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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就会处于无序状态。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建立、制
定合理的规范和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同等重要性。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原有价值观的某些
方面与现代价值观不相适应，理智的选择应当是主动适应新的文化要求。当然，一个群体新的价值意
识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价值观与态度的现代化标准。劳伦斯·哈里
森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的几种价值观、态度或心态：一是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
面向未来，让美德在今生得到回报，主张双赢的经济学，而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二是工作。它
在进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关键，而在停滞文化中工作却是一种负担。三是节省。它在进步文化中是
投资之母，也是财政保障之母；而在停滞文化中却被视为对“平等”现状的威胁，人们往往认为一方
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四是教育。教育在进步文化中是进步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却只对精英阶
层重要。五是地位与功绩。进步文化强调功绩是地位上升的关键，而在停滞文化中，地位上升是靠关
系和家族。六是社群。在进步文化中，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超出家族范围而扩大到广大社
会，但在停滞文化中，家族局限着社群。七是伦理道德。进步文化中，人们普遍期待得到正义和公平
待遇的道德准则，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而在停滞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样，往往取决于社
会关系和金钱。八是权力。在进步文化中趋向平行和分散，在停滞文化巾则趋向垂直和集中。九是世
俗生活。进步文化中宗教机构对公民世俗生活的影响不大，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受鼓励；而在停滞
文化中影响往往很大，受鼓励的是思想正统和顺从。英国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Webster，A.）比较
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区别：在传统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喜
欢以过去的老规矩衡量现在，缺乏文化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世袭门第制度决定着人的社会活动、业
绩及地位；社会成员常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论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是命中
注定，只能听天由命。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不做传统的奴隶，敢于摒弃一切不必
要的或阻碍文明进步的东西；地理上的流动性，使人们自信通过努力获得业绩和地位；现代社会成员
不听天由命，而是富有革新精神，随时准备克服障碍，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
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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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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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狼和龙怎么可能有同一个祖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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