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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和自然生态危机的存在一样，精神生态危机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社会文

化、社会焦虑、社会精神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当前城市精神生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
旨在引起相关领域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及时出台与落实必要措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保证城

市精神生态的健康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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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生态包涵两层关系：一是主体内的各精

神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信仰、需要、动机、情感、
人生观、价值观等，表现为内环境是否处于一种和

谐美好的境界；二是主体与主体外环境之间的关

系，表现为人与社会是否处于一种美好的生态状

态。这里谈的是第二种，因为精神内环境状态的

和谐与否主要也是由主体与主体外精神环境之间

的关系 影 响 决 定 的。和 自 然 生 态 危 机 的 存 在 一

样，精神生态危机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了不

起的盖茨比》所揭示的心理拜物化、精神荒原化、
道德空白化、存在的疏离化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便是“精神生态”危机的具体体现。［１］

一、文化夹缝中的尴尬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互联网 的 普 及，
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上同时存在着多种

文化。有东方文明也有西方文化，有主流文化也

有非主流文化，而且大有主流非主流，传统遭排挤

之势，文化呈多元化现实，人们的是非价值观也呈

现出多元化甚至模糊化，体验着前所未有的焦虑。
在现代化 和 全 球 化 双 重 夹 击 的 时 代 背 景 之

下，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

场严峻的挑战。由于西方文明与现代化联系的直

接性与快捷性，逐渐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中占

据了传统文化的地盘。人们认识、学习传统文化

的途径狭窄，动力也明显不足。人们奋不顾身追

求的速度、利益、自由与显性催生了快餐文化市场

的繁荣，但缺失了西方人发展西方文明的历史与

环境，只是断章取义地在学习和吸收着他们的精

神。比如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却没有确立西方人强

烈的规则意识与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季羡林老

先生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书中说：“在

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

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好

了，达到暂时的统一，文化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就

能繁荣。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 者 则 流

于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成为邯郸学步，旧的忘了

新的不会。”我们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处在

旧的忘了新的不会的尴尬境况，国民体验着文化

的贫瘠与荒凉。

二、焦虑的幸福生活

说不清从哪年开始，城市乞讨现象在 全 国 各

大城市悄然流行起来。乞讨的花样不断翻新，乞

讨行为真假难辨，而且一次次欺骗与伤害人们的

感情。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心逐渐变

得坚硬粗砾起来，这种变化是极有漫延性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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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是直观而表面的欺骗，在各个领域中反复冲

击人们视力、听力乃至心灵的事件在一次次考验

人们的善心和信心。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

们会产生无助感与焦虑感甚至压抑感，幸福指数

会大大降低。这种污染是弥散性的，是隐性的，但
又是迫切需要治理的。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

