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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地社會、經濟、家庭的變遷 

1.1 內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徵概述  

 最近三十年內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進入 21 世紀之後，我想可以用兩

句唐詩把它非常形象地加以概括： 

 

「兩岸猿聲啼不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從經濟的角度來看，我國的產業結構成長，可說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自

1949 年建國以後長時期計劃經濟的高速積累，再經歷自 1978 年至今的三十

年改革開放，藉著幾代人的辛勤努力，我們終於可以很輕鬆的說這樣一句

話：「輕舟已過萬重山」。【投影片 1】從經濟的發展角度來說，最困難的時

刻已經過去了。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在社會經濟發展當中出現許多矛盾，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以至人與自然的關係均全面緊張。我們

發現舊的平衡問題已經打破，新的問題開始層出不窮，這就正如該句唐詩所

說：「兩岸猿聲啼不住」。 

 

 中國社會的特徵可以總結為「四非」：「非常規、非線性、非均衡、非穩定」 

 「非常規」。這是指今天在中國正在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人類歷史

上從未出現；這亦解釋了為甚麼許多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者，總是找不出

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的核心理論的一個重要原因。 

 「非線性」。這是指內地在最近幾十年當中經歷了長期的積蓄之後，經

濟發展速度出現不斷由量變到質變的進程，中國已經逐漸從一個農業國

轉化為工業國，【投影片２】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亦發生根本性的變

化，舊有的平衡狀態被一舉打破。 

 「非均衡」。這是指我們既有極度發達的城市，也有高度落後的農村。

我們很遺憾的發現，在 2006 年，幅員廣闊的中部及西部，都是欠發達

地區。【投影片３】 

 「非穩定」。 這是指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社會的矛盾越來越

多，社會出現不穩定的局面，而且這些矛盾經常在老百姓的日常生活當

中反映出來。中國領導人提倡「和諧社會」，當然「和諧社會」不是沒

有矛盾的社會，矛盾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力。經過幾十年的發展，我們

今天已經具備了解決問題的能力，可以讓社會更加美好。 

 

給大家舉個例子：中國中央電視台有一名很著名的節目主持人，名叫崔

永元。崔永元長期受到抑鬱症的困擾，當他勇敢的承認自己患有抑鬱症

的時候，同時有學者宣稱中國社會有 10%以上的國人都患有抑鬱症。中

國有 13 億人，有 1.3 億人患有抑鬱症，那麼這個社會將變成甚麼樣子？

我們實在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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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獨生子女成為內地家庭的新趨勢 

 最近 30 年，由於人口政策和各個方面的轉變，內地的家庭結構及家庭人員

年齡結構，都發生很大變化。如果畫一個家族的血緣譜系，將會發現以前是

家族繁盛；然而現在則雖然開枝，卻沒有散葉，家族的人丁越來越不蜴旺，

這是當代中國面臨的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始料未及。【投影片４】 

 

 以前中國社會的家庭，像我們父母一輩，一家常有好幾名孩子；現在則一家

一名獨生子女。這時所引發的問題，不光是青少年的生活能力，還有其他我

們沒有意識到的問題。我曾經看過一篇報導，上海一名女大學生在博客上寫

下這樣一段話：「大學宿舍就像地獄一樣，那麼多人住在一間小破房裏，沒

有空調、沒有洗衣機、沒有彩電，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呀」。我作為過來人，

我知道宿舍的環境雖然不太理想，但是宿舍裏是有溫情的啊！可是現在的學

生卻忽略了這點，回到宿舍，就只管打開電腦，面對螢幕度過一天。 

 

 最近數年我在人民大學也負責青年工作，現在的學生雖然和我只隔了十幾

年，但是生活環境、思維方式都發生很大變化。今天內地校園的學生基本是

由獨生子女組成的，他們在面對挫折，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時，沒有表現出

和他們的年齡相配合的成熟。現在內地的獨生子女家長，非常愛護子女。他

們在年輕的時候受過很多苦，不願意孩子再去經歷這樣的苦，所以設法給孩

子創造很好的環境。所以我們說，也許現時這一代人是完全在溫室中成長

的。他們在外面看到一頭豬、一隻雞，會很驚奇地問：「這是什麼東西？」

這在以前是不可想像的。所以青少年的成長面臨著和以前完全不一樣的環

境。 

 

