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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征兆 ( symptom ), 又译作症状或症候, 弗洛

伊德首次把此范畴引入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

领域中, 将其界定为满足被压抑欲望的补偿性替

代物。弗洛伊德曾指出, �症候的形成实为潜意

识中他事的代替。 ∀1#当某一精神历程由于遗忘或

突发性刺激而被压入无意识中时, 它总会通过梦、

口误、笑话等形式在意识层面呈现出来, 这便是

征兆。以弗洛伊德的相关研究为基础, 拉康和齐

泽克对征兆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广泛的探索。拉

康的征兆思想是齐泽克社会征兆理论的来源, 而

齐泽克的社会征兆理论则是拉康思想在社会学意

义上的布展与开创。

一、拉康的征兆理论及其对齐泽克的影响

拉康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

家, 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宣称要 �回归弗洛

伊德 , 再次阐释了弗洛伊德的学说, 提出了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 �无意识是他者的话

语 等重要的观点。拉康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研究征兆问题, 当时的征兆是作为无意识层面可

以勘破的符号密码出现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 征兆的含义也在不断变更。到 1975年拉康召

开题为 �征兆 的研讨会时, 征兆的功能已不再

局限于象征界内, 而是转变为联系象征界、想象

界和实在界的重要关节点, 即 �演变成向自身课

以自身根据的、作为不可言说的填补的症状 ! ! !

症候 (即征兆, 笔者注 )。 ∀2#拉康用数学中集合

符号 � ∃  来表示, 它意味着本体论层面上的纽

结与缝合。拉康的征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大他者 是无意识的能指网络

�他者 ( other) 概念是拉康思想的核心范

畴,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 �镜像 (m irror) 理论

阶段时就已提出, 但当时拉康并未将大他者

( O ther) 和小他者 ( other) 区分开来。拉康构建

他者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

关系, 突出主体的虚无性和被侵凌性。随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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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语言学的介入, 大小他者的区别开始显现。

小他者特指想象界中异己的自我认同的形象, 而

大他者则被界定为无意识的由能指链编织而成的

象征秩序。

拉康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基础上指出, 能

指较所指处于更为优先的地位, 因而是能指决定、

产生所指, 即 �能指至上 。另外, 能指本身是

一个空无, 毫无意义可言, 它只能在所指的海面

上不断地漂移。唯有借助于其他的能指, 借助于

与其他能指的差异, 该能指才能 �锚定 在某个

所指上产生出意义来。当然, 这种 �锚定 仅仅

是暂时的, 与新的能指的关联又会使它产生出新

的所指 (意义 )。进而, 拉康将此改造过的能指

理论运用于精神分析学, 提出了又一个能指性大

他者的定义: �能指就是为另一个能指表示主体

之物。 ∀3#在拉康看来, 真正的主体是根本不存在

的。在象征界中它被能指所取代, 而当问及能指

下的主体时, 能指总是借其他能指来暂定其意义

(所指 ) , 而真正的主体永远不会被涉及。由于人

的本质是欲望 (拉康借鉴了科耶夫的观点 ), 因

而作为能指的大他者表征主体其实也就是在表征

欲望。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康已经成功

地将大他者与欲望纽结了起来。

2. 征兆是精彩的符号构成

拉康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 将征兆 �设想成

一个符号性的意指构成, 设想为某种发送给大他

者的密码或加密信息。 ∀4#大他者的工作只是 �解

密 其中的含义。但后来, 征兆的含义转移到了

大他者处, 假定是大他者使征兆获得了其内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移情在征兆中的作用。我们正