种生活常态［２］。

（一）频发事件晾晒社会公信力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的光明日报法制版“一周看

点”曾聚焦 小 学 生 监 考 和 杭 州 交 通 肇 事 案“替 身

说”。把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放在一

起谈，里面分别有这样两句话，“……如果社会里

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经得起孩子们的‘监考’，都敢

于面对孩子们清澈的目光，那么，积聚在人们心头

的焦虑将消散大半。”“聚焦于公共议题的网民并

非尽善尽美，他们的典型特征是对真相的焦虑，而
绝不是颠覆真相……，此案再次证明，政府巩固与

民众在公信力上的联系及信任是紧迫而必要的。”
两个事件都强调了公众的焦虑，也都映射了公信

力的缺失。
在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的扬子晚报有一篇题为

“公信力不能在２９秒中发烧死”的文章。该文所

指的公权在“２９秒”中发烧之事是否是准确的、客

观的，不是关注的重点，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群众确

实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确实想实施监督权。如果

群众监督的渠道不通畅，公权力就得不到信任，这
是事实。这种不信任的传播，只会使公信力继续

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公

众的胡乱猜测，不能说你们别管这么多事了，也不

能说你们必须相信我们，或者说信不信由你，只有

让事实说话，使群众监督渠道保持畅通，让公众了

解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频发的医患事件和袭警事件更是让人觉得匪

夷所思。医生和警察职业本来是极神圣的职业，
以救死扶伤和保护群众为天职，医患关系、警民关

系本应是和谐甚至充满感恩的，现在竟被认为是

风险极高的职业，这本身就是荒诞的事情。不过，
医患关系、警群关系紧张既然成了一种现象，那就

是不是偶然的，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才能有效地

解决问题。其他如学术造假事件、假捐款事件、食
品安全事件、封口费事件等等都在突显着社会精

神环境的诸多不和谐，都加重人们社会焦虑感。

（二）“被时代”的无奈

从“被自杀”、“被和谐”再到“被就业”、“被增

长”、“被全勤”，广大 网 友 惊 呼“被 时 代”来 临 了。
被字句的流行体现了人们在公共权力面前的委屈

与无奈，也体现公民的权利在得不到自由主张的

情况下顽强的呼声表达，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

觉醒。规范、疏通与保护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传

播的渠道，使其成为社会机体的传入神经，才可能

保持机体健康。随着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强化，
随着信息渠道的不断发展完善，相信“被时代”会

走出眼下的尴尬境地。
作为“被××”的主语，几乎都是弱势的一方，

是自身的权利遭到了强势一方的侵犯。但《中国

青年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的“中青评论”刊发了题

为“政府部门何时不再‘被作为’”的文章则是个例

外。这则评论是 针 对 于 以 下 事 件：７月３０日，湖

南省浏阳市镇头镇数千群众上街表达对长沙汀和

化工厂镉污染的抗议，并一度围堵镇政府、镇派出

所。８月１日，长沙市有关部门表示，湘和化工厂

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

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正在接受调查。联

系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发生过农民工张海超“开胸

验肺”事件，不难发现，两个事件具有“被作为”的

共同点。“被 作 为”与“执 政 为 民”的 理 念 背 道 而

驰，加 剧 了 官 民 对 立，给 社 会 不 稳 定 埋 下 更 多 隐

患。“被作为”背后体现出政府的“被信任”危机。

（三）诚信危机剥离了人们的安全感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市场经

济的冲击下面临严峻的考验。马克思曾引用英国

经济学家托·约·登 宁 的 话：“一 旦 有 适 当 的 利

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
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

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

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３］面对丰厚利润的诱惑而能选择和

坚持诚信，就需要具备超强的智慧远见和过人的

勇气。
三鹿奶粉事件不仅使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

丧失信心，而且也使公众不得不正视和审视社会

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漏洞，可以说是引发了一场诚

信危机。假 若 不 能 有 效 减 少 和 防 止 此 类 事 情 发

生，久而久之，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成
为一种社会习惯，国家昌盛和崛起就失去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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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毒奶粉、毒大米、黑心月饼、瘦肉精猪肉、掉白块

粉丝、矿物油瓜子、阴沟回收油以及工业酒精勾兑

的酒、甲醛浸泡的水产品、农药含量严重超标的蔬

菜等等“进口”的食品让老百姓心惊胆战时，当面

对社会上 铺 天 盖 地 的“放 心 馒 头”、“放 心 面”、“
放心 肉”、“放 心 菜”……仍 然 不 能 让 人 放 心 时，
“信”从何来？当人们对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甚至对一切都冷漠、麻木时，这是社会的悲哀。

企业不能取信于民，企业就失去了市场，国家

不能取信于民，国家的和谐与繁荣也就成了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人际之间失去了信任，则人们的

生活就会变得冷漠、麻木甚至充满猜忌与不安。

（四）异化给生命的重压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效 益 的 快

速提高，却存着科技异化愈演愈烈、人文精神日益

丧失的社会现实。在这个典型物化的社会里，社

会发展基本上沿着以物为本位的链条运行。人也

难逃其咎，遭受着被异化被物化的现实。
当前，自杀成为了死亡的一 种 主 要 原 因。中

国每年有２８．７万人自杀，２５０万至５００万人因自

杀未遂而接受治疗［４］。心理问题 突 出，职 业 倦 怠

成了社会的通病，幸福指数非常不容乐观，种种现

象表明：物质的丰硕，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自
由权力的增大，并没有解决人类内部与深处的诸

