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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社会化作用的几点思考

唐俊杰

在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里
,

任何一个政治人都是由自然人经过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和学习而形

成的
。

这种认识和学 习政治文化的过程即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意识

形态
,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心理和精神 的反映
。

它在各个社会共

同体的社会生活中都处于重要地位
,

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一切社会成员
。

鉴于政治文化的

重要影响和作用
,

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都对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方式和途径给予密切的关注
,

特别

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

总是千方百计地控制政治社会化
,

或采取怀柔宽容政策
,

兴办
、

扶持政治社会化的媒介
,

如先秦时期的孔子学堂
、

樱下学官
,

宋代的四大书院等
,

以传播
、

宣扬符合

本阶级需要的政治文化
,

教化民众接受统治管理
; 或采取专制暴政

,

打击
、

取缔不利于统治的思想文

化
,

以免传播扩散
,

危及 自己政权的安全
, “

焚书坑儒
” 、 “
文字狱

”

等就是打击
、

扼杀政治社会化的典

型
。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作用
,

自 60 年代 以来
,

中外学者曾有过一些论述
。

本人认为
,

政治社会

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

它的作用就表现在一种政治文化被社会化对象— 社会公

众 (个体或群体 )接受后
,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本身所产生的能动作用
。

通过政治社会化
,

不仅使

政治文化本身得以继承和发展
;
还能使社会公众形成各 自的政治心理和 思想

,

并有 目的地接受
、

选

择某种政治价值
、

取向
、

主张乃至行为模式
,

以实现 自己的利益要求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
,

政治文化对

人们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的支配作用
,

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
,

把人们从传统的思想禁锢中解

放出来
,

激发人们发挥出改造社会
、

改造 自然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推动社会的发展
。

一
、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

人们对政治文化知识的拥有既可以通过自身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而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知

识
,

也可以由前人总结的政治知识经过特定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和途径的传授而获得
。

这直接或间接

获取知识的方式使政治文化得以维系和延续
。

在现实的社会政 治环境中
,

人们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知

识和经验的积淀作用
,

通过了一定的政治实践后
,

对现存的政治体系
、

政治制度等加以分析
、

判断
、

认识
,

形成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态度
、

感情等政治心理
;对现存关系以及各阶级的地位

、

利益要求等
,

形成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
、

意向等政治思想
。

不过
,

任何社会实践在得 以延续的过程中
,

必

定会积淀出对该社会发展起 内在影响作用的时代内容
,

使得这种政治文化在世代继承 中不断丰富

发展
。

如 中国传统文化儒学
,

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被尊为官方哲学
,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

基本意识形态
,

但各代儒家学者为适合各个时期政治的需要
,

又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学

说来
,

两汉的今古文经学和俄讳之学
,

魏晋的玄学
,

盛唐的道统学
,

宋明的理学以及清代的朴学等就

是各个时期的应时学说
。

因此
,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的必经过程
。

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
。

当旧 的政治制度因社会生产方式

的变革而变更
、

瓦解时
,

原来旧的政治文化也会被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所取代
。

政治社会化在此中起

着从 旧的政治文化向新的政治文化转变发展的纽带和 中介作用
。

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既根植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
,

又继承了以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包括旧 的政治文化的成果
。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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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的
:“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

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

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 ”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

展
,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
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

政治社会化就是这样
,

它使一种政

治文化经过传习得以继承流传
,

又赋予时代的新内容
,

使之得以发展
。

二
、

政治社会化是实现阶级利益的有力武器
。

政治社会化在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观念的同时
,

也直接起到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
。

对于 已获

得较稳固的政治统治的阶级来说
,

政治社会化成为现实政治统治的基本内容
,

而对于那些刚刚获得

政治统治
,

或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阶级来说
,

政治社会化则是健全政治统治和创立新社会的基

础
。

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是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相一致的
。

统治阶级总是力 图传播
、

灌输这

种符合 自己统治需要的政治文化
,

教化民众
,

并将其核心内容由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
,

成为社会成

员政治活动的强制性规范
,

以保证现存政治制度的安全与稳定
。

因此
,

凡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

文化
,

便能成为社会化的内容
,

反之则成为被打击
、

排斥的对象
。

先秦的墨学
,

由于其核心思想是
“

兼

爱
” ,

虽代表了刚刚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平民阶层 的利益
,

但危害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

级等统治阶层的利益
,

所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
,

至汉代由一门显学式微至绝
。

我国 目前的主导

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

以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和权利地位为最大政治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
,