是假设了征兆发送的对象, 即那些赋予其意义的

主体, 征兆才得以存在, 但一旦征兆获得了意义,

也就随之消融于符号网络之中了。拉康对征兆概

念的这种界定和剖析是在精神分析学的视角下展

开的, 他正是在日常经验的精神分析实践中发现

了符号沟通的道路被打断的地方。因此这时的征

兆概念仍带有鲜明的象征性, 不过是一种 �精彩

的符号构成 罢了。

3. 征兆是被去蔽的欲望幻象

随着拉康研究的不断深入, 随着他对客体、

主体的证伪, 随着他对能指网络的空无的 �过

度 认同, 征兆开始泛滥了。具体说来, 征兆的

泛滥是与雅克 - 阿兰 % 米勒笔下的 �广义排斥

论 密切相关的。起初拉康只是将诸如缝合点、

父亲名义等某一关键能指排斥在符号秩序之外,

并使其以幻象的方式在实在界中回归。然而, 在

拉康教学的最后年代里, 他却将 �排斥 泛化到

全部领域, 使其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 诸

多真理中无法存在的能指转而成为我们欲求的对

象。于是, 主体、客体、世界都消失了, 普遍化

的征兆成了世间唯一存在的东西, 它是 �一个具

体的 &病理性∋ 的意指构成对快感的绑定, 一个

抵抗沟通与阐释的惰性瑕疵, 一个不能囊括在话

语循环、社会粘结网络循环中却又成为其生存条

件的瑕疵。 ∀5#也就是说, 征兆不再是可分析降解

的符号性多重决定, 而是愈发明显地彰显出快感

的维度, 意义的诠释对于征兆已然丧失了消解的

作用。

在这里, 我们必须提到剩余快感 (即对象 a)

这个概念。依照齐泽克的说法, 剩余快感是主体

欲望的终极对象, 但却又是注定无法得到的。既

然主体的欲望、快感总不能被满足, 而他又不会

放弃, 那追逐剩余快感的行为就永远不会停止。

正如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惜舍弃商品的使

用价值, 主体为了追逐剩余快感而放弃了真正完

整的快感; 也恰如追逐剩余价值的行为维持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 主体渴求剩余快感的活

动, 支撑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在拉康眼中,

人类社会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性的建构, 而是到处

充斥着非理性欲望的黑洞。由于大他者的驯化,

主体总是错误地把剩余快感赋予日常的普通事物,

而这些作为不合格替代品出现的承载着伪快感的

欲望幻象就是被遮蔽的征兆。在拉康看来, 虽然

征兆与欲望幻象因均内含快感要素而密不可分,

但二者的差异仍是十分巨大的。幻象着重于对主

体的诱惑和控制, 着重于为大他者服务的诱导性

功能; 而征兆则侧重于主体对幻象的质疑与去蔽,

侧重于征兆直指剩余快感的对抗性和突破性。这

种思想在齐泽克的 �社会征兆 理论中得到了更

为系统的阐发。

4. 人之征兆

前面强调的关于征兆总是与欲望和快感紧密

相连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按理说, 一旦破碎的

象征网络复原, 征兆也应就此消解, 而事实是阻

塞依然存在, 征兆虽经阐述却并不消失, 原因何

在? 拉康认为, 我们忽略的是 �征兆不仅是加密

的信息, 它同时还是主体对其快感进行组织的一

种方式。 ∀6#用齐泽克的话说: �他爱征兆胜于爱

他自己。 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将征兆予以阐

明, 可关键在于人所汲汲以求的不是 (或至少不

仅是 ) 其含义之所在, 而是快感的满足。由此我

们不难看出, 满足人的欲望的快感相对于可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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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阐释其意义的征兆所具有的优先性, 乃至决

定性。这样, 我们便得到了拉康关于 �人 的定

义: 它是征兆与幻象的缝合体, 是征兆合成人,

是 �症象 ( sinthome) 。

拉康不仅为大他者涂上了语言学的底色, 还

以先驱者的姿态指认了征兆是被去蔽的欲望幻象。

这些理论创新使拉康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藩篱, 以

解构主义的姿态标示出其与现代性之间不可弥合

的鸿沟。所有这些思想为齐泽克提供了异常丰富

的理论养料。

二、齐泽克社会征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斯拉沃热% 齐泽克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他巧妙地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融入到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 同时也借助于马克思的社

会历史理论丰富、发展了拉康的学说。按照张一

兵教授的理论构架, 齐泽克的思想更多地倾向于

后马克思思潮。∀7#齐泽克关于征兆的阐述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方面:

