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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明的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个并不十分确定的概念。大致说来，现代文明发韧于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世界性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逐渐形成并成熟，并通过

西方的殖民扩张、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国际性或世界性组织的推动已经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遍布全球的

文明形态。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形态，而且这些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

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发端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文明，正在以其强大的功效性和生命力冲击着世界上现存的其他各种

文明形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导性文明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人类世界化、全球一体化就是以现代文明为

其基础的。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其目标也就是要构建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是相对于传统文明而言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体自主、多元生活方式等是其主要标志，自由、平等、

民主、法制、市场、科技、享乐、公正、环保是其基本理念。与传统文明相比较，现代文明具有个体性、世俗性、实

利性、竞争性、多元性等基本特征。现代文明在从最初生成到最后确立的过程中，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并通过西方社

会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从贫穷落后的传统文明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文明。今天的人类世界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是这种文明的体现。毫无疑问，这种文明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这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源泉则在于

这种文明的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这种价值理念致力于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扩大人的独

立自主性，刺激和鼓励人向内挖掘潜能向外征服世界，这不仅使人获得了自由，使的世界日益成为自由的世界、民主

的世界，而且使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使的世界日益成为富裕的世界、文明的世界。 

 

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突出体现在：过分刺激和鼓励对实利的自



由追求，必然导致有限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乃至枯竭，必然导致由为占有更多财富而引发的各种争斗乃至战争，从而

威胁人类的生存。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渗透，其缺陷日益显露出来，而且已经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 

 

从个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由于过分刺激对实利的欲望和鼓励对实利的无限追求，人日益被欲望所主宰、所奴役，欲

望得不到满足感到痛苦，得到了满足又感到空虚，而欲望又在不断地被刺激、被开发，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

满足。这样一来，人的心灵始终躁动不安，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看，由于作为实利的社会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而人变得日益贪得无厌，因而人与人之间争权

夺利的竞争愈演愈烈。生活在今日世界的人不仅普遍感到自己像是被推入快车道的车，身不由己，活得很累，而且感

到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不得不处处设防。这样一来，人际关系日益紧张，人的情感需要得不到

应有的满足，人感到孤独、苦闷，容易发生心理疾病，吸毒、性乱、邪教、自杀等反社会、反生理行为流行。另一方

面，由于人与人之间在生理条件方面和环境条件方面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不平等，因而即使人们在人格、权利、机会方

面平等，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当代，这种不平等不仅突出地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而

且更深层地表现为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的对立，而这是当代公正理念所难以解决的，因为当代的公正理念是以维

护个体自由和权利平等为目的的。 

 

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国家化，国家在人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非常特殊的

利益实体。国家以维护本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为由，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庞大的军队，以他国为假想敌人。为了

维护、扩展本国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诉诸武力。其结果，国际社会强弱悬殊，弱肉强食，战乱不已。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断向自然开战，把自然看作是无主的、用之不完的宝

库，只管收获，不问耕耘，野蛮地掠夺自然。在人类真正成为了自然的主人的同时，自然再也承受不了人类的蹂躏，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生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类虽然已经普遍确立了环境保护的理

念，但这种理念无法抵御人类日益张大的“胃口”。今天的人类自然环境仍然在响彻寰宇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

口号声中辗转呻吟。 

 

二、当代青年面临的生存难题 

 

现代文明整体来说是一种有利于强者生存而不利于弱者生存的文明。如果说现代文明使整个人类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生

存危机和所有个人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的话，那么生活在现代文明环境之下人类弱势人群，更直接、更深刻地

感受到现代文明所导致的问题，其中青年尤其如此。青年作为正在走向成熟的未来人类主体，他们会更清楚地意识到

人类的生存危机，更切身地体会到自己的生存压力。同时由于自身的不成熟性，他们更容易陷入生存的困境，更容易

发生各种问题，以致于走向极端。 



 

现代文明所导致的青年生存难题是全方位的、深刻的，择其主要而言，可以列举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享乐的难题。现代文明是一种推崇享乐的文明，追求享乐既是现代文明的终极目标，也是现代文明的根本动

力。消费水平、享乐水平已经成为人们生存质量、人生价值的标志和尺度。这种观念和现实毫无疑问会对青年产生影

响。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青年，必定会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必定会把追求享乐作为行为动机和人生目标。

然而，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他们或者还在读书，其消费来源主要*家人和社会。即使参加了工作，他们的收入也较

低。就是说，他们消费和享受的外在条件是很有限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处于成家立业阶段，他们充满了青春和活

力，他们消费和享受的内在需求又是很大的。这样，他们就会经常陷入一方面迫切需要享受，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

能力满足享受需求的难题。 

 

其二，选择的难题。现代文明是一种保护和强调个体自主的文明。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在法制的范围内人们还

