１９）文 化 滞 后 的 后 果 突 出 的 体 现

为，人们精神的空虚和人情的淡漠，文化生态价值和

理想信念的缺乏。当乡 村 的 经 济 发 展 起 来 后，乡 村

开始城镇化、社区化之 后。与 人 们 的 经 济 生 活 极 大

改善的同时，村民之间的关系却 向 着 另 一 个 方 向 发

展。传统农村的那种家 园 认 同，融 洽 的 关 系 渐 渐 走

向陌生。农村“半熟人化”越来 越 明 显，乡 村 这 个 充

满了温馨和故土情怀的字正在 渐 渐 失 去 它 的 魅 力。

经济与精神家园的丧失的二律背反正在中国的乡村

显现，传统文化中的故土情怀和道德伦理、文化价值

开始走向异化。

二 、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现代性

境遇的价值归因

１．价值底线的动摇与生态伦理的失落

价值观是指导 人 们 进 行 社 会 实 践 的 精 神 指 南，

人类与自然保持了长时间的和谐局面。工业化兴起

之后，人类与自然的关 系 开 始 变 得 紧 张 起 来。工 具

理性的极端膨胀，使得人类开始 抛 弃 过 去 那 种 敬 畏

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 生 态 伦 理。伴 随 着 工 业 化

浪潮的，是越来越严重 的 环 境 污 染。进 入 新 世 纪 以

后，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开 始 显 现 出 来。全 球 变 暖 成

为当下全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一 些 临 海 的 国 家 正

面临着本世纪被海洋 吞 没 的 危 险。地 震 频 发、海 洋

污染、动植物大量死亡，各 种 各 样 疾 病 的 出 现，这 些

都是自然对人类在过去不尊重自然，破坏自然，不遵

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实践的报复。人类与自

然的价值底线开始动摇，生态伦 理 得 不 到 应 有 的 遵

守。最终导致了污染的 加 剧，导 致 了 人 类 家 园 的 丧

失。在追求物质高度发 达 的 时 代，生 态 伦 理 道 德 和

价值底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 们 往 往 将 物 质 放

在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第一位。近年来中国北方持

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社

会交通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同样的环

境问题在全球都有发生，价值底 线 的 动 摇 和 生 态 伦

理的失落，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这个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若 我 们 仍 然 执 迷

于对自然攫取的巨大 利 益。那 么，我 们 终 将 成 为 环

境的难民，痛失共有的家园。

２．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理想的式微

社会的和谐、家园的和谐不单需要物质的支持，

还必须要有道德的约 束。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道 德

的力量甚至比物质更加强大。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

现代性遭遇，最先影响 到 人 们 的 价 值 观。价 值 观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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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着人们的行为实践，这样的行为 实 践 附 加 了 人 对

客体的真实态度。工具理 性 的 急 剧 膨 胀，获 取 利 益

的机会增多，使得人们开始大胆的跨过道德的底线，

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传统乡村的道德规范开始动

摇，约束力在逐渐减弱。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那

些通过投机取巧获利的人不屑一顾。可是当坚守传

统并不能使自己获利的时候，当身 边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人因为投机取巧获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动摇，开始

认可这种行为。克己复礼，节 用 爱 物 的 价 值 规 范 和

道德修养逐渐被人们遗忘。传统道德规范的衰落体

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是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

为了眼前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发展。体现在人与社

会的关系上，便是一切以物质为中心，为了获利尔虞

我诈，诚信公平和社会正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环 境 的 混 乱，人 与 人

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人 们 的 价 值 观 和 理

想信念也变得相当混乱，难 以 捉 摸。正 如 玛 格 丽 特

·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

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

系在慢慢解体。”［５］（Ｐ４８）

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教育有待加强

中国共产党第 十 八 次 代 表 大 会 报 告 提 出，要 大

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倡 导 富 强、民

主、文明、和谐，倡 导 自 由、平 等、公 正、法 治，倡 导 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这 对 广 大 的 乡 村 来 说 是 一 个 战 略 机 遇。