1. 对主体欲望的界定

齐泽克秉承并发展了拉康的相关理论, 不仅

坚持了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观点, 还创造性地提

出了由幻象所支撑的欲望, 这些幻象以 �幻象框

架 的形式指引主体如何去欲求。也就是说, 幻

象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终止性替代, 它旨在阻断

主体无尽的欲望之旅, 代之以对否定性幻象的欲

求。齐泽克在阐释拉康的名言 �不在欲望问题上

让步 时指出: �我们决不能对之作出让步的欲

望, 并非由幻象支撑的欲望, 而是穿越幻象的他

者的欲望。&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 ∋ , 意味着完全

放弃那建立在幻象脚本基础上的丰富多彩的欲

望。 ∀8#冲破幻象迷雾, 恢复他者欲望的永恒流

动, 成为齐泽克理论中最具价值的闪光点之一。

可见, 齐泽克对于欲望的界定具有明显的二重性,

两种欲望既有着本质的区别, 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维持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存在

和运行。

2. 社会征兆是颠覆 �种 的 �属 

齐泽克曾给社会征兆做过这样一个精辟的定

义: �严格地说, &征兆 ∋ 是一个特定的因素, 它

颠覆自己的普遍基础, 犹如属 ( species) 颠覆其

种 ( genus)。 ∀9#也就是说, 征兆是这样一个 �特

殊点 , 它可以根据普遍性的逻辑彻底颠覆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 �症候 (即征兆 ! ! ! 笔者注 ) 的

存在, 即颠覆自身本体的基点, 它的存在表现了

自身的不存在, 即本体论上的非法性((其实,

症候就是存在本体论上的悖论。一种社会症候的

出现, 也就是一种社会体制必然内嵌的非法

性。 ∀10#因为征兆总是处于意识形态所构筑的现实

社会之外, 是意识形态的溃烂区, 对处于意识形

态中的主体来说它是从未存在过的。齐泽克借助

自由的例子阐释了上述观点。自由是一个普遍的

种, 在其之下, 包括着一系列的属, 如言论出版

自由、意识自由、商业自由、政治自由等等。然

而依照这种逻辑继续分析推演, 就会使一种 �特

殊 的属! ! ! 工人在市场上随意出售其劳动力的

自由浮出水面。这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任

何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但却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

自由 (否则便无法存在 )。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所勾勒的自由图景真是大相径庭! 至此, 意识

形态符号网络所罗织的自由概念便被这 �悖论性

的自由 彻底瓦解掉了。

3. 作为社会征兆的商品拜物教

在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和 )幻想的瘟

疫∗ 等著作中, 齐泽克对于马克思的作为征兆出

现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做出了全新的解读。我们知

道, 马克思对此的基本观点是: 人与人之间的劳

动交换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颠倒地表现为市

场交换过程里逐步物化了的物与物的关系, 即商

品关系、货币关系及资本关系。这些现实的关系

在人意识中的反映便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

和资本拜物教了。然而齐泽克并未区分三种拜物

教及其现实中的三种物化关系, 而是统称为商品

拜物教。他独辟蹊径地认为 �商品拜物教的基本

特色并不在于以物代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

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 ); 相反, 在于这样

的误认, 它关切结构网络与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关

系: 真正的结构效果, 即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

系网络的效果, 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

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

一因素。 ∀11#比如,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人们在市场

交换中充当某个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 一种象

征性符号罢了。但其一旦进入市场, 便似乎具有

了非凡的魔力, 获得了 �金 �钢 之躯, 不仅

被误认为是直接的财富, 且超脱于一切因素编织

的关系网之外, 抛弃凡俗肉体, 用 �崇高物质 

使自身涅槃了, 从而成为人们追求一生的 �圣

物 。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齐泽克对马克思拜物教理

论的重解, 那更具颠覆性的重解还在后面! ! ! 商

品拜物教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物化关

系里, 还渗透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为 �在简

单的价值表现形式中, 商品 A只有求助于商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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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 因而商品 B就成了它的等

