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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广义地说，所谓风险，是指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未来既可能带来某种有利后果，也可能带来某种有害后果，还可能带来既无

害也无利的后果。狭义地说，所谓风险，只是指某种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本文主要在狭义上使用风险概念。

编者按: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大与深化、现代性的
流动加速与扩展产生了众多的全球性社会风险: 2003 年的中国“非典”疫情、2011 日本核泄漏
等突发风险事件触目惊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食品安全等危害也都有目共睹。所有这些
“风险”问题一跃成为当代人类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这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生存方
式的出现。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
而且也对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
而凸显了对风险问题进行哲学阐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期发表的这组国内几位对风
险问题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笔谈文章，分别从道德、财富、政治、自反性现代化和转型风险
的角度对道德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政治学、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发展风险观等问题进行专题
研讨，希望对推动学术界展开风险问题的哲学研究有所帮助。本刊将继续关注这一关乎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热忱欢迎各位学者参与研讨。

陌生化境遇中的社会心态及其道德风险

寇东亮

(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郑州大学 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陌生化既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又是现代社会高效发展的动力。陌生化

对人的社会心态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持久。中国社会的陌生化进程产生了各种社会心态，其中，

犬儒心态、冷漠心态和怨恨心态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社会心态孕育着一定的道德风

险:犬儒心态引发道德信任危机，冷漠心态加剧道德情感萎缩，怨恨心态减弱道德感恩意识。

［关键词］ 陌生化; 社会心态; 风险; 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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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思想家舍勒在谈到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时说:“最令人确信无疑的恐怕莫过于深深的陌化”，“陌化

并非是触及到我们社会秩序的这一或那一个方面或某类现象，而是触及我们的社会秩序之总体”①。陌化即

陌生化。20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的推进，随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的加速，陌

生化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趋势和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经验感受。这种陌生化引发的效应是多

方面的和多重的。陌生化所催生的社会心态以及这种社会心态所孕育的道德风险，是陌生化效应的重要方

面，需要给予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陌生化及其风险②效应

一般地说，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陌生问题，陌生是人类社会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陌生化则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重要特性。因而，陌生化也成为现代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德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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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齐美尔把研究陌生人问题视为解决“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关键。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

德曼首先提出“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用以指称现代社会的本质。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现代

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

陌生化既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更是现代社会高效发展的动力。一方面，陌生化是现代化进程的

必然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民主化、信息化、个人化等现代社会要素日益发展的产物，指称

现代社会的速变性、异质性、新颖性、流动性、疏离感、孤独感等特质。陌生化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

志之一。另一方面，陌生化也是现代社会高效发展的动力机制。现代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

会，健全的市场经济、完备的民主政治、成熟的理性文化、有序的社会生活等等，都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陌

生关系”来支撑和维系。契约、民主、理性、法治等都蕴含着对“陌生关系”的肯定、尊重和张扬。“如果现代

生活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必须保护和培养陌生关系。”①同时，陌生化还意味着创新和重生②。陌生化是相对

于熟悉而言的。熟悉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因熟悉而会逐渐成为人的习惯、经

验和无意识，人会由此对熟悉的东西习焉不察、熟视无睹。但是，熟知不等于真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

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

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③一味固守熟知，人便会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和

“常人”状态。陌生化意味着对人的熟悉状态的批判、否定、剥离、解构、颠覆、变形、创造等，它代表着差异

性、独特性、新颖性、复杂性等。从广义上说，“陌生化”是克服人的异化状态的一种方式。通过陌生化方式，

使人摆脱虚妄、流俗等“常人”生存状态，唤醒和激发人的质疑、批判和改善现状的决心，达到对本真生活的

更深刻的理解与熟悉。可见，“陌生化”与其说是“使之陌生”，不如说是“使之新颖”。从这个意义上说，当

代中国社会从传统“熟人社会”走向现代“陌生人社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陌生化具有风险效应，这种效应是多方面的和多重的。陌生化对人的社会心态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持久。