1.3 獨生子女引發的問題 

 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家裏出現了核心價值觀，那就是我們的「小太陽」、「小

皇帝」。過去的多子女家庭，往往注重分享，注重均等的愛，注重培養良好

生活習慣；然而現在，一切以家裏的「獨苗苗」為中心，獨生子女說一不二，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教育觀念亦同時出現偏離現象。例如幼稚園本來是讓孩子集體健康成長的學

前教育場所，然而現在由於大量獨生子女出現，幼稚園居然成為比富的場

所。例如廣東某些幼稚園搞園慶，租一間最大的劇院，或者是租一間五星級

飯店，讓家長帶著孩子參加。若家長不帶孩子出席，小孩子的自尊將會受到

傷害，覺得自己在其他小朋友當中很沒有面子。所以很多家庭節衣縮食，核

心就是養孩子。這些孩子從小就習慣別人圍著他們轉，這種習慣在家裏還可

以，但是到了社會上將如何呢？在我上大學的時代，大學生跳樓自殺很罕

見，但是現在大學校園這種輕生的現象已經越來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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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很多獨生子女不會和別人交往，他除了父母以外，沒有什麼人可以溝

通，走向自閉，原因就是當慣了小公主、小皇帝。中國古代的皇帝自稱「寡

人」、「孤家」；當一名小孩成為家庭的核心時，他也逐漸從眾人所捧的太陽

而變成孤家寡人。而我們的社會，最後亦由一群孤家寡人組成。 

 

2. 影響內地青少年成長的因素 

2.1 家庭因素 

 出現移民家庭。內地家庭有種新變遷，紮根鄉土的中國傳統大家庭減少，而

背井離鄉或者流動到各地謀生的家庭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大城市出現許多

二人家庭，即是只有男女主人的家庭；或是再多一名孩子，成為三口之家。

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家中沒有長輩，於是孩子從小就沒有尊敬長輩的觀

念，因而對社會倫理及長幼有序的觀念異常淡薄，家庭凝聚力也變得相對較

弱。曾在中央電視台熱播的《中國式離婚》，在該齣影片中，孩子面對父母

之間的矛盾激化而毫無辦法，最後拿刀不斷割自己的手。因為孩子發現只要

父母看見他割手，就會馬上停止爭吵，所以孩子想讓家庭安寧，只有選擇自

殘這種方法。當然影視作品有誇張成份，但是它所反映的現象，很值得我們

深思。 

 

 生活節奏加快。最近數十年中國大陸的生活節奏加快，沒事兒在大街上閒逛

的人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匆匆的步伐和人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問

家長究竟有多少時間可以陪伴孩子呢？家長是孩子最好的教師，言傳身教的

作用是不可估量。一個人的成長，一些良好生活習慣的養成，固然有社會、

學校、老師的心血，但怎樣也離不開父母的培養。隨著近年社會節奏加快，

中國社會的年輕父母作為孩子首名老師的角色不斷弱化及缺失，許多父母既

無力，也不願意擔當這個角色。 

 

 孩子的學習負擔重。現時小孩的負擔很重，我們有個口號「不要輸在起跑線

上」。父母的邏輯是：上不了好的幼稚園就上不了好的小學，上不了好的小

學就上不了好的中學，上不了好的中學就考不了好的大學，考不了好的大學

就找不到好的工作，找不到好工作孩子這一輩子就全完了。幼稚園教育作為

「起跑線」，就顯得尤其重視了，以致上幼稚園都要考試，考察孩子的基本

自理能力等，這就令我們的孩子過得很不快樂。孩子的童年本應是天真浪

漫，現在卻完全被剝奪了。孩子的童年變沉重，並且開始出現始料不及的心

理疾病，例如抑鬱，甚至躁狂症等。 

 

 過於強調知識教育。現時內地在教育孩子過程中出現了一個偏差：我們過於

強調知識教育，技能教育，而忽視了德育。為什麼要講德育呢？因為我們能

夠傳授給他們的知識是有限，所以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學做人。怎樣讓他們在

知識的學習和運用當中認識社會、瞭解社會。中國社會培養了一代又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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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他們將會成為國家的棟樑；但是我們不禁要問，他們在掌握科學文化

知識的時候，有沒有具備運用這些科學文化知識的能力呢？【投影５】知識

沒有成為人格促進的動力，反而強大的知識超越了他的人格。不是他的品質

駕馭知識，而是他的知識、虛榮心、好奇心駕馭了他的人格。我們也許可以

做個悲觀預測，中國或會出現一大批駭客和病毒專家，因為許多人會覺得讀

電腦系最大的成就，就是攻破別人的網站，製造兩個病毒，讓別人的硬碟崩

潰。前不久，一名學生製造了一種病毒，讓整個華北電網崩潰了，造成巨大

影響。這樣的事情，以後可能會層出不窮。 

 

