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0 月
第 32 卷摇 第 5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Oct. 2016
Vol. 32摇 No. 5

收稿日期: 2016鄄05鄄20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KSB09);黑龙江工程学院教改项目(JG2014067)
作者简介: 郑文宝(1973—),男,黑龙江依安人,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伦

理学。

DOI:10. 13216 / j. cnki. upcjess. 2016. 05. 0018

一刍议“大学生冶官本位意识

郑文宝, 孔摇 超, 戴明清, 陈摇 莉
(黑龙江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要:学界关于官本位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关于“大学生冶的官本位研究却十分少见。 受

中国文化构型影响,大学生官本位意识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作为文化构型附属产品的大学生官

本位意识,就人性视角而言是不可能被根除的,只能被弱化。 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无疑是最佳

弱化路径之一,但是具体路径分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有一种方法论视角的宏观掌控,
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外儒内道的价值目标培养不失为一正确的方法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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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在校大学生都是“90 后冶。 有别于“70
后冶和“80 后冶,这批学生出生并成长于市场经济条

件下,受市场经济影响更甚。 他们思维敏锐、积极向

上,但同时也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影响,极为功利

化,甚至出现“官本位冶偏好。
一、大学生官本位意识的表现

“官本位冶一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正式出

现于学界,它本是一个历史性和政治性术语,但伴随

着研究的深入,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所谓官本

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

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

种政治文化。冶 [1] 即,官本位意指以官为核心的一种

价值取向和以官为核心的一种客观现象。 目前,这
种价值取向和客观现象伴随着各种客观或主观因素

推进,不但促成了高校行政化现象出现,更为可怕的

是在高校学生中也已经逐渐弥漫开来。
第一,在学生的校园生活方面。 大学校园生活

丰富多彩,给广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学生

也十分乐于在各种各样的校园活动中得到锻炼,但
是在当前大学校园中却出现一个特殊现象———学生

对于各种性质的学生干部乐此不疲,纷纷争当学生

干部。 55郾 9%的学生认为大学生社团等团体中存在

“行政冶级别[2]43,各种学生社团已经沦为大学生“权

力体验冶试验田[2]15。 学生争当学生干部不能完全

说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对于学生干部趋之若鹜就

略显不协调,而事实是学生要么不进班委会、学生

会,落得个轻松自在,要么是进了班委会、学生会就

非得要当官。 “做一颗平凡的螺丝钉冶已经不再是

当代学生的价值主流,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取向

显然也是官本位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在学生的就业选择方面。 就业是学生

读书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现在学生

选择就业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挣钱,二是做官。
在《关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现状的调查报告》中,
57%的受访学生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会持续走

热,只有 17%的学生持反对意见。[3]如果是为了改

善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人生抱负,这种选择

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学生中存在这样一种论调:
“当上官就是高人一等。冶“对极少数通过考公务员

的形式去了政府机关上班的‘师兄、师姐爷佩服之

至,有意无意地拿这些学生为榜样。冶 [4] 这种择业

取向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于正统价值观而言

都是一种扭曲的人生取向,是一种典型的官本位

思想。
由上可见,当代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在“校园

学习寅就业选择冶这套完整的校园生活中无一不充



斥着官本位意识取向。 这与大学校园的圣洁预期形

成巨大反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二、大学生官本位意识产生的必然性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经提出过著名的

“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冶,强调人生所必须经历的八

个阶段的顺序是由生物性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个阶

段度过得怎样却是由社会性的环境决定的,虽然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爱尔维修

等人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冶观点,但只是否定

了其机械部分,并没有否定环境对人的影响。 大学

生的年龄正处于埃里克森理论中的“成年早期冶,在
心理认知上已经有了独立判断能力,但其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还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判定

各种价值准绳。 最能够直接提供给大学生价值准绳

的便是大学本身,而当代中国大学恰恰为大学生提

供了一种官本位意识必然选择的环境影响。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自 1982 年政府不断提

出方案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

进展,原来的各种弊端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中

就包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冶 [5] 换言之,官本位

思想是各个单位(包括各高校在内)的顽疾,这种顽

疾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它与中国的“文化构型冶
息息相关。

文化构型是指“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与文化次

项目的整合冶 [6],文化的“内在精神冶和“次项目冶相
互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固的文化体系,即文化构

型。 就中国论阈而言,这一包含“内在精神冶和“次
项目冶在内的文化体系,首推的只能是儒家文化了。
儒家文化经过千年传习早已融入中国人骨髓深处,
而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差等冶文化,强调的

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冶 (《论语·颜渊》)的秩

序观念,儒家认为社会失去了秩序便是一切罪恶的

开始,甚至会出现“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冶(《论语·
颜渊》)的怪异现象,事实上孔子创立儒学的直接目