陌生化意味着无序、混乱、危险。在陌生化进程中，失衡、忐忑、空虚、焦虑等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英

国思想家吉登斯提出“本体性安全”概念，用以描述和批判现代人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本体性焦虑”或“存在性

焦虑”。“本体性安全”即人们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无助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

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④。安全感是人的心理需要的重要方面，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之

一。马斯洛把安全需要视为继生理需要之后的人的第一需要，它具体表现为依赖感、稳定感、归属感，对秩序、

体制、法律、界限等的需要，以及对恐吓、焦躁、混乱等的规避。只有安全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人才会产生爱、

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当这种最基础、最重要的安全需要受到威胁时，人的心态便会产生诸多问题。

近年来，“彭宇案”、“小悦悦被碾压”等类似公共道德事件的频发，使得“陌生”、“陌生人”、“陌生人社

会”等概念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谈论和运用。长期生活于“乡土社会”的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陌生化表现

出更为强烈的忧虑、排斥甚至否定。陌生、疏离、孤独、无情、冷漠等被视为陌生人社会的特质和标志。对多

数人来说，“熟人”是可亲可信的，是“自己人”，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陌生人则因其“来历不

明”或“形迹可疑”而被视为“外人”或“路人”，被视为潜在的“坏人”或“敌人”，甚至被视为可怕的“妖魔”。

于是，在中国社会的陌生化进程中，产生了各种社会心态，这些社会心态孕育着一定的道德风险。

二、犬儒心态与道德信任危机

作为一个概念，犬儒或犬儒主义具有多义性，其内涵和外延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不断演化、变形和重构的

过程。起源于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最初是褒义词，指称一种远离世俗、回归自然、追求真善的人生态度和生活

方式。后来具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指称一种鄙视虚伪、愤世嫉俗、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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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7 － 188 页。
在文论意义上，“陌生化”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陌生化意即使创作对象陌生、奇特、不同寻常，也就是在文艺创作中，通过采用新奇的艺

术技巧，对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从未质疑的熟知对象进行“陌生”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陌生的文本经验，使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保持一

定距离，打破审美主体的习惯性感知方式和思维定势，唤醒审美主体对生活的感受，使其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熟知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

性，从而延长审美主体对熟知对象的感知历程，提高审美快感，最终获得“陌生美感”。后来，陌生化方法由文论范围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学科领

域，马尔库塞等社会批判理论家把陌生化方法作为批判现代社会人的思维单一、批判精神缺失等现象的理论工具。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 ，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0 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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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犬儒主义开始具有了贬义色彩，指称一种因愤世嫉俗而怀疑一切、绝对否定、玩世不恭的心理习性和游

戏心态。犬儒主义的含义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理念却没有变，即对于世界的不信任

和拒绝。“不相信”是现代犬儒主义社会心态和行为理念的集中体现。有学者认为，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

“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心态，它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

不相信的那个世界。这种“不相信”心态的普遍蔓延，会造就一个“犬儒社会”①。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总是

疑心重重，对很多事和人都不相信或不信任，包括对一些本来值得信任的事和人也持普遍怀疑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陌生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相信”的犬儒心态，而这种“不相信”的犬儒心态又成为

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2011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

章。文章起首便指出，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大的人群中蔓延。2013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 － 2013》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

下降，已经跌破 60 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

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直观而深切地感受到了信任危机及其所引发的负面

效应。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提出“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疑忌社会是畏首畏尾、赢

输不共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这种社会倾向忌妒和自我封闭，盛行侵犯他人

权利的相互监视。信任社会则是一种扩张的、共赢社会，是一种团结互助、共同计划、开放、交换和交流的社

会。② 也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疑忌社会”中。

我们目前所遭遇的信任危机，根本上是“陌生人信任危机”。人们基于血缘姻缘地缘业缘或因机缘熟悉

而形成的信任，是一种有限的“特殊信任”。这种信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或相对固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它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尤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陌生化进程。美国学者埃里克·尤斯拉纳