2.2 學校因素 

 一俊遮百醜。這數十年來我們的一個核心看法，就是誰學習好，誰就是好孩

子。以前我們講德智體美勞全面發展；而這幾年我們發現在內地的教育當

中，都有一種「一俊遮百醜」的傾向。只要你在智育方面學好，科學文化知

識學好，你就是老師眼裏的明星，同學崇拜的榜樣，家長的驕傲。而在這個

過程中，很多孩子犯了小錯誤，就因為他的學習好而被包容。 

 

 缺乏遠大理想。內地學校都有共青團這個組織。共青團的任務不僅是作政治

說教，而是讓年輕人能夠湊在一起，在一個組織中成長。但是這兩年這些組

織逐漸弱化了。同學們經常會覺得：「什麼遠大理想啊？跟我有什麼關係？

找到好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為了找到好工作，可以把別個同學的推薦書

悄悄藏起來，可以把別個同學的材料悄悄隱瞞甚至銷毀。我們不禁要問，這

些學生在智育及體育方面都可以過關，但又怎麼樣呢？這是令我們最憂慮的

事情。 

 

 應試教育。大陸在過分強調考試的情況下，一切都為了考試服務，一切和考

試無關的東西都不學習。教育部說了十多年要搞素質教育，而結果只是增加

一門又一門的考試。沒有人敢於把考試扔到一邊，於是就培養出大量考試專

家。然而習得知識和熟練運用知識是兩回事，於是這批孩子進了大學後，有

的能夠應付，有的卻因為適應不了這個轉型，結果在大學的成績一落千丈。

北大、北師大、人大，每年都有幾十名學生因無法完成學業而退學。我們為

這些人感到很悲哀，因為他們在高中時都是班裏、年級裏當之無愧的第一

名；然而到了大學竟然要退學，這說明了什麼問題呢？ 

 

 知識基礎。應試教育對於人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影響，而與此同時兒童的知識

結構也開始畸形化。很多孩子在學習時一味向著考試，跟考試沒有關係的一

概不學。以前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東西，現在居然用來考孩子，可見現在

孩子的知識結構太畸形、太功利了。現在內地有很多選秀節目，比如「快樂

男生」、「超級女生」等，當考到才藝的時候，他們的表現讓你覺得很難堪。

吟誦唐詩宋詞，本來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他們那裏卻成為奢侈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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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才藝，很可悲啊！現在學校及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培訓班、興趣班，表面

是提高大家的科學文化水準，但實際上它使得學習者的興趣愛好很單一，扼

殺了學習者的學習樂趣。就像馬爾庫塞所說的：「我們今天的孩子們越來越

多的是單向度的，他（她）的思維只向一個方向發展。」 

 

2.3 社會因素 

 教育資源分佈。現在大陸的教育資源分佈越來越不平衡。大量資源向城市、

大城市集中。例如人民大學要招收「藝術特長生」，一旦他們被招收進來，

在高考中會加他們 20 分。最後我們發現，沒有一名「藝術特長生」是從農

村來的，所有「藝術特長生」幾乎都來自大城市。這樣一來，「高雅藝育」

變得城市化、貴族化，很多農村孩子雖然很努力，也很優秀，但是他們沒有

條件進入這樣的一個「高雅藝術」的領域。 

 

 社會價值觀。我們的孩子由於受到社會、媒體、家庭等價值觀的影響，因而

產生了一種現象：「追星」。年輕人喜歡新的生活方式沒有什麼奇怪，但是這

種「追星」實際上就是去模仿。前一陣播放的一部韓劇《我的野蠻女友》，

描寫一名善良的女孩子很野蠻，動不動就抽人耳光。播完後很多女孩子就開

始模仿女主角，而且是從衣著到行為的全方位模仿，很多女孩子以成為一名

野蠻女友而自豪。所以在這種「追星」潮流中，許多明星的行為或多或少反

映在我們生活當中。 

 