的是为了匡救礼崩乐坏的乱世,力图恢复尊卑有序

之“周礼冶状况的。 先秦儒家的这种等级秩序思想

后经汉儒努力成为官方御用学说,不但体现在思想

上的独尊儒术,更体现在诸如后世的科举制等各种

现实性制度中,从思想到现实、从文化到制度完成了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内容、行为习惯的全方位

的规划和养成,对中国人完成一个彻底的文化构型,
即凡事都自然而然地从儒家向度思考问题。 在这一

文化构型体系中“三纲冶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在精

神冶,“五常冶等伦理德目成为“次项目冶,其实众所周

知无论是“三纲冶还是“五常冶等都是维护封建等级

秩序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构型特征也就可以一言以

蔽之:等级。
在这个以等级为核心的文化构型中,从社会资

源拥有到社会财富攫取、从地位高低到权利分配等

等诸多方面,都奉行着“官本位冶的等级原则,而这

一等级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和执行方式便是政

治(当代语境下谓之曰行政)主导一切。 对照这一

逻辑分析,中国当代大学依旧传承和演绎着儒学文

化的构型模式:当代中国大学行政化特征是举世公

认的,行政权力掌控着大学的一切事务,学校的招

生、科研、教学、专业设置、职称评定、学术评价等等

都是以官为本、唯官是重。 上文有述,儒家文化的构

型模式是以行政和等级为核心的,所以当代中国高

校之中也是级别界分清晰,校长、处长、副处长、教
授、副教授……权力、利益甚至是办公条件、话语权

都有着严格界分。 “需要和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原动

力冶 [7],学生作为一个“成年早期冶的生物人和社会

人,无论是从动物本能角度还是从文化自觉角度都

会对这一界分有着明确的感知,“好利恶害,夫人之

所有也冶(《韩非子·难二》),学生在这样的一种文

化构型模式下怎能不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大学

生对“官冶的趋之若鹜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规避大学生官本位意识的应然视角

“官本位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偏

离冶 [8]。 高校官本位现象的危害已经引起诸如此类

的普遍关注,尤其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由来已久,
但是这些研究是专门针对“学校冶层面的官本位研

究,专门针对“大学生冶而不是“大学冶的官本位研究

却凤毛麟角。淤“大学生‘官本位爷意识的存在不仅会

对高校人文精神的发扬带来消极影响,对大学生自

身的职业发展乃至社会公平也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

用冶 [9],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一)理性认知大学生的官本位意识

大学生官本位意识的危害其实是不必多言的,
学界之所以对其关注不够,不是因为其不具危害性,
而是因为相对于“大学冶的官本位而言,“大学生冶的
“官本位冶危害更具隐含性和滞后性,不易引起研究

者的注意。 只是面对大学生“官本位冶意识的日渐

浓郁,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对待这一现象,这是一个

更为关键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构型模式之下,

大学生滋生官本位意识是一种必然。 换言之,大学

生官本位意识是中国文化构型的附属产品,要彻底

清除大学生的官本位意识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

程。 首先需要将儒家文化构型彻底改变,但是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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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所言,“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
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

过程冶 [10]147,关键问题是这种彻底转变“迄今还没有

获得过成功冶 [10]147。 亨廷顿这是在告诫人们文化构

型的改变在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大学生官本位意识不可以被弱化———根除是

不可能的,弱化却具可行性。 因为在中国文化构型

体系之中,除了等级官本意识之外,还有着一些积极

的文化因子,比如人不能消极顺天而要积极有为:
鱼之泳游,禽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 人弗敢以

圣自尸,抑岂曰同禽鱼之化哉? ……故天之所死,尤
将生之;天之所愚,尤将哲之;天之所无,尤将有之;
天之所乱,尤将治之……任天而无能为,无以为人。
(《续春秋左传博议》卷下)

王夫之这是在讲人不但是个生物人,同时更是

社会人,区别于动物的只能顺应本能,人是能够化愚

为哲、平乱为治的,即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能够

克服和限制一些先天的人性弱点的。
概言之,就人性视角而言,大学生滋生官本位意

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短时期根本无法根除,但
弱化大学生的官本位意识也是一种必然的可能,甚
至可以在短时期收到良好效果。

(二)合理规避大学生的官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究其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目标和价

值追求,弱化或规避官本位意识的方式方法会有很

多种,但从此视角而言则是帮助人们树立非官本的

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而无论历史原因还是现今因

素,官员阶层所伴随着的利益诱因无疑都会对人们

产生影响,在外在条件无法短期改变的条件下,着手

于内在因素建设不失为一条良好途径。
官本位意识是一种价值目标和追求,同时也是

顺从和趋附人格的具体表现,我们短时期内无法改

变文化构型,但是能够通过教育帮助受教者树立独

立人格,以对抗顺从、趋附人格,从而弱化大学生的

官本位意识。 即,就可行性而言,在传统文化构型未

变的大前提下,弱化大学生官本位意识,培养学生的

独立个性、帮助其树立良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不失

为一种可行的现实性措施。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独
立人格不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狭隘自利,独立人