认为，对熟人的信任是一种“策略性信任”，它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他人是否可信的假定。“策略性信任”只

能使人与已经认识的人合作。而信任问题的真正内容是信任我们不认识的人。“对陌生人的信任是一个公

民社会的最关键的基础”。但是，“由于陌生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个问题是没有证据作为基础的，因此必须有

其他的基础，我认为就是道德基础。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他人与你共有一些基本价

值”③。埃里克·尤斯拉纳把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称为“道德主义信任”。这种信任基于一种乐观主义世界

观，这种世界观以“相信”为核心理念，它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相信人是善良的，相信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共有

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

目前，在中国，面对信任危机，当必然遭遇陌生人、当必须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总是更多地采用传统

“熟人”策略。所谓“熟人”策略，就是通过调动血缘、地缘、姻缘、学缘、职缘等各种“关系”，把“陌生人”转换

为家族宗法式“熟人”，变为“自己人”。“熟人”策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当下不完善制度体制交

互作用的产物。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主要围绕基于血缘宗法的“五伦”关系展开，强调“爱有差等”、“内外有

别”和“防人之心”，讲究“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处处流露出对“陌生人”的戒心和排斥。当下

中国社会总体上仍存在浓厚的人治色彩、泛滥的宗法式“关系”，使得人们常常必须借助传统“熟人”策略，才

能回避公共生活中存在的诸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的“陌生人困境”。同时，近年来，“彭宇案”、

“小悦悦被碾压”等屡屡发生的公共道德事件，多指向“陌生人”或“路人”，使人们对关怀他人、助人为乐、奉

献爱心等心存疑虑，对“陌生人”心存戒意甚至恐惧。“熟人”策略在局部意义上化解了某些“陌生人”的信

任危机，建立了一些“策略性信任”。但是，就根本而言，这种基于“熟人”策略的“策略性信任”非但不能从

根本上化解道德信任危机，反而加剧了道德信任危机。因为，“熟人”策略只能使人治、“情大于法和理”、“潜

规则”等现象在更大范围内的滋长和蔓延。“熟人”策略使亲情、交情、友情等被大量渗透或移植到国家管

理、社会管理、企业管理等领域，弱化甚至消解了现代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公共性、有序性和高效性; “熟

人”策略使私与公、情与理、情与法的界限被模糊甚至混淆，“熟人”的“情感”代替了制度程序和法律章程，导

致社会生活中潜规则猖獗，使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和偏差;“熟人”策略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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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当今社会的现代犬儒主义》，《时代潮》2001 年第 17 期;《从不相信到犬儒社会》，《南方周末》2011 年 9 月 15 日。
［法］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前言第 5 页。
［英］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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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人唯亲、任人唯熟、官官相护、包庇纵容、保护伞、拉帮结派等成为官场的顽症，使攀亲戚、认老乡、找同

学、拉关系等成为不少人办事的不二法门。总之，“熟人”策略阻碍社会信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构，遏制普

遍主义信任或道德主义信任的发展。

三、冷漠心态与道德情感萎缩

陌生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冷漠化的过程。广义而言，冷漠可视为一个中性词，冷漠即冷淡、不在意、不关

心等。这种意义的“冷漠”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特性，意味着客观、公正。从这种意义上