 組織權威下降。伴隨著偶像力量的增強，我們傳統的組織權威亦開始下降。

以老師為例，以前我們說老師是太陽下最光輝的職業，現在許多老師被罵為

「眼鏡蛇」。我聽了心裏很難過，不僅因為我是老師的原因，還因為這種行

為給孩子造成負面的影響。雖然教師隊伍當中也出現極少數的敗類，但是絕

大部分的老師都是用他們的生命去延續及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但是現在

社會有些無良媒體，有些無良文人，他們的任務在孩子面前把那些美好的形

象毀滅，他們根本不問這樣的毀滅會給孩子帶來甚麼影響。當社會對一名孩

子沒有權威感，沒有約束感的時候，這名孩子恐怕就不是像野草一樣生長，

而是像野馬一樣，不僅毀滅了自己，也毀壞了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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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變遷與內地青少年的成長 

3.1 內地青少年和大學生出現的特殊現象 

以下將最近內地青少年、大學生中出現的特殊現象作一概括，共有五方面： 

 

 個性意識強化，集體意識弱化。獨生子女都有這個特點，一定要講個性，有

的孩子甚至把刁蠻當個性，把無知當個性，甚至於沒有正氣，大家炫耀的是

壞女孩的個性。有次人民大學組織一場大型活動，有名孩子堅持要直接穿過

活動。當時衛星直播馬上就要開始，我說現場有一萬多人，能不能請你繞一

個圈子。想不到他竟然對我說：「集體的事情關我屁事，我現在就是要從這

兒走。我是人大的學生，我有權力從這兒走。」他這句說話直把我氣得憤怒

極了， 

 

 批判意識強化，建設意識弱化。許多人都愛看《南方週末》，而看後的結果

是覺得眼前一片漆黑。這些人的特點是只會謾駡，不會提建議，說就天下無

敵，做就無能為力。對這批人來說，他們的核心就是罵，看誰罵得更高明。

看到一個事情，首先想到的不是怎麼樣去建設它，而是想著如何標新立異去

罵它，從中顯示我的高明。 

 

 感性認識強化，理性認知弱化。我們從小都很喜歡率性，但是現在內地有些

孩子做事，我們開玩笑稱為「簡單善良」，他們很善良，但他們很簡單，做

事不經大腦，僅僅從一個感性角度去認知。我們曾經聽說研究生、碩士畢業

生被人拐賣到山區。只要動一點腦筋，這種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 

 

 利益動機強化，信仰驅動弱化。很多人既沒有理性認知的主觀願望，同時也

沒有理性認知的能力，做事情首先考慮的是對我有什麼好處？至於對別人有

好處的事情，看情況吧。最近內地有批年輕人開始信仰宗教，但是這種信仰

不同於我們以往的宗教信仰，他的信仰只有一點，保佑我如何如何好。在這

個信仰過程當中，他是否把宗教中的善良元素完全融於生活當中呢？我認為

很大程度上未必如此。 

 

 專業影響強化，思政影響弱化。在高校學習中，很多大學生考慮最多的是專

業，不考慮其他的類似於思政課、通識課等，而是一心一意搞專業成績，很

功利。如果你說中國大學不重視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冤枉它了。大學真的很

重視思想道德教育，但是問題是學生不願意上，大家認為對自己來說，最重

要是自己的專業課。所有課都能夠蹺，唯獨專業課不能蹺；硬要選擇甚麼課

可以逃的話，我們就是要蹺政治課，蹺文科的課。久而久之，這些人的自主

意識漸漸變強，而組織對其影響逐漸減弱。與此同時，大家做事情都想當老

大，這跟獨生子女是有關係的，誰都不願與人合作，結果出現互相拆臺的行



 8

為。所以我們要經常說：「團隊啊！團隊啊！」，就是針對改善以上現象。 

 

3.2 內地青少年的文化與社會認同危機 

 現時的兒童正面對兒童作品成人化、功利化的影響。由於內地社會轉型，許

多人的思想核心就是功利和金錢，結果導致內地很多文藝影視作品出現青少

年的荒漠空白。不久前湖南電視台拍了一齣動畫片，名叫《紅貓藍兔七俠

傳》，其實就是把像金庸那樣的武俠故事卡通化。這齣影片引起很大迥響，

許多人都去看，但是看了沒有幾天就出問題。有的家長寫信說，怎麼能讓孩

子去看這種片子呢？孩子當看到藍兔這只漂亮的小兔子為了救藍貓而割腕

時，小女孩就問媽媽：「媽媽，是不是為了救朋友，什麼事情都可以做？」

媽媽也不知道如何回答。當中央電視台緊急停播這部片子時，卻受到全國上

千萬網友的謾罵。【投影片６】 

 