有广阔的选择空间，人们必须在这个空间内对自己的生活和前途作出自己的选择，必须构建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另

一方面，伴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相互冲突，竞相争夺市

场。在这种文明环境中，人们始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特别是青年，他们思想敏锐，思想观念尚未定型，而且又处于

学习阶段，对各种新异的思想文化观念充满着好奇心，他们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因而他们面

临着比其他人群更多的选择可能性，而且由于他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必须走向成熟，必须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就

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中作出选择。这样，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青年就不得不经常为选择什么、如何选择

而苦恼，为可能发生的选择错误而担心，并因此而会经常面临着选择的困境。 

 

其三，就业的难题。现代人口膨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就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排

挤工人，并不断加快产业更新的步伐，其直接后果就是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并要求不断更新就业能力。生活在这种社会

中的青年，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就业的难题，为了谋求职业，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更高的劳动技能，不得不延长学习时

间，提高学历层次。当所有的青年或大多数青年都如此时，就业的压力并不会缓解，只不过延迟而已。延长学习时

间，又不得不增加教育投入，不得不更长时间地依赖家庭或他人，而这与青年的自主要求和享乐追求是相冲突的。为

了保证不失业或为了失业后能就业，青年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用于学习，这使他们感到活得不自在，不

舒畅。 

 

其四，竞争的难题。人从一出生就进入到了竞争的战场，从一懂事就开始了竞争。竞争不仅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仅

是成功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不参与竞争，竞争屡遭失败，一个人就不仅不能占有应有的资源，而且会被人看作

是失败者、无能者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会上的其他的人群相比较，青年在这方面的压力更大得多。青年基本

上是从一个无产者开始进入社会的，尽管社会可能给他们提供了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当然还有年龄的优势使他们充满

希望，但除此之外，他们不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名誉，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青年要成长为

一个完全的社会成员，每走一步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上学、就业、结婚、升职，等等。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生存



必须的一切，而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就是现代文明中青年面临的竞争难题。 

 

其五，成长的难题。发达的现代文明使青年很早就开始懂事，但却必须经历很长的时期、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社

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才能具备社会所需要的高智能素质、高身体心理素质以及其他高素质，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

在这一社会准入的过程中，他们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求高，而且基本上不能有缺失，否则他们未来的生存就会发生问

题。在这差不多占整个人生一半的漫长时间里，青年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家庭和社会，当家庭和社会存在着问题的情况

下，青年的成长就会遇到障碍。而且，长期依赖他人生存，青年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会受到损害。 

 

其六，情感的难题。现代文明是一种重智能、轻情感的文明，竞争的压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紧张。现代社会

只相信实力，不相信感情，更不相信眼泪。不仅真正的友情、爱情没有了，甚至亲情也正在消失，至于同情，不过成

为了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所有这些情感最后都汇集成了一种急切要求宣泄的激情。青年是充满梦幻的时代，他

们渴望友谊和爱情，珍视家庭温情。当他们看到现代社会友情、爱情、亲情和同情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已经异化、变

形，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他们的梦幻就会破灭，他们感到冷漠的社会现实与他们热烈的情感需求格格不

入，并因此而感到迷茫。 

 

其七，生态的难题。作为具有更长远未来的年轻一代，他们感到环境对他们未来生存的压力，对自己的前途更充满忧

虑。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他们可能更感到自己对人类未来的责任。然而，他们目前并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没

有能力改变人类的现状，没有能力左右人类发展的方向。他们未来的命运只能由他人决定，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其八，精神的难题。现代文明是一种世俗化的物质性文明。传统社会所追求的那些神圣的、崇高的、理想的东西都被

打倒、被抛弃或被世俗化的东西所取代。人类没有了神圣、崇高和理想的追求，世界再也没有了神秘感，人们再也没

有了敬畏感，一切都被还原为物质的欲望及其满足。青年人由于不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目前尚不是这种物欲世界因

果链条中环节，他们不能理解成年人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不断开发自己的物质欲望，为什么要花样翻新地寻求刺

激和满足，而完全抛弃并不需要巨大物质代价、并不需要人们你争我斗就可以获得的圣洁境界、兄弟情谊和浪漫情

怀。作为生活在主流文化圈外围的青年，他们比生活在这种文化圈之中的成年人更感到这种精神性追求缺失的问题和

后果。他们甚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对抗和反叛，但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的一切，他们的努力终归失败，他们自己

最终也只能被同化，进入身不由已的因果链条之中，成为物欲的奴隶，成为现实的屈服者。 

 

青年生存难题的社会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青年为了改变生存境遇，为了自己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途而以某种文化运动直接对抗或反对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