多矛盾与困惑。这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

至有人绝望到用提前结束生命来了断这种矛盾和

困惑所带来的痛苦。这种行为是在用一种最不负

责任的态度对待生命，是不伦理。还有许多人在

忍受这种矛盾与困惑，在痛中挣扎，表现为因为心

理问题的困扰而使生存质量大大降低。应该去积

极地突围，而不应消极地忍受，否则也是对生命的

不伦理。更有大量的人在被动、消极甚至麻木的

度过一天又一天，无幸福可言。所有这些都是不

符合生命伦理要求的。

三、亟待净化与治理的精神环境

（一）影视环境

电视凭着娱乐化、通俗化、形象化的特点吸引

着庞大的观众群，成为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因其影响广泛，所以更应注意净化电视

环境，使其以积极、健康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可就现在的电视环境而言，确有许多地方需要改

善。

中国电影 的 生 产 随 着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随着多元资本进入电影创作的合理流程，开始

实践“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发展策略，以“好莱坞”
商业 电 影 模 式 作 为 参 照，来 拓 展 自 身 生 存 空 间。
商业电影，尤其商业“高概念”电影，开始正式步入

中国电影创作的视阈，并产生了所谓不俗的商业

回报电影。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所谓“高概

念”电影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

表征就是，电影的商业内涵被过度地强化，使得经

济的要素远远超过了电影的文化历史使命要求和

电影的美学品格要求［５］。所谓的 大 片，在 上 映 前

可劲地炒作，造很大的声势，想方设法地调起公众

的味 口，使 人 们 有 所 期 待，期 待 这 个 片 子 有 些 看

头。但往往千篇一律地的大空架子，大失望，看了

一遍决不会看第二遍。看了之后不一头雾水不知

所云，也 是 只 记 住 几 个 破 碎 的 片 断，感 到 愤 懑 失

望。或是惊讶于影片堕落之快。寻根源不外是制

片人的 商 业 目 的。他 们 瞅 准 的 是 观 众 包 里 的 银

子，是票房。如果用一个词来涵盖当代电影生态

文化，用“媚俗”最恰当。
最近几年，全国电视剧产量达到了平 均 每 天

生产４０集的 规 模 和 速 度，２００９年 的 中 国 电 视 剧

却在连年攀升之后首次出现减产现象。中国广播

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著名制作人潘

洪业表示，２００９年 电 视 剧 生 产 量 的 理 性 回 落，标

志着市场在逐步成熟，管理政策进一步实施到位，
中国电视剧将结束数量和规模的竞争，进入品质

和质量的提升阶段［６］。

（二）文学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 着 网

络的普及，催生了多种文化的冲撞与共生。社会

主体体验着处于文化夹缝中的尴尬。“面对社会

的转型期和这个喧嚣的时代，有些作家却失去了

自己的定力，盲目地跟风乱跑。诸如“低龄写作”、
“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等文学现象纷繁芜杂，越
演越烈［７］。作为人们心灵载体的文学作品的审美

功能和教育功能日益弱化。甚至德国著名汉学家

顾彬曾言辞激烈地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称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当然是太绝对了。中

国优秀的作家还是大有人在。如余华、莫言、阿来

等都推出了很好的作品。
一些作家的定力的丧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

原因。其一是发自直接动机，一是发自间接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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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直接动机，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写，有这样倾诉

的冲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美的，是自由的，
是人权的。不仅他们自己这样认为，这样向往，而
且想让这些想法得到认同，引起共鸣，借此来影响

