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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了解到的发展观是大人口口相传，“为自己谋生”，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是混乱的，没有良好社会环境的。现在不同了，

在关注自己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社会，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短视频平台的活跃，让更多人在网络中发现问题并评论问题。

诚然，有恶有善，在网络中，有一些不顾客观事实，只说出自己的想法。更有甚者大放厥词，以至于相关事和物出现问题。但

值得欣慰的是，“虽风雨交加，但冻不住苏醒的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揭露社会深处的问题。总之，网络法则的约束力不

是很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自由的“辩论侠”。网络秩序将大乱，精神文明会出现发展上的隐藏问题，这是值得重视的。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learned is passed down by adults through word of mouth, “making a living for oneself”, and 
they have experienced a chaotic era without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Now it's different.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oneself,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society, which is a requirement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activity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allows more people to discover problems and comment on them online. Undoubtedly, there are both evil and good. In the internet, 

there are some who disregard objective facts and only express their own thoughts. Some even speak out loud, causing problems with 

related matters and objects. But it is gratifying that despite the ups and down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expose the 

problems deep in society, which cannot freeze the awakened hearts. In short, the binding force of internet rules is not very strong, 

and everyone can become a free debater. The online order will be in chaos, and there will be hidde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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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生活的人群会感谢社会的给予，却不会想到正是

有底层的劳动大众在生产线上的付出，进行资源的再利用，

才有他们的今天。他们少部分人不会记起在中国建设初期，

那些现在落后的城市有过怎样的贡献。诚然，因为改革开放

的经济发展规律，学习资源，社会资源，在有些地区占尽了

优势，社会保障相较于其他要好得多，所以有太多的人，会

忽视此类问题。虽然有很一部分人关注，并且通过网络平台

传播，但在庞大的劳动者面前，力量微乎其微。中国是从落

后的生产大国，通过搞地区小“实验”发展成今天生产领先

地位，生产基层必须是重点，基础端发展经济必将是中国长

期的现状，虚拟经济的错误便在于此。

（道德经）曾言：“所有高尚的事物，其地位都是由低

下的物质给予的，要珍惜这些低下的事物，才能拥有至高无

上的荣誉。”这不正是发展实体经济，基础经济的要求吗？

说了从古代寻找智慧，这就是。

当今世界，因为人文地理，历史发展，资源的分配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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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分了层级。我们中国社会很庞大，幅员辽阔，且人均