说，冷漠是现代人生存必备的精神素质。这种冷漠一如罗尔斯所说的“相互冷淡”。“相互冷淡”是罗尔斯对

原初状态人的行为动机的假设。“相互冷淡”是一种由于兴趣或利益之缺失而持有的不关心或漠然的心态，

即彼此无兴趣、无嫉妒、无怨恨等，意味着一种客观公正的相互对待的态度。罗尔斯认为，“相互冷淡”是实

现公正、民主等所必要的一种社会心态。在现代道德生活中，“冷淡”意义的“冷漠”往往也是现代人自我保

护的一种手段。萨特认为，只有当“我”聚集自己的力量反对他者，与他者对“我”的自由之威胁作斗争时，

“我”才成为我自己，成为自我。所以，在萨特那里，疏远、冷漠是人的主体性产生的行为，主体性就是陌生

化。德国思想家鲍曼认为，与陌生人相处，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尊重”或“冷漠的尊重”，这可以使人把陌生

人视为与自己具有同样人格尊严的人，使人与人之间互不侵犯，彼此保持相互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性。① 在现

实生活中，冷漠也是人们对在实施道德行为时可能遭遇的道德风险的考量中所产生的道德不作为，而这种道

德不作为又具有某种合理性与合情性，如对待诈骗性乞讨的冷漠等。

但是，在严格意义上，冷漠即缺乏情感、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在道德意义上，冷漠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

道德生活关系的相互冷淡、疏远、隔膜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同情丧失、道德情感缺乏、

道德意志懦弱等。道德冷漠的表现是多样的和多层面的，既表现为对道德本身的冷漠，更表现为对道德生活

的冷漠。对道德本身的冷漠，如信奉道德虚无主义、拒绝道德信仰、搁置道德判断、消解道德义务等等。对道

德生活的冷漠，如在社会生活中缺失道德关怀、缺乏道德勇气、无视败德行为、放弃道德践行等。调查显示，

在有关我国公共伦理领域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的访谈回答中，占据前两位的是: 人际关系冷漠( 61． 5% ) 和

诚信缺乏( 61． 4% ) 。中国人目前最为认同的五个德目依次是: 爱( 78． 2% ) 、诚信( 72． 0% ) 、责任( 69． 4% ) 、

正义( 52． 0% ) 、宽容( 47． 8) 。②冷漠与爱，是两种彼此对立的道德情感。冷漠的蔓延和爱的缺失，凸显了我国

社会生活中道德情感的萎缩。依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来看，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道德差序格局，即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是以“伦”为本位的。所

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在这种差

序中，社会关系包括道德情感是一圈圈推出去，愈推俞远，也愈推愈薄。③于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人

总是以防范的心态面对“陌生人”，告诫自己或劝诫亲朋好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和陌生人交往”。

另有一部分人则信奉脸厚心黑、情感冷淡、为人冷酷等，以瞒、骗、欺诈等手段，伤害或损害“陌生人”。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以重印民国初期李宗吾所著《厚黑学》为标志，一批与“厚黑学”相关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

以“厚黑”为“卖点”的“厚黑学”书籍的相继问世与热卖，使社会一度出现“厚黑”热，滋生一种“脸皮厚，心底

黑，手段狠”的“厚黑”心态，使人以“冷酷”的眼光看待他人和社会，用“恶”的手段对付他人和社会。

同时，在市场交换原则的极度扩张中，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亲情友情等不断被商品化或货币化的

倾向，出现了“杀熟”现象。“杀熟”就是通过损害、侵害、欺骗熟人及其利益而达到利己的目的。充分利用人

与人之间的“情”，是“杀熟”的杀手锏。非法传销是“杀熟”的经典行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持续

蔓延的各种非法传销活动，主要利用亲情友情等“熟人”关系，教唆参与者以“善意的谎言”诱骗亲朋好友参

与传销。在这种传销模式中，大批受骗者为了挽回个人损失，会很轻易地越过道德底线，走向“杀熟”之路④。

非法传销活动冲击人伦道德底线，使夫妻相向，父子反目，朋友成仇，引发亲情衰落，友情丧失，对人的情感世

界造成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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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冷漠既表现为心理或观念上的不动心、无所谓，也表现为实践或行为上的不介入、不参与。当前，道