 我們為青少年的成長真的注入那麼大的關心嗎？我們真的給他們提供了那

麼多的作品協助他們成長嗎？他們的人格真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健全了嗎？

如果沒有的話，他們的未來不知道會成為甚麼樣子了？他們在這個社會中看

到的是什麼？他們所看到的是個人問題社會化、個體問題群體化、所有問題

泛政治化。到了最後，所有孩子將會從小就覺得政治是很骯髒的、人性是很

黑暗的、社會是很複雜的、未來是很暗淡的。如果是這樣，他們長大後將會

怎樣面對社會呢？這恐怕很值得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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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少年成長環境的檢討、評論與展望 

4.1 中國社會處於轉型階段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將會發現歷史是驚人的相似。當年美國在越戰之後也有

「垮掉的一代」，歐洲在相繼進入福利國家後也有過那樣的一代，很多社會

在轉型中都會出現動亂的一代。當然隨著社會進步，這些問題將會逐漸解

決。也許我們不知道未來社會會怎樣前進，但是我們始終相信一點，就是這

個社會中善良總是主流。也許我們現時還沒有意識到，但是長遠來看，價值

觀終究會發生作用。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不應用作否定中國社會

的素材；反而要明白我們正是處於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家庭結

構的轉型時期，而且更是人的轉型時期。所以我們在談到年青一代的時候，

我認為他們並不是失掉的一代，或者是垮掉的一代、失落的一代，他們所碰

到的僅僅是成長過程中的煩惱。這些煩惱將會隨著中國社會越來越民主，文

化越來越進步，社會越來越開放，生活越來越富足，教育越來越昌明而得到

改善。 

 

4.2 中國教師扮演的角色 

 中國的五千年文明，使得我們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從這個角度而

言，中國青少年作為成長的群體，主要的任務還是在於我們教育工作者，在

於我們政府，在於我們社會。他們的成長是需要更為開放的視野，更為廣闊

的眼光。最近發生了這樣的事情，有些老師們把該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放

到課外收費補習班上講授。這程事情真是相當叫人汗顏。對於學校和教師來

說，核心問題在於責任。中國社會如果沒有責任，就沒有創新，而創新是從

開放的思維而來。 

 

 我們作為人民教師，最重要的是具備開放的心態。我們的知識早晚都會過

時，社會是在不斷的變遷。沒有開放的心態，創新就無從談起；沒有創新，

一個社會恐怕也沒有發展。不久前胡錦濤總書記給青少年們提了一個建議，

他說：「你們要成為新一代，什麼樣的新一代呢？你們必須要有這樣的品格：

理想遠大、信念堅定、品德高尚、意志頑強，真正做一名大國國民！」我因

此又想起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的說話：「不要問國家為你做了甚麼，而要問

你為國家做了甚麼？」這也是我國經歷了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今天真正作

深層次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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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一代應有的心理狀態 

 新一代的青年不能只會說，也不能固步自封，不能動不動就說我祖上闊過，

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東西。新一代的視野要開闊，知識也必定要豐富。對大學

生的教育，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他們提供極其開放的知識結構。只有在這種開

放的結構當中，他們才能有較為寬廣的胸襟。與此同時，新一代不但要進取，

還要吃苦，還要創業。我曾把兩名學生送到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區的藏族小學

及中學，讓支援當地少數民族的教育。今年 6 月 26 號，我到迪慶去把他們

接回北京。我見到他們的第一感覺是特別的高興，因為我看到他們曬黑了，

也成熟了。如果他們只是在大學裏待著，他們永遠是受教者；把他們送到邊

遠地區的學校支援教育，他們變成教人者。從此他們知道，生活當中應該為

人師表，他們開始知道珍惜學習機會，也知道需要由基層做起。正如溫家寶

總理在視察人民大學時曾說：「不瞭解中國的基層，不瞭解中國農村的官員，

就不是好的官員。」這時我們會想，中國社會的發展，更多地寄望於我們一

代又一代的努力，通過我們的努力，讓社會變得更加美好。 

 

 青少年是國家的明天，他們的強大意味著國家的強大，我們努力了幾百年，

我們的夢想會在他們這一代實現。也許有一天當我白髮蒼蒼，坐在輪椅上，

已經想不起年輕時候做過的許多事情，可是還有一件事情值得高興，就是我

的學生創造了美好的世界！【投影片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