价物; 在价值关系中, 商品 B的自然形式 (其使

用价值, 其实证的、经验的属性 ) 可以用作商品

A的价值形式,  ∀12#换言之, �物体 B成了 A的价

值的镜子 。 ∀13#人也是如此。黑格尔就认为, 自

我意识正是在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互承认的关

系里才得以存在的。然而依据商品拜物教的悖论,

其中的某一因素 (在这里指人 ) 会被误认为超越

了社会关系网络并获得了崇高的特质。国王与臣

民的例子是很经典的: 国王只有在与其臣民的关

系中才能 �作为国王 , 而拜物教却本末倒置地

使人误认为国王 �天生 是国王, 与其臣民无

关, 从而赋予了国王崇高性。

物与物之间的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

特有的, 但人与人之间的商品拜物教则不然。它

曾广泛地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体制下, 但这

并不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统治与奴役已然

绝迹, 相反, 它变得更加隐蔽, 成为一种 �隐性

的暴力 。诚然, 在交易市场上相遇的两个主体

不再是 �奴才对主子的崇拜, 主子对奴才的恩典

与保佑 的关系了。可这仅仅是由于人与人之间

的奴役与统治披上了物化的外衣, 变得更不易察

觉罢了。平等真的降临人间了吗? 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告诉我们是的, 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无耻

的谎言, 这就是社会征兆, 就是它成为了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崩溃点。

三、齐泽克社会征兆理论对拉康征兆思想的

继承与超越

1. 出发点的统一性

从表面上看, 拉康的征兆范畴与齐泽克的社

会征兆还是有显著不同的。前者是不断向剩余快

感挺进的欲望之箭, 后者则是对整个意识形态进

行颠覆的 �崩溃点 , 两者的统一性究竟何在?

其实这统一点就在社会中人们对征兆只是他者欲

望永恒流转的典型范式这一事实的体认上。齐泽

克继承了拉康探讨征兆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 其

社会征兆理论的出发点仍然带有浓郁的精神分析

学痕迹, 主体的欲望被视为社会征兆乃至整个意

识形态得以存在、展开的逻辑根源。具体而言,

社会征兆是颠覆 �属 的 �种 , 就是在这里人

们看到了意识形态的 �不一致性 , 然而必须注

意的是, 这种 �不一致性 绝不仅仅表现在意识

形态难以自圆其说, 在意义阐释上出现了矛盾,

更在于社会征兆揭示出了意识形态在满足人们欲

望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 社会征兆是人们发现

意识形态根本无法满足自己快感的 �崩溃点 。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点, 让我们以前述的

自由概念为例继续深入分析。前面讲到, 马克思

通过揭露自由概念下隐藏的不自由颠覆了自由的

普遍概念, 震撼了意识形态。但这还不是问题的

全部, 关键之处在于人们一直都在欲望着 �真正

的自由 这一快感, 透过欲望的框架 (即指定我

们去欲望什么的他者规则 ) , 人们得到了作为伪

快感的自由, 并自认为获得了自由的全部。而马

克思彻底砸碎了这欲望框架, 揭示了征兆的存在,

让人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满足

人们的快感, 从而颠覆了资本主义自由的神话。

商品拜物教的例子也是如此。人们不是不知道货

币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的平凡性和符号性, 但一

旦付诸行动, 便匍匐于物的脚下, 拜物教发生在

�行 中而非 �知 中, �他们在实践上而非理论

上是拜物教教徒。 ∀14#原因便是利益与快感。马克

思敏锐地觉察到了拜物教中的悖论, 瓦解了意识

形态的意义阐释; 但事实上真正撼动意识形态大

厦的是马克思揭开了意识形态的幻象, 使人们体

味到作为剩余快感的平等的遥不可及, 从而彻底

摆脱了幻象框架, 真正认同了征兆。可见, 只有

将社会征兆视作不断突破伪快感帷幕、始终指向

剩余快感的过程, 才算真正掌握了它的秘密。

概而言之, 对 �社会征兆 这一概念的把

握, 绝不能简单停留在社会对抗之 �崩溃点 的

层面上, 应更深入理解其中渗透着的转喻式欲望

或否定性快感的因素。在齐泽克看来, 欲望的这

种永恒性流转是社会征兆得以确立的逻辑基础,

因为人们之所以能觉察到意识形态对自身的欺骗

与控制并与之展开对抗, 并不在于理性的思索,

而更为基本地源于无意识层面欲望迷失的激愤与

渴求。

2. 着眼点的差异性

尽管齐泽克和拉康的征兆理论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但在研究的视角和着眼点上二者还是有