格是自知、自制、自主心理特征的综合,它是与顺从

心理相对立的一种人格品行,独立人格的建立能够

有效对抗、冲击官本位所依赖的顺从心理,从而达到

弱化官本位意识的目的。
早在 20 多年前,针对学生的个性教育就有学者

提出:“个性教育向来不被重视,几乎没有有组织的

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或实践,因而对个性教育的一

些基本问题,诸如个性教育的要求,个性发展与社会

发展,与集体主义、与全面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每多

歧见与误解。冶 [11]但是时至今日,“整齐划一冶“步调

一致冶仍然是当代中国教育模式的标志。 教条主

义、律令主义的教育范式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事

半功倍,但是对于这一过程中人的个性雕琢却极为

不利,独立人格教育仍任重而道远。
独立人格的具体培养路径学界有许多非常深入

的探讨,诸如培养主体性精神、塑造自由成长空间、
建立平等的教与学辩证关系等等。 这些具体路径分

析丰富和细化了独立人格研究的问题域,但是“必
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

都解决了的希望冶 [12],因为“问题冶的解决完全取决

于“主义冶,百年前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冶论战已

经给出了答案。 弱化大学生官本位意识,建构独立

人格,很多学者将策略和意见直接指向了学校或者

学生个人,其实大学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整个民族文化的践行者,是不可

能从一个大系统中完全孤立出来的。 换言之,不论

大学生官本位取向形成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单纯

指责学校或者学生都是无济于事的。 弱化官本位意

识,建构独立人格,还需要从方法论的视角进行深入

探讨,这也是本文的立论初衷之一。
从方法论视角而言,通过学生独立人格的建构

弱化其官本位意识,还需从中国文化构型和当代大

学以及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 中国文化是以

儒家文化为核心,以道、法等文化合理因子为辅的整

合体系,鉴于这样的客观文化构型,建构独立人格、
弱化大学生官本位意识则需外塑儒家风骨、内修道

家真谛———通过“外儒内道冶的价值目标的树立和

达成,帮助大学生摆脱官本位的依附性人格。
外塑儒家风骨指向的是学生的社会责任,并不

是强调学生接受儒家的等级观念。 国家培养大学生

显然是要求人才能够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服务的。
儒家思想秉承积极的入世原则,强调教育个体的历

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冶(《张子语录·语

录中》)便是儒生豪气冲天的真实写照———“有志于

学者,都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冶 (《张子语

录·语录中》)。 儒家文化范式中从来就不缺少如

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典论述,“志冶 “廉冶 “勤冶
“谦冶等伦理德目彰显的都是如何塑造人性之光芒,
“格物冶“致知冶“诚意冶“正心冶等伦理方法强调的都

是如何铁肩担道义。 大学培养学生最为根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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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儒家文化中这些积

极进取、刚健有为的思想恰恰能够培养出为社会担

当的人才。 所以,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系统有机组成

部分的大学以及大学生群体,必须外塑儒家风骨才

能真正满足社会所需,才能彰显、实现大学及大学生

之本源性功能。 内修道家真谛强调的是大学在培养

学生时需返璞归真,培养学生的学术自由和人格自

由。 道家思想强调“少欲寡私冶,《老子》中有“天之

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

馀。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冶 (《老子》七十

七章)的经典论述,就是说有余而补不足、利人而不

害人、功成不居的大公无私精神才是符合天道的美

德,才是一种崇高的人格表现。 这种人格淳朴自然,
顺应事物自然规律,“无为而无不为冶 (《老子》三十

七章),绝无矫揉造作更无急功近利之心,如果大学

生都能有如此人格建树,何来“官本位冶之争?
外塑儒家风骨、内修道家真谛使得大学生群体

“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

使命感,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天下为己任,
以功业为目标;另一方面又受道家哲学熏染,适时地

采取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
用儒家思想进取,用道家思想调节,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在变动不居的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
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冶 [13]。 这样,既能够保

证社会所需的功利目标的实现,又能够保证大学本

质诉求的达成,在追求社会功利目的的同时又能有

效地规避官本位意识的危害。

注释:

淤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知网上仅能检索到《大学生“官本位冶
意识的成因、危害及教育对策》《传统“官本位冶思想对当

代大学生就业的消极影响及对策分析》《“就业冶与“官本

位冶夹击的理性思考》三篇专门论述“大学生冶官本位意

识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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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anking Conscious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ZHENG Wenbao, KONG Chao, DAI Mingqing, CHEN Li

(Sci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5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about official rank standard, but very few about the ranking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configuration, the ranking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evitable. As a side product of
Chinese cultural configuration, it cannot be eradicated, but be weakened. One of the best practical ways to weaken it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謖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Given the re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ultiv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values may be
the proper way at the macro level.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ranking; inevitable; ough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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