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新农 村 建 设 的 迫 切 性，

农村问题已经不容忽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

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发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的要求。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便是对乡村文

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要 求。目 前 中 国 的 农 村，正 面

临着从未有过的变化。过去乡村那种安土重迁的情

况已经被打破，城镇化加 剧 了 农 村 社 会 的 变 革。同

时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矛盾，农民 价 值 观 的 混 乱 和

乡村的稳定，已经成为一 个 突 出 的 时 代 问 题。目 前

的乡村正 处 在 传 统 的 割 裂 与 现 代 性 转 变 的 历 史 时

期，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已经深入到农村，影响着农民

的人生观、价值观。各种有 悖 于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的思想和行为日渐增 多，物 质 至 上、拜 金 主 义、官

僚主义、封建迷信等各种 不 良 价 值 观 沉 渣 泛 起。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乡村的建 立，面 临 着 一 个 占

据主导阵地，重建农民文 化 价 值 观 的 难 题。宣 传 力

度不够、与农民的需要脱 节、宣 传 模 式 单 一、内 容 枯

燥、宣传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成为制 约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在乡村普及的瓶颈性难题。乡村文化生态价

值亟须重新建立，乡村文化和道德秩序的重组、农民

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都必须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系的引导下进行。因 此，完 善 和 落 实 社 会 主 义 核

心价值体系在乡村的宣传普及、重塑乡村道德、重建

乡村文化 生 态 价 值 是 乡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内

容，也是实现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引导乡村文化生态价值重建的路径

１．恪守价值底线，重建生态伦理

价值物性的极 端 扩 张，导 致 了 精 神 理 性 的 减 弱

和人文家园的丧失。海 德 格 尔 指 出：当 前 人 类 对 地

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根 基 的 沦 丧，技 术 对 物

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 了 物。重 价 值 物 性，轻 精 神 理

性，将最终导致人们成为“无家 可 归”的 人。乡 村 目

前面临更多的不是经济问题，而 是 越 来 越 多 的 文 化

问题、生态问题和价值 问 题。党 的 十 四 届 六 中 全 会

制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 若 干 重 要

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和批评“以牺 牲 精 神 文 明

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并多次强

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 代 价 换 取 经

济一时的发展”。因此，恪 守 价 值 底 线，确 保 价 值 物

性与精神理性的平衡，即实现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的和谐发展，重建乡村 生 态 伦 理 是 当 务 之 急。重 建

生态伦理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要继承和发

扬传统生 态 伦 理 的 价 值 规 范，即 敬 畏 自 然，天 人 合

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

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具体说来是要开展广泛的

环保宣传 教 育，培 养 农 民 的 环 保 意 识，重 塑 生 态 伦

理。第二，是要坚持以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生 态 伦 理 观 为

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 的 科 学 思 想 为 精 神

武器，实现乡村文化生 态 价 值 全 方 位、多 层 次、统 筹

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

理观在乡村推广，使马克思主义 的 生 态 伦 理 观 成 为

指导乡村建设和发展 的 有 力 武 器。统 筹 人 与 自 然、

人与社会、人与传统的 和 谐。最 终 实 现 乡 村 生 态 伦

理深入人心、人人秉持，和谐有序的发展。［６］

２．坚定共同理想，重塑道德规范

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重塑道德规范，这是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 是 实 现 乡 村 文 化 生

态价值转型、人与自然 和 谐 发 展 的 必 要 举 措。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 现 全 面 发 展，这 样 的

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 人 民 文 化 素 质 和 精

神境界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 展 和 社 会 的 和 谐

和睦。坚定社会主义共 同 理 想，重 塑 道 德 规 范 是 实

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转型、实现 乡 村 和 谐 有 序 发 展

的重要举措。第一，要将 社 会 主 义 的 共 同 理 想 与 农

民的理想相结合，通过实现农民 的 理 想 来 坚 定 对 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 识。为 此 要 合 理 规 划、科 学 布