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知行不一，是我国道德生活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道德生活中的“旁观”及“旁观

者”问题日益突出。在道德意义上，旁观者即面对他人或公共领域遇到困难或危机需要帮助时在现场围观

而没有积极援助或有意回避的人。调查显示，在有关我国公民道德素质中最突出的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有

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的受访者达 80． 7%①。旁观者冷漠常常具有一种集体性的扩散效应和极强的传染

力，对道德的存在和成长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力。

四、怨恨心态与道德感恩意识弱化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抱怨、怨恨和仇视。失利者抱怨权益受到侵害，既得利

益者抱怨权益得不到保障，无直接利益冲突或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羡慕、嫉妒、恨”成为流行语，“仇富、仇

官”成为群体情绪，“焦虑郁闷易怒”成为公众性格特质，“动辄开骂”成为大众习惯。社会各个群体或阶层似

乎都处于抱怨和相互仇视中，怨恨已成为一种普遍性和弥散性的社会心态。《人民论坛》2011 年 6 月推出题

为“怨恨心理解救”的系列文章。文章指出，动辄开骂的不良情绪在网络及民间舆论场上的传导与扩散，反

映了人们的“压抑”情绪，折射出部分人心底的“怨恨”②。

在语义上，“怨”即因委屈、压抑而不快或不满;“恨”即因不快、不满而憎恶或仇视。“怨”者必有“恨”，

“怨”与“恨”有不解之缘。“怨恨”即因委屈、压抑、伤感、抑郁而痛恨、仇恨、憎恨等。怨恨具有一种持续集

聚、蓄积于心的内指性和内敛性。怨恨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或源于个体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有限性，或源于个

体的过度欲望及其被遏止，或源于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或源于客观环境的不公正等。在心理学意义上，怨

恨缘起于心理或精神的受伤害感( 这种受伤害感可能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可能只是个体的一种“主观认定或

虚幻想象”) ，没有心理或精神的受伤害感，怨恨难以滋生。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被伤害者客观上

无力回击伤害者，或无法消解这种受伤害感，他只能委屈、隐忍或埋怨。积怨既久，便生恨意。在社会学意义

上，由于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地位与其自身的“主观定位”不相符( 这种“不相符”可能源于个体的自

我中心主义，也可能源于社会环境的不公正) ，在这种社会性生存价值的比较中，个体会产生一种社会生存

无力感，怨恨心态便在这种“社会生存无力感”中形成。尼采说: “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

作出直接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③

德国思想家舍勒把“怨恨”作为基本范式，用以解析现代社会道德价值的根源及现代道德精神的特质。

他认为，在西方，现代人的怨恨最初来自于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感，但根本上则源于在由传统社会转向现

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人所形成的不公平感、受伤害感、压抑感、无力感等生存性的情感体验或心理感知状态。

怨恨造就了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和道德人格，即“怨恨情结”和“怨恨人格”。就其本质而言，“怨恨是一种有明

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

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 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其实，情感波动、情绪激动是正常

的，属于人之天性的基本成分。这种自我毒害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价值

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④。在舍勒看来，作为一种情感体验或心理感知状态，“怨恨”主要表现为报复感和报

复冲动、仇恨、恶意、嫉妒、阴险等。

舍勒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容易滋生“怨恨”心态。因为，在前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只在他

的等级的范围内攀比……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上帝或天命给予的‘位置’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位置是‘安

置好的’，他必须在给自己安定的位置上履行自己的特别义务，这类观念处处支配着所有的生活关系。他的

自我价值感和他的要求都只是在这一位置的价值的内部打转。”在现代社会，“实事性的职份及其价值的观

念，原则上要在所有人之间的态度基础上才会展开; 这态度便是希求更多、更大存在的愿望。于是，每一个

‘位置’都变成这场普遍追逐中的一个暂时的起点”⑤。同时，在现代社会，“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

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 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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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便会不胫而走。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

