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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和改革开放

彭 月生 时

�淮海大学马列教研室�

凡类社全是一个不断向前发滩的活的有机体
。

它所包含的社会要素
，
是极其复杂

、

无限

多样的
，

其中生产力
、

生产关系
、 �

�

匕层建筑是基本的要索
。

早 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哲学

家普列汉诺夫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对社会结构的仁个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

“ �一 �生产力的状况�

�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三 �在一定的经济
‘

基础
’

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 �一部分由经
’

打宜接所决定的
，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

则长五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一 ”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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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一概括
，
揭示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基础

、

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

式 乙 几的巾介作用
。

同时说明了社会存在是如何通过社会心理转变为社会意识形式的
。

在社

会生卑中
，
人们由于生产力发屁的一定状态相互结合着

，
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

，
在这个

呆礼
�
止

，
并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制度作用

一

��
，
形成人们的社会心理

，
进而 形 成 系 统

化
、

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式
，
而社会意识形式一旦形成

，
又反过来通过社会心理对生产力

、

生 比是系和政治制度起着重大的反作用
。

很明显
，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和
�

上层建

筑之
�习的矛盾运动及其相互作用中

，
社会心理是一个重要的中问环节

。

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

任河社会一样
，
也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劝的社李有机体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
矛盾诸方面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

相矛盾的情况
，

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
、

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 �

匕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

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
·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好

的
，
子亘它又还很不完善

，
经济

、

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及各种具体制度存在许多弊端
，

束

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

要使社会主义制度 自我完善
，
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

。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
发展生产力

。

过去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和
“
左 ” 的

通想指导的影响
，
长期把吃 “ 大锅饭

”
的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我

本文于����年 �月�日习戈到



们党通过拨乱反正
，
总结历史经验

，
明确地肯定

，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

任务
，
因此彻底否定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理论和实践

，
坚决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

由于有了这个根本转变
，

才有可能提出对外开

放的政策
。

历史的经验 已充分证明
，

搞闭关 自守
，
不对外开放

，

生产力就发展不起来
，
不破

除生六力和上层建筑存在的弊端
，

而固守僵化模式那一套
，
就不可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

生

产力同样发展不起来
。

而生产力不发展
，

国家就不能富强
，
人民也就不能富裕

，
社会主义制

度就会失去根基
，
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

所以
，
实行全面改革

、

对外开放
，
更快地发展

生产力
，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
一

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发

展的客观要求
，
它的必要性

，
首先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心理的中介而被反映

、

折身�出来
。

因此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

在进行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 �必须注重 人们

社会心理的分析
，
通过这一 “ 窗口

”
及 旱发现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把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这乃是我们在改革

、

开放实践中所必须学会的领导艺术
。

’

改革是一场革命
，
开放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

。

全面改革与对外开放不仅会给社会

主义带来经济繁荣
，
同时也促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深刻的变化

。

首先
，
改革开放的实际成

效使人们对党的领导
、

党的政策更加信任
，
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
同时使人们更热

情地支持现行的政策
，
并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

。

其次
，
改革和开放措施的实行

，

推功

着社会道德的进步
，
并将有力地改变社会风气

。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
国家对企 业 实 行 责

、

权
、

利 花位一体的经济体制
，
并运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去调整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者之

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

实现了国家利益
、

集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
使人们从 自己切身利益

的现实中
，
感受到个人利益同集休利益

、

国家利益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
从而增强了劳动者

主人翁的责任感
，
促进了人们集休主义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

同时使顾全大局
、

诚实守信
、

互

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也得到了发扬
。

再次
，
冲击了旧的传统腐朽落后的观念

。

这些观念

包括
�

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留的封建思想残余和愚昧
、

迷信观念， 长期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

的 自然经济
、

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落后观念� 长期闭关 自守状态所形成的落后观念� 二
、

三十年来的僵化体制所形成的固定观念� 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和

“
左 ” 的指导思想影响下

形成的错误观念
。

另一方面
，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
人们已经和正在树立起许

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

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观念
，

如改革开放观念
、

劳

动致富观念
、

科学观念
、

时间观念
、

效率与效益观念
、

市场与信息观念
、

民主与法制观念等
。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中人们的社会心理都是健康的
，

都是对

改革开放有利的
。

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某些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不健康 的 社 会 心

理
。

这些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主要有
�

一
、 “

左
”
倾思想

。

用
“
左

” 的眼光看待各种改革开放

措施及其已经取得的成果
。

把改革开放创造的新局面看作是在搞资本主义
，
把利用外资和学

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视为
“ 引进剥削

” 和
“
媚外崇洋

”
等

。

二
、

守旧心理
。

这种心理突出表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固守旧的观念和规章制度
，
满足现状

，
不求进取

，
不打开窗户看

世界
。

第二
、 “

唯书” 、 “
唯上 ” ，

反对开拓
、

反对创新
。

第三
、

盲目自大
、

一味排外
�

女几

把现代西方文明一概视为
“
异端邪说

” ，
一律加以排斥

。

三
、

怀疑观望心理
。

对改革能否戊



功
、

绪否彻岛 开放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表示怀疑
，
尽管改革开放成效有目共睹

，
但这部分

人还在观单
，
甚至游离于改革开放历史潮流之外

。

四
、

逆反心理
。

对任何改革开放措施都有

牢骚
，
甚至公开反对

，
这样不是

，
那样不好

，
心目中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

，
而是 以自己的陈

见
、

偏见
、

个人情感及个人好恶为转移
。

除了上述几种心理外
，
还有嫉妒心理

、

利己心理等

等
。

这些消极的心理都是有碍改革开放的
。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心理现象呢� 分析一下
，