其他人。其二则是发自间接动机。那就是为了销

售量，为了钞票。当前的文学出现了一种消费化

和时尚的倾向，经典著作受到了冷落。这种阅读

趋势必然刺激着作家的迎合行为，结果出现纷繁

芜杂的文学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随着读者的阅

读兴趣和审美取向的多元化，对文学创作者，出版

者与评论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潘凯雄强调，面对泥沙混杂的庞大的文学创

造，要求文学界和出版界坚持文学底线判断，不用

类型化概念批评或期待某种作品，而是看其是否

对历史或当下的生活有独特的发现、对人生有独

特的思考、在艺术上有独特的表达［８］。

（三）网络环境

日前“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致死事件再一次

将人们的注意聚焦到对于网瘾的关注上。由于网

络游戏的泛滥和网吧的日益增多，网瘾青少年已

从当初的４００多万增加到１　３００多万［９］。网络让

许多青少年深受其害，也让绝大多数学生的父母

谈网色变，焦头烂额。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但
怨谁呢？这就像是有公然制毒的，有招摇贩毒的，
有吸毒成瘾的，但却没有打击制毒、贩毒的设置，
甚至从没有认为这种行为不正常，而只是被动地

把希望放在了戒毒上，而且“戒毒所”根本没有什

么科学的戒毒措施与方法。创建文明的网络环境

需要从根上来治理。
首先要做好的是有法可依。要建立和完善对

网络信息和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的法律法规，有

效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其次，要加强管理和规范，
开发新的程序和管理系统，实时地对一些不法网

站和色情、暴力信息源进行监测和打击。第三，要
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网络道德风尚。随着各种技

术的攻关与各项制度的落实到位，互联网的领域

的失序局面将成为过去。

四、结语

要找到应对城市精神生态危机的对 策，必 须

从文化着手。放眼世界，中国文化甚至在西方国

家也越来越受重视，西方文明也已不是冷冰冰的

理性、科技、现代化的代名词，在西方文明里也有

了越来越多的对道德、审美与和谐的阐释。人们

的传统文化是充满智慧的文化，人们应该深深扎

根于其中，去汲取精神养分，寻找智慧和力量。现

在许多国人没有文化主体意识，盲目跟风，模仿皮

毛的、支离破碎的、模糊不清的外来文化，结果成

了浮萍，根没了，文化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如果这

成为了普遍现象，那么整个国民就会变得投机、肤
浅而脆弱不堪，国家的强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要根治文化生态荒漠化，必须大力推 进 人 文

教育。教育最早是基于传承已经积累的劳动经验

和生活经验，提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的需求

而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教
育对人整体素质的关注从自发走向自觉。随着封

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教育被异化成了培养官本位

的考试机器的工具。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又催

生了教育的物质化与工具化。现代中国教育正遭

受着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严重异化。人们接受着

异化教育，又无奈地充当着工具或机器，完全丧失

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徒劳地耗损着自己的生命，
毫无幸福可言。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大力推

进人文教育是根治文化生态荒漠化的必然途径。
要构建和谐的城市精神生态，还离不 开 制 度

的规范与落实。这就要求我们以学习和落实科学

发展为契机，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当前我国城市

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受经济发展与精神

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制约，城市的精神生态发

生了病变。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需要有价值观

念的导向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法规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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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违仁，造 次 必 于 是，颠 沛 必 于 是。”［２］意 思 是

说，财富和地位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凭正

当的方式取得的，君子是不会享有的。贫贱和卑

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是由于本不应该贫贱

而贫贱了，君子是不会摆脱这种境况的。如果扔

掉了仁，又怎么称得上君子呢？即使是一顿饭功

夫的时间也不会违反仁，匆促之时也不忘掉仁，在
生活困段、东奔西走之时也一定在实行仁。这是

一种最理想的状态，需要经过艰苦的磨练与长期

的考验，当传统的规范与自己的意识逐合在一起，
不必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仁和与中正，这
是最高的生命状态。事实上，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要想完全做到，几乎不可能，只是当人们在颠沛流

离时，在艰难困苦时应该像孔子所说的仍然要保

持一份气节、一份坚强、一份勇敢、一份积极，那就

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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