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①。

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于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发展失衡、社会阶层断裂、利益格局相对固化、个

人上升空间被挤压、社会救助乏力等，导致各种社会排斥现象的发生，使许多人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从

而产生一种压抑、郁闷的情绪，产生不公平感、受伤害感、被剥夺感等心理，进而形成一种“怨”的情绪状态。

如果不能有效化解这种不公平感、受伤害感和被剥夺感等，积“怨”难平，人们的“怨”的情绪状态便会转向

“恨”的心理状态，形成一种“怨恨”心态。这种心态的长期积聚很可能会使一个人最终“残酷”地去报复他

人和社会。2013 年 6 月 7 日发生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致 47 人死亡、34 人受伤，纵火案嫌犯陈水总，被警方

称为“因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的人。国内多家媒体通过采访报道拼凑了陈水总的人生碎片，其关

键词包括: 贫困、孤僻、沉默、古怪、爱找碴、不被重视、人际关系紧张( 他曾一天拨打 9 次 110 投诉邻居) 等，

以及被广泛提及的直接诱因: 陈水总因外出打工，低保被取消，年龄被派出所弄错，过了 60 岁仍办不了社保

医保，长达数月的上访无济于事。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人的主观期望及其满足的有限性，相对剥夺感以及由此滋生的“怨恨”心态，往往会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现在，不少人有一种“受害者心态”，有一种弱势心态或“自我弱势想象”。据调

查，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 45． 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 57． 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 55．

4%②。作为 2012 年度最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屌丝”( 指出身卑微、相貌丑陋、收入微薄的男青年，与“高富

帅”相对) 一词被当代中国青年争相认领，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对于社会不合理现状及自身窘境的改变的无

力感③，也折射出当代青年人的一种或许被放大了的普遍性的“自我弱势想象”。“弱势”心态会诱发各种抱

怨和怨恨。一些人总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带着一种受害情绪看待社会问题和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总是习

惯性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一个易被侵犯的弱者，总是倾向于认为其个人社会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

相比偏低。有数据显示，在我国，近一半的公众认为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社会地位偏低。公众相当广泛地

存在着对先富者的致富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怀疑心理，认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靠钻法律、政策的空子，靠偷

税漏税、违法乱纪先富起来的，形成“妒富”或“仇富”心理。这种“受害者心态”在社会中生成了一种怨恨情绪。

生活在怨恨中的人，心灵永远不安宁。世上没有什么会让他感到满意，他对世界心灰意冷，甚至满怀敌意。

怨恨心态会减弱、遮蔽甚至泯灭人的感恩意识。近年来，我们的感恩意识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因此使感

恩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现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

会心态。不少人无偿索取意识强烈，感恩图报意识淡薄。一些人面对父母的哺养之恩，只知被爱，不知回报，

孝心和赡养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一些人享受着别人带给自己的快乐，只知索取，不知奉献; 一些

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惟“我”为中心，只知受惠，不知回馈; 一些人视国家、社会给予的关爱为理所当然，只知

接受，不知责任; 更有人忘恩负义，以怨报德。

感恩意识有助于消除怨恨心态。“百善孝为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吃水不

忘挖井人”，这些传统格言教诲人们，当我们受人恩惠时一定别忘了感恩。感恩就是对别人所给予的帮助表

示感激，就是对他人的帮助和恩惠给予回报或回馈。感恩是一个人应具备的美德，感恩既表现为一种知恩、

尊恩、敬恩的感恩意识，即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一切，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有许多人的支持、帮助和奉献; 感

恩更表现为一种强烈报恩的感恩行动。拥有感恩意识，说明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正确的

认识; 实施感恩行动，则是一个人基于感恩意识而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恩源于心理和精神的满足，源于对人

和世界的良好心态。感恩能使人少些抱怨，多些宽厚，少些仇恨，多些友善，少些对抗，多些和谐，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 责任编辑: 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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