资源不多，社会分层已经出现，控制资源的社会群体正在诞

生，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竞争的现象越发严重 [1]。出现了一

些只懂得追求利益的人，他们这些人往往不会因为其他与自

己毫不相干的事和物而感到伤心，就像旁观虐杀动物，又或

者冷漠地注视着想要自杀的人，“它们”已成为动物世界中

适者生存的麻木者和追随者。在（圆圈正义）中提到，有的

人在鼓励自杀，“它们”把生命当儿戏，“它们”是何其的

冷漠，仿佛迫害同类，是人类特有的品质。社会要建立精神

文明，如此这般，怎么能够？

人性的冷漠是由市场利益的争夺所造成的，那么已知原

因，难道教育体制，资源分配不需要改革吗？差异化的共同

富裕，在现今社会利益争夺下，真的没问题吗？国内统一化

的大市场却存在着贫富差距，难道市场之间存在经济独立

吗？市场分配端的不只有政府，还有小团体，难道可以说毫

无过错？不应该寻求改变吗？诚然，在生产力发展的今天，

如果停下来整顿市场，调整生产关系势必会产生影响。但在

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冷漠的人性会把处在底层的生产者希望

弄没了的，只能干不得干的事情，拼上自己的所有，只为换

取最基本的生存。

为资本搞生产成为普世认知，物质利益的发展，在今天

的中国真的很重要吗？那精神文明，文化文明被提出来又在

什么位置？难道是为了更好地经济发展吗？网络现象之所

以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以精神文明发展为辅的结果，那么，

网络乱象的今天有没有考虑以精神文明发展为主呢？应该

有的吧，政府应该早有备案了，这是我作为公民的愿望。

强者理论，弱者思维，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源自西方资

本世界进行利益获取时产生的意识，难道是处于共产主义性

质的是中国能够认可的吗？还是说允许存在资本世界的意

识呢！虽然意识不决定物质，但意识是精神的基础，精神力

量会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团结友爱，互助奉献”可以解决

问题，但做到又有几人？有些中国人的团结精神正在被此意

识分离，有些国人真正做到了忘本的境界。先富带动后富，

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和施舍，不应该只是政府的要求，而

是自发地帮助，是人与人之间互利平等原则下的行为和目

的。西方世界的丛林法则式的生存模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

中国同样适用吗？我承认对社会主义了解不是很全面，但丛

林法则必然会带来剥削，绝不是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所认同

的，否则就是美帝国主义社会的人群互害。

中国大众史称华夏民族，5000 年的历史文明基因，却

在某些地方全盘西化，不觉得很可悲吗？我们拥有强大的精

神文明基因，却在近代受西方模式的生产关系影响下产生意

识，认为那才是最先进的。一个民族中的个人，如果不首先

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就盲目相信和崇拜西方世界，从而形成

意识，这是离经叛道和数典忘祖的代表，举例的话就用几个

月前的学生反驳历史吧。

重提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为了将中国精神文明发展

壮大。如果中国社会的精神道德不能与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达

到同等水平，不知道长此以往会产生怎样的问题？社会主义

社会的中国，正在遭受非物质主观世界的极大矛盾，所以必

须不得不实施一些高压的文化态度，思想意识解放等手段。

学者，有名的企业家正在向传统思想进军研发，在网络

平台上多次看到，作为一个关心国家的公民，甚是欣慰，希

望他们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加大传播力度，增强影

响力。笔者不胜感激，但笔者不希望资本的介入，这样会降

低我们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认可。

笔者认为，资本国家市场的表现，是使用各种手法获取

物质利益，使穷人越多，富人更富。社会主义与众不同，政

府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中国人，但私人和社会群体会为了自己

的发展状况，不顾一切的。传输社会观念“所有的东西都可

以用物质利益进行交换”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正确？但

是物化的价值观绝对不利于人与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长此

以往必是问题 [2]。

市场引发的问题也在近几年展现，生活的快节奏，市场

上无情不带有一丝情感的交换，让那曾被鲁迅所批判的“小

家子气”“奴气”再次出现，对生命麻木的人群已经涌现，

这是市场竞争下带给人们的弊端。市场化的思维下，形成的

现象绝不是革命先烈所想要创立的未来所认可的。

互助者精神，“团结，友爱，互助，进步”仅仅停留在

语言上是不可行的，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这绝对不是某个阶

层的事，是每个身为华夏民族中一员所该做的。“早有民法

规定，要求公民在他人遭受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如果施以

援手对自己没有损害，就应该积极救助，否则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这是《圆圈正义》中所写。中国也应该如此，

这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之要求，更是习主席尊重传统的要

求。只有如此，中国的精神文明才能得以体现，社会中的个

体才会和谐。只有个体和谐，社会才会真正和谐。

在当代社会，人人都缺少了对自我的追求，只懂得为社

会生产做贡献，为利益获取所付出，所有发展自己的想法都

会被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所影响。是啊，资源分配不是很充

分，有些因限制所导致，有些则因社会“分层”现象所导

致。个人为了谋取更好的发展，不得不如此。但社会主义国

家的公民不应该有如此的市场环境，市场资源的无序分配，

应该只在资本市场。现在中国的私人市场为得到更多资源，

出现了雇佣脑力劳动者控制市场的局面，这是市场的一部分

现象，可以说是底层市场。在“脑力劳动”者的“精打细算”

下，劳动大众不得不拿出大于每天 2/3 的时间辛苦劳作。曾

一度出现了争抢加班名额，加班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常态，甚

至有些公司的文化为“只要青年人不进医院，就有干的实力，

只要不躺下，就一直干下去”。人文关怀，在这个时候没有

体现，此类现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出现？

物质先于精神的发展已成为个人在进行发展的共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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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是受市场的影响。市场化的社会观念，让一些青年的思

想意识混乱，市场乱象造成对青年意识指导的不确定性现

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青年是社会发展延续的必不可少的

力量，这种情况必须引起社会全方位关注。

现在对于物质发展的利益过分的追求，降低德行，社会

伦理，出现了各种内容低俗化的产业，如果不加以控制，社

会上会有更多的人认同并且使用，这会对社会主义市场造成

不好的影响，这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造成影响吗？如果产生

影响，那么精神文明的发展可能会停滞甚至倒退，这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所不能容忍的。

当下的思想界，我觉得应是百家争鸣之时，企业家，学

者各个阶层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和发声，都在积极探索未来，

但飞快的社会发展，资本市场的涌出，让思想发展成了物质

发展的附庸，这一直是个问题。现在应该控制资本，把精神

文明建设交由政府管理，采取文化资源管控等手段。笔者认

为，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在非客观的主观意识世界尽快统一，

思想是精神的基本表现，思想不能统一，难免会出现精神

问题。

在思想精神方面，有些人向西方学习，不知中国早有解

决方案，中华传统书籍在这时候出现，说明了这一问题，但

显然在精神内耗的基层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现在是资

源供给社会，只有一些成功人士关注传统，只有学者才能够

接近文化底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传播观念之快捷，但处

在社会末端的人民大众，往往不会关注这些理念。“仓廪实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少数人即使关注也苦于无

可奈何，他们本可以跟这些高尚之师对话，但因为自身的“局

限性”，无法达到。给了西方一些国家“软文化”趁虚而入

的机会，打乱中国思想界现状，让一些人崇洋媚外，人性的

缺点在这时候被显现。但增强民族自信心需要政府在教育方

面做出改变和努力，学史以明鉴应以伴随终身，这是我对教

育今后的希望 [3]。

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民众的思想发展有待提高，

我们的社会解放后关注物质利益的生产和获取，对思想道德

看得不是很重要，但欧洲国家是进行了思想革命之后才有的

生产辉煌，他们对于个人价值的看重，是我们社会所不具备

的。正因如此，我们社会市场不应该只学习西方的生产模式。

生产和思想的平衡发展，在仅用 50 年时间赶上西方国

家生产力的中国是不现实的。现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一切现

状都可以共享，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务实的人。

中国社会的思想现状出现的问题，正是西方的个人观和

东方的集体观，是外来与内部的问题，是海洋与大陆文明的

问题。思想混乱的现状长此以往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造成极

大的影响，需要尽快行动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中提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我们青年应传承五四精神，应该发现问题，示之于众，并寻

求解决方案，而不是在沉默中等待曙光，应该积极发声和讨

论，思想火花应该绽放，共同为下一个百年目标献出自己的

一分力量。

最后，以《圆圈正义》中的一句话自勉，“对于中国的

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正是因为我们贪婪，自私，

堕落，胆怯，导致了种种问题”。笔者走出了第一步，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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