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的。首先, 齐泽克不满意拉康

囿于精神分析的征兆理论所散发出的抽象气息,

创造性地从社会历史情境出发, 提出了社会征兆

这一独特的概念。社会征兆是与现实社会特别是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密切相关的, 但齐泽克这里所

说的 �现实社会 不同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存

在, 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 而是指作为社

会存在与意识形态同一化结果的 �社会现实 。

这种 �现实社会 其实就是一个由能指构成的符

号性网络, 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封闭体,

而是存在着瑕疵 (或称裂缝 ) 的, 这裂缝就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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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征兆。由此可以看出, 齐泽克为征兆涂上了某

种社会学意义的色彩。

其次, 齐泽克提出了社会对抗点问题。他借

鉴了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 �社会并不

存在 的观点, 认为所谓的完满社会只是一个虚

幻的梦, 作为征兆的对抗点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

需要指出的是, 社会与对抗点的关系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社会必定内嵌着原始性的创伤或不

可能的内核, 它始终拒绝象征化和符号整合。一

方面, 社会由于对抗点的作用总是存在着裂缝,

因而无法实现幻想中的完满, 对抗点也由于社会

的重复性缝合无法覆盖一切; 另一方面, 社会又

是围绕着对抗点建构起来的, 其生命与代谢活动

之所以得以持续, 恰在于社会渴望弥合对抗点的

冲动, 而对抗点也离不开社会, 没有社会不知疲

倦地反复标注其界限, 对抗也就不复存在了。齐

泽克对拉克劳和墨菲的代表作 )领导权与社会主

义策略∗ 的一段评价也恰恰是对其自身理论旨趣

的绝好诠释: 社会对抗的概念 �不是把所有的实

在还原为某种语言游戏, 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

为结构化的区域, 它涉及到创伤的不可能性, 以

及难以被象征符号化的断裂。 齐泽克 �重建了

拉康不可能的实在观((使之成为社会和意识形

态分析的有用工具。 ∀15#由此可见, 社会与对抗点

是构成性地纠缠在一起的。

其三, 齐泽克揭示了社会征兆是颠覆意识形

态的永恒 �崩溃点 。如前所述, 征兆是崩溃点,

�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

征兆, 它无时无刻不在颠覆着 &布尔乔亚 ∋ 的普

遍合理性。 ∀16#这样的颠覆必定会使资本主义的意

识形态发生改变, 但其前途并非是我们日夜为之

努力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因在于: �在马克思的

视野中, 乌托邦社会主义存在于这样的信念中:

它相信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 在那里交换关系已

经普遍化, 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也居于主导地位,

但工人们依然是其生产方式的所有者, 因而可以

免于被剥削。简言之, &乌托邦 ∋ 表达了对没有

其征兆的普遍性的可能性的信仰, 剔除了作为其

内部否定的排他点 ( po int of exception)。 ∀17#根据

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主体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

快感, 意识形态便是在永无休止的对快感的追求

中得以存在的。也就是说, 征兆成为了意识形态

大厦的核心支撑, �乌托邦社会主义 消灭了征

兆就意味着消灭了主体对快感的欲望, 这是不可

能的。依齐泽克看来,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可能

因征兆这一 �崩溃点 分崩离析而被新的意识形

态所替代, 但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却不可能实

现。这种论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永恒存在论的新

变种, 是在为其暂时性存在寻找终极性的解释,

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四、齐泽克社会征兆理论的社会学警示

虽然齐泽克的社会征兆理论主要是以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为模板展开的, 某些观点也是明显错