现代文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出现了多次这样的被称作青年的“亚文化”运

动，如美国的“嬉皮士”、英国的“愤怒青年”、法国的青年造反运动、日本的“新人类”，等等。这种青年的亚文



化运动，通常一开始带有某种理想性，而且对克服社会主流文化的惰性有某种冲击作用，导致所谓的“反向社会

化”。但是，这种亚文化作为一种越轨文化、反叛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消解力，因而为主流文化

所不容，所扼杀，最终走向颓废，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二是面临生存难题或陷入生存困境的青年由于感到孤独、苦闷、烦恼、厌倦、恐惧、绝望而发生心理问题和反社会行

为，如逆反心理、精神空虚、精神忧郁、歇斯底里、末日感，以及吸毒、性乱、自杀、凶杀、信奉邪教、抢劫等。这

些问题虽然绝大多数是个体性的，但却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发生的，不仅对社会的主流文化构成冲击，而且会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 

 

三、当代青年应有的价值选择 

 

首先应该肯定，当代青年问题虽然问题发生在青年身上，而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却在于当代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即现

代文明。现代文明的特性和后果孕育了生活于其中的青年，也正是这种有问题的文化或文明产生了有问题的青年。生

活于现代文明中的青年始终都会面临着生存的难题，而且随时都有陷入生存难题的可能。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青年，在

面临难题、陷入困境、走出困境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被社会认作问题的问题（事实上有些被社会认作问题的

问题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和帮助，更要努力地普遍改变青年生存的环

境，使大多数青年不会面临更不会陷入困境。毫无疑问，这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对于青年来说，所要着重

关注和突出强调的不是社会应该怎样做，而是青年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已经面临和可能面临的生存难题，在这些难

题面前青年应该作出什么样的价值选择。 

 

这一问题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对于这一新课题，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需要青年，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自

己的生活实践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加以回答。这里仅提出几点一般性的看法。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文明，在主动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同时努力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否

定现代文明，而是要改善现代文明。青年不能因为现代文明存在着它的弊端而一概否定它，更不要以消极的态度去对

抗它，相反要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地去改善它，使它更完善。建设现代文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任

务，尽管在建设现代文明过程中需要注意克服传统文明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都有一个如何适应现代文

明的问题，如何适应好的的问题，如何在适应过程中努力改善它的问题。文明规定着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也都在创造着文明，特别是作为未来社会主人的每一个青年更是肩负着这一崇高使命。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并通过对社会的贡献实现自我价值。现代文明是一种强调个体

自主的文明。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以个人为社会的终极实体，以个人幸福和个性发展为社会



的终极目标，这种现代社会总的价值取向不会改变。但是，近代以来的事实已经表明，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追求个

性发展不仅不能妨碍和损害他人和社会，而且应该有利于他人和社会，最好是通过他人自由、权利和幸福的实现来实

现。这就要求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和服务。 

 

再次，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过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来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现代竞争力或实力不仅仅

是专业能力，而是综合实力。综合实力是综合素质的表现。只有综合素质高，才会竞争实力强。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

德素质、专业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乐生休闲的素质。要在努力提高专业技能素质的同时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

综合素质提高了，就会成为强者，就不会发生生存难题的问题。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学校来培养，如何利用

学校学习的机会来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是每一个青年面临的关键问题。 

 

第四，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通过自觉的思想修养不断增强对国家和人类的责任感。人可以以不同的境界生活

在世界上，这种境界主要是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冯友兰的“四种境界说”值得借鉴。青年是未来社会的主体，肩负

着重大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因此，对于青年来说，应该有更高人生境界。社会的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他助型、自

助型、助他型。每一位青年应该努力成为助他型的人，而不应当只成为自助型，更不能成为他助型的人。要成为助他

型的人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成为达到道德境界的人，最好能成为达到天地境界的人。也就是成为对社会

乃至人类负责的人，成为“天民”，成为“圣人”。 

 

最后，要培养正确的人生态度，运用生存智慧，讲究生活艺术，以健康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积极、乐观、宽容的精

神对待各种人生问题。人生态度问题涉及许多问题，如人我、公私、苦乐、荣辱、灵肉、生死等各种问题。人生中的

许多烦恼都是由人生态度不正确引起的。如邓丽君、梦露就是例证。这里涉及心态问题、涉及胸怀问题，归根到底涉

及人生智慧问题。要珍惜生活，热爱生活，要追求成功，也要不怕失败。在失败、挫折和逆境面前，要会自我渲泻，

自我安慰，自我缓释，总之要会自我调节。特别是青年人，要想到每一个世界是变化的，只要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成

功，即使不成功，也无愧于自己，也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强者应有的情怀。 

● 上一篇文章： 戴木才:道德教育研究－关于道德教育危机及其根源的反思  
● 下一篇文章： 夏伟东:认真总结两年来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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