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

第一
、

封建的传统落后心理的影响
。

列宁曾就工人是否保存资本主义

社会传统心理问题说过
� “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

。

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

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
。 ” �《列宁全集 》第��卷第���页 �这种落后的传统心理

，

影响 着 人

们的新的健康文明的形成
。

第二
、

受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思想的影响
。

第三
、

个人思想和文化

素质不同
，

某些人看不到集体主义心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是非分辨不清
，
把握

不住自己
，
从而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

，
以及视积极为消极

、

消极为积极的模糊心理
�
当这种

心理支配某些人的行为时
，
它就会直接影响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社会意识又对社会存在起重大的反作用

。

社会心理是一种低层次的社会意识
，

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
，
具有不稳定不系统的特

点
，

它是观念的准备
，
观念是心理的发展

。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
作为精神文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的社会心理
，
必然对改革开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

反之
，
不健康

的病态心理就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

社会心理和改革开放的这种关系
，
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必

须把改变人的心理素质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考虑
。

因此
，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

首先
，
我们

要特刊注意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
，

要向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利
一

学理论的教育
，

清除
“
左

”
的流毒和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
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
为全而改革开放扫除

阵碍
。

第二
，
要切实组织人们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
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全

以来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提高人们对改革开放的

“ 心理承受力
” ，

抛弃不合时宜的逆反心

理
。

使人们尽快在心理素质上
，
实现由自然经济观向商品经济观的转变

，
由只按国家计划生

声的观念向自觉地按商品信息观念转变
� 由统购包销的观念向参加市场竞争的观念转变

，

由
“
为富不 泣

”
的观念句

丫

劳动致富
”
的观念转变

。

克服那种
“
均贫富

” 、 “
不患 寡 而 患 不

均
”
的落后观念和

“
以农为 本

” 、 “ 重农轻商
”
的小农经济心理

。

同时还要注重运用典型事

例
、

榜样力量
，
通过多种形式

，

广泛地
、

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

使人们从心理上真正感受到

党的现行政策是正确的
，
从而克服消极等待的怀疑观望心理

。

第三
、

健康的
、

文明的心理
，

总

是同有较高文化素养相联系的
，

而野蛮
、

肮脏和粗鄙又总是同愚昧相伴随的
。

因此
，

要提高

人的心理素质
，
就必须努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
要切实组织人们学习文化 科 学 知 识

，
学

习现代化生产管理知识
，
使人们尽快在心理构成上实现由文盲

、

科盲向知识 化
、

专 业 化 转

变
，
由靠经验生产向靠科学生产转变

，
由轻视文化

、

轻视教育的观念向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的观念转变
，
克服那种

“
重经济

、

轻教育
”
的急功近利的病态心理

。

第四
、

加强理想和道德
、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等教育
，
把人们引导到学政治

、

学文化
、

学科学
、

学管理知识上来
，
引导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上来

，
从而使人们在心理

素质上实现由个人主义的
“
私 ” 字观念向社会主义的集体观念转变

，
克 服 那 种

“
遇 事

”
虑



己
、

选
“
贤

”
心妒的病态心理

。

第五
、

要抓住变革 “ 唯书” 、 “ 唯上 ” 的脱离实际的思想方

法和僵化的精神状况
，
对人们反复进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

、

解放思想的教育
，
使人们在心

理素质上实现由凡事先看有无
“
经典记载” 和 “ 红头文件

” 的谨小慎微的观念向实事求是
、

谨慎行事
、

勇于创新的观念转变
，
克服那种 “

求稳
、

怕乱
” 、

墨守陈规的守旧心理
。

改变人们心理素质的措施
，
当然不限于以上几条

。

诸如
�
抓好政抬体制改革

，
提高机关

办事效率
，

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
开展民议

、

民选干部活动
，
狠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

，

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
，

打击害群之马
，
可以造成人们 良好的政治心理

。

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
培

养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
更新传统的生活观念

，
可以使人们在改革开放中

“
炼出新的品

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
造成新的交往方式

，
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 ” �《马克思
、

息格斯全集
》第��卷第���页 �从而造成 良好的社会心理

。

总之
，
社会心理

、

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
，
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
无论理论上

，

还是实践

中
，
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
要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
需要我们紧密联系实际

，
认真地深入地

进行研亢
，
使它们之间真正能够相互促进

、

相互配合
，
在各个方面开创出新的局面

。

本文仅

在这方面作某些点滴的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