误的, 但是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出发, 充分强

调欲望和快感在社会对抗中的基础性地位, 对于

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警示作用。

1. 作为商品拜物教的征兆是衡量社会道德现

状的重要指标

如前所述, 征兆是被去蔽的欲望幻象, 商品

拜物教又是征兆的经典范式, 因此商品拜物教与

幻象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商品拜物教一方面凭借

占据着崇高客体空位的幻象牵引着主体的欲望,

建构着主体欲望的内容和满足欲望的形式; 另一

方面, 它又内嵌着自身的否定性因素, 彰显着其

穿透意识形态幻象迷雾的征兆本性。然而无论主

体是迷失于意识形态幻象的巧妙罗织, 还是执着

于勘破幻象诱惑的对抗, 都无法摆脱欲望的窠臼,

理性和道德在这里完全陷入了话语权旁落的境地。

目前, 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市

场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因

此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由欲

望和贪婪驱动的无休止的利益追逐与社会道德的

冲突日益明显, 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协调的情

况屡有发生。可以说, 商品拜物教既是社会道德

失语现象的典型缩影, 又是衡量社会道德现状的

重要指标。

2. 警惕社会意识形态颠覆的 �崩溃点 

齐泽克将意识形态之崩溃点永恒化的后现代

式做法固然是错误的, 但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不断完善主流意识形

态, 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防止崩溃点

的出现, 又是非常必要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

经济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不仅表

现在拜金主义、物质崇拜和消费至上思想的泛滥,

更表现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急功近利和价值缺

失。 �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只讲经济效益,

而要把追求社会效益, 实现社会价值放到重要地

位。可是, 在我国, 将精神文化产品完全商品化,

而丢弃其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社

会功能的倾向却日趋严重。 ∀18#因此, 必须加强主

流意识形态建设, 克服自身的片面、局限与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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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高扬先进性、开放性和建设性特征, 时刻警

惕崩溃点的颠覆, 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

之急。

3. 建立警戒线与预警措施

仅仅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这些因素阻碍了

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是不够的, 关键在于我们要

准确掌握这些不和谐因素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对社会造成和将要造成多大的消极作用。必须建

立起明确的警戒线, 在各个领域设立定性乃至定

量的指标, 重点监测当前社会中利益冲突的频发

和高发区, 以此为样本来客观评估整个社会的稳

定状况。同时还要建立起完善有效的预警措施,

借助经济、政治、法律、行政、道德等多种途径

对各种突发情况展开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为社会

平稳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4. 加强道德引导,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

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消除各种对抗因

素, 就必须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的引导作用,

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具有中国特

色的, 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要全

面融入到整个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民族力量, 借

助民族和时代精神来激发社会活力, 使文明道德

风尚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下生根发芽, 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 致力于形成全民

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精

神支柱。∀19#

5.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道德和舆论的引导毕竟是软性的, 维护社会

稳定、解决社会矛盾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

的强制力量。社会的不和谐归根结底源于经济领

域的利益抵牾,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就要把

反腐倡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 健全的社会主义法

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没

有纳入法律轨道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和

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 �完整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法

制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宏

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法律制

度 , ∀20#它们为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

6.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资源及社会

机会公平

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彻底清除, 要以先进完善的

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具体

国情出发,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基本形成

了以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

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在体系上仍不够健全, 保障水平仍有待提

高, 市场化程度较低。欲改变这种现状, 首先要坚

持始终把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作为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 充分保障社会各阶层的生存

和发展; 其次, 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使其

能够满足城乡所有劳动者的需要; 其三, 要加快社

会化统筹的步伐, 促使社会保障进一步社会化。通

过上述措施, 来切实保障资源和社会机会在每个人

身上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参考文献#

∀1# ∀奥#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22.

∀2# ∀日# 福原泰平. 拉康: 镜像阶段 ∀M#.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48.

∀3# Jacques Lacan. The Sem inar. Book+, The Fundam ental Concep ts of P sy choanaly sis. 1964. p. 207.

∀4# ∀5# ∀6# ∀8# ∀9# ∀11# ∀13# ∀14# ∀17# ∀斯#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02, 105, 103, 166, 29, 32, 33, 43, 30- 31.

∀7# ∀10# 张一兵. 文本的深度耕犁: 第二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17, 368.

∀12# ∀16# 苏平富. �征兆  : 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 ! ! ! 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 J#. 现代哲学, 2006, ( 4):

55, 55.

∀15# E. Laclau. N ew R ef 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 ime. V e rso, 1990. p. 249.

∀18# 易培强. 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拜物教问题再探 ∀ 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 2): 93.

∀19# 韩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5- 7.

∀20# 杨寄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拜物教 ∀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2, ( 6) : 109.

(责任编辑 : 颜 � 冲 )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