　　　　
　　　　

６５　　　 　
　　

人
　
类
　
学

　
梁
　
茜

乡
村
文
化
生
态
价
值
的
现
代
性
境
遇
与
重
建

局、稳步推 进 农 村 经 济 建 设，逐 步 实 现 农 民 的 住 房

梦、医疗梦、养老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解决农村

老弱病残的生活问题，使农民切实 感 到 共 同 理 想 的

科学性和现实性，从心理上、行动上坚定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第二，是要将农村 的 道 德 规 范 纳 入 到 社 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中来，培育新型的道德观。

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道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 改 革 创 新 的 时

代精神为鼓舞，同时与传统儒家伦 理 道 德 规 范 中 的

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羔羊 跪 乳 等 和 谐 精 神 相 融 合，

营造乡邻和谐、团结互助、尊 老 爱 幼 的 邻 里 关 系，构

建天人合一、节用爱物、和谐共荣的人与自然的可持

续发展 观。以 社 会 主 义 共 同 理 想 引 领 乡 村 文 化 建

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

方位入手，从 与 农 民 利 益 相 关 的 领 域 入 手，增 强 信

心、塑造理想。［７］

３．塑造核心价值，构建和谐家园

核心价值是一 个 社 会 的 主 导 价 值 规 范，是 社 会

中的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和价值基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道德 规 范 和 价 值 基 础，

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是 科 学 的 价 值 观 和 精 神 指

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指南。

目前的乡村正处在传统与现代转 型 的 阵 痛 期，农 民

价值观的混乱、精神家园 的 失 守、人 文 精 神 的 落 寞，

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

出，为解决这一系列的问 题 提 供 了 理 论 武 器。重 塑

乡村文化价值，培育社会主义新公民，必须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乡村、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思

想武器和精神指导。第一，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对

农民存在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

为进行教育和引导。如针对乡村近年来赌博成风的

行为，作为基层管理机构，有权力和义务对此进行规

劝和教育。基层工作人员 可 以 深 入 到 农 村 地 区，对

这种不良之风进行劝解和教育，使 之 认 识 到 错 误 所

在。也可以通过实地走访，帮 助 农 民 致 富 等 来 促 进

其提高，对屡教不改者、对 社 会 影 响 恶 劣 者，可 以 送

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罚和管教。此外，文化下乡、知识

讲座、开展文明乡村建设等活动也 是 提 高 农 民 精 神

文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第二，

重建农民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始终与农民的切身利

益相关，只有始终与农民的利益相联系，才能获得农

民的关注和认可。近年来围绕拆迁发生的种种暴力

事件，大部分都与没能做好农民的工作，没能协调好

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关。农 村 的 城 镇 医 疗 保 险、农

民工子女的入学取消户籍限制等 政 策 的 出 台，突 出

的体现了尊重农民利益、以 人 为 本 的 价 值 理 念。农

民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给自身带来 的 实 惠，自 然 更 加

坚信和自觉遵守社会 主 义 的 道 德 规 范。第 三，必 须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体 系 宣 传 的 效 果。首 先，是

要加强基层工作人员自身的素 质，认 真 对 待 宣 传 工

作，身体力 行 的 深 入 乡 村，开 展 各 种 宣 讲 活 动。其

次，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工 作 中 以 实 际 行 动 影 响 人、

教育人，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８］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的后果无法避免。

现代性境遇下的乡村文化生态 价 值，正 面 临 着 价 值

重建与精神秩序重组的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为价值引导，以科学的社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和

生态伦理为依托，实现乡村文化 生 态 价 值 的 重 建 和

精神秩序的重组是应对现代性 后 果，实 现 乡 村 精 神

文明、和谐进步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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