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
,

体现

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

其核心内容— 邓小平理论和四项基本原则已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

程 》
,

写进了《中华人 民共和 国宪法 》
,

成为全体共产党员
、

全国人 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

社会各种

新闻媒介也以邓小平理论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社会化的宣传主线
,

大张旗鼓地宣传
、

灌输
,

努力

使之深入人心
,

内化成全社会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思想观点
,

使之成为集中全国人民意志和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

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复杂多样的
,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

各阶级都有 自己的一系列

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看法
、

意 向和认识
,

并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家抽象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文

化
,

指导本阶级的政治活动
。

当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剧烈激荡
,

社会化 内容相互撞击时
,

往往表现

了阶级之间的不调和
、

乃至对立和抗争
。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岁月里
,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居

高临下
,

以皇权主义
、

宗法观念及等级秩序构成的封建政治文化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存在
。

封建政治
文化宣扬

。
天人合一

、 。

天皇合一
,

萎求人们崇拜和服从皇帝
,

臣服封津专制
.

而农民 阶级作妥初蚕
治阶级

,

由于现实生活的不平等
,

特别是在出现残酷暴政时
,

他们的政治心理是消极 的
、

冷漠的
,

甚

至是逆反的
,

对现存的政治体系产生不认同感
。

此时
,

只有要一种能够反映农民阶级要求的政治主

张
,

就能够得到农民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

明末李 自成提出的
“

均 田免赋
” 、

清末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

田亩制度 》就是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求的主张
,

得到农民阶级的强烈认可
。

因此他们能够一呼百

应
,

掀起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
.

这些农民起义
,

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文化与被统治

阶级政治文化相互撞击而至不可调和的结果
,

体现了农民阶级反暴政
、

反专制的政治态度和迫求 自

由
、

平等
,

要求革命的政治情感
。

因此
,

一个社会阶级如果控制了政治社会化
,

那么它的政治思想
、

主

张
、

观念就能占据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

就能比较有利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要求
。

三
、

政治社会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先导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同时
,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

作为社会意

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文化
,

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
,

对社会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

一

种新的政治观点
、

新的政治思想
,

如果被社会大多数人或主要的阶级所掌握
,

那么这些新的政治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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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点将转化成强大的力量
,

积极推进社会向前发展
。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

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
。 ”

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观点
,

只有经过社会化
,

才能为社会公众接受
,

才能对社会公众

的心理和精神起支配作用
,

显示 出自身的力量
。

因此
,

政治社会化是使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变成为

一股推动社会发展力量的先导
。

纵观古今中外
,

每一次社会的大发展
、

生产力的大解放
,

都是一种进

步的政治主张
、

观点为社会公众掌握
,

引起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后带来的
。

欧洲中世纪的
“
文艺复

兴
”

运动
,

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

使
“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
,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

还要大
。 ”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 》
,

坚定了革

命者的意志和信念
,

为渡过革命低潮起了重大的精神支柱作用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的大

讨论
,

统一了全国人 民的思想认识
,

获得了各条战线上 的拨乱反正
,

使 中国重新返 回正确的航 向
;

19 9 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发表后
,

澄清了
“
资

” 、 “

社
”
之争

,

强调 了
“

发展是硬道理
” ,

重 申了
“

三个有利于标准
” ,

阐述了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
、

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
,

使全国人民再一

次从传统观念的侄桔下解放 出来
,

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

可以说
,

社会的

发展进步
,

会给政治社会化提供较为便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
; 反过来

,

政治社会化则可把一种

新价值
、

新观念和新理想宣传
、

灌输给社会公众
,

经过时旷日久
、

潜移默化的作用
,

使之 内化成为社

会公众的政治心理和思想观点
,

进而转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

推动社会 向前发展
。

综上所述
,

政治社会化对政治体系来说既可以是建设性的
,

也可以是破坏性的
。

因此
,

我们的思

想政治工作
、

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引导
,

要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经常性
,

把健康向上

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

以高 尚

的精神塑造人
,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

为改革和建设事业创造一个 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

同时
,

各级

有关部门也要努力使家庭
、

学校
、

大众传播工具
、

社会团体
、

文化艺术团体等社会化媒介
,

成为传播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场所 阵地
,

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渗透到家庭教育
、

就学培养
、

文化娱乐
、

社

会交往
、

新闻传播之中
,

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化作用
,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

出具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社会公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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