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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许纪霖：

改革要大胆实验谨慎推广
本报记者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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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

要提供实践空间

齐鲁晚报：有人称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同时，国人精神上

产生了浮躁，您怎么看待这一

观点？

许纪霖：我们曾做过一个
全国抽样调查，大概2006年，当

时有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经常

认为有些事情没有好坏、对错

之分？结果让我非常诧异。居然

有近70%的被调查人回答“是”。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道德的秩

序，完全遵循实用主义原则，那

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当然，

有人会说现在还在打假，还在

反腐败，说明还有良知和是非。

但是现在造假的现象还是经常

出现。

齐鲁晚报：您认为改善这种

不良风气，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努

力？

许纪霖：两个方面，一个是

教育，另一个是实践。而后者相
对来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很多学校

都开了公民道德的理论课程，

但是仅限于理论灌输，缺乏道

德的实践。

我们的道德教育不要搞成

知识灌输的教育，而是要提供道

德实践的空间和机会。比如说上

海大火，10万多群众自发去献
花，这本身就是道德实践。如果

没有实践，只有知识的教育，那

很容易流于虚伪，说一套，做一

套，更可怕。

社会分配不合理

必须改变

齐鲁晚报：现在沿海和内

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

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您

曾说过这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差

距，那么这种差距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

是也产生了两个最大的问题，一

个是腐败，一个是严重的分配不
合理。尤其是后者，已经到了必
须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福利制度，中国的

这项制度很奇怪，跟西方的有

很大不同。我们的福利制度是

越向上越好，住房补贴、医疗保
障等等，底层百姓享受的是很

基本的，有的甚至还没有，但上

层社会享有的就很高了。这是

很奇怪的，本身就是加剧不平
等的一个因素。

改善不平等

还要靠教育

齐鲁晚报：福利应该也是收

入分配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不

平等外，还会带来什么？

许纪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仅要有钱，还要有身份和尊严。

而除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文

化上、身份上的不平等同样不可

忽视。这种不平等的改善还得靠

教育。

中国的教育在理论上是平
等的，它实行高考制度，我曾经

说过，高考是“迫不得已的荒谬

之举”。高考给所有参加考试的

孩子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平台，不
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不管父

母是谁，都有这个权利参与，相
对来说是平等的，因此它得到很

多家长的支持。

但其实教育的过程是不平
等的，因为身份、背景的不同，孩

子从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平等的

竞争。一种好的教育制度，是人

尽其才，各有发展。因为人的资
质和天分是不同的，有的人善于

读书，有的人手巧，不能用同一

个教育模式。

现在看一个孩子优秀不优

秀，往往用是否上了名牌大学来

衡量，其实这个标准不应该是唯

一的。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

未必上大学，他们一样可以获得

成功，得到社会的尊重。

根据地区差异

进行改革试点

齐鲁晚报：那么，在这种社

会环境下，如何避免或者改善

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

许纪霖：那需要两条腿走
路，首先是进行改革，改变目前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并且

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扭转这

一局面。另外要改善外在的大

环境，从文化方面和社会价值

观方面改变，比如一个蓝领的

收入和受尊重程度跟白领差不

多，那人才和收入的分流就会

正常化。

齐鲁晚报：近年来，政府也

注意到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也

正陆续出台一些措施进行改革。

您认为成效如何？

许纪霖：从目前来看，没有

一个改革的方案是通用于全国

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容许一

个地方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因

地制宜，而不是搞一刀切。现
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

谨慎推广，中国现在需要多元

化，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

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差

异进行试点。尽管改革难免会

带来震荡，但这不会形成大的

动荡，因为大的框架不会变，

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也不会变。

对于这个，国家政府的控制力

还是足够的。

心怀敬畏

才不会突破底线

齐鲁晚报：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否可

资借鉴？

许纪霖：一些基本的价值

观，在各大文明和思想中是相通

的。中国传统中的很多思想都是

可以拿来用的，比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和为贵”等。这些

价值观已经存在，不用重新创造

新的文明。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心

怀敬畏，敬畏这些价值观。

齐鲁晚报：“敬畏”这个词

儿，在谈及传统文化和价值时，

被不少专家引用，您认为这是否

成了一种共识？

许纪霖：这并非共识，而是

常识。对于传统文明，对于老祖
宗的东西，我们当代人当然应该

怀有敬畏之心。只有敬畏，才会

知道善恶是非，才不会忘本，才

不会突破道德的底线。

齐鲁晚报：对于每一个民众

个体来说，在当前的社会现实

下，如何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对

您自己来讲，又为此付出了什么

努力？

许纪霖：每一个制度的背后

承载的都是一种文化，我们目前

需要的既有制度的继续完善，更

有文化的慢慢渗透。如果一种文

化能深入到人性，那么就会形成

一种稳定的社会风气。这需要长

时间的教育和熏陶，因此我说做
中国人要有耐心，不要抱怨，要

从内心改变。

当然不是让大家去忍耐，而

是从自身做起，从改变周围的世

界做起。我呼吁教育改革十年

了，但是现在看不到我所期待的

效果。改变这个世界是非常困难

的，并非一己之力能成。因此，我

说要改变我的课堂。每个人都有

自己所影响的圈子，我从课堂开

始，从我的学生开始，这也是一

种改变。

齐鲁晚报：您能用一句话概

述一下您坚持不懈的动力所在

吗？

许纪霖：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骨子里是很有儒家精神的。

用激情和理性来形容许
纪霖恰如其分，在这位著名
的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身
上，充溢着知识分子的担当
和勇气。

但他却绝不是冒进主义
者。在他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和不公大声疾呼的同时，他
也看到了“以天下为己任”中

“天下”之复杂。因此，他提出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可以
改变自己的课堂，从改变周
围的人做起。他说，不要把所
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和社
会。

在许纪霖即将登上齐鲁
大讲坛之际，12月2日，他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谈他眼里
的中国社会现实和问题，以
及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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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月4日上午9

点开讲。

地点：济南南郊宾馆

俱乐部礼堂。

提示：请听众提前20

分钟入场，先到者先入座，

坐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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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部 电 话 0 5 3 1 —

8298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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