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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的路径建构
!

444基于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视角

胡艳蕾

摘
!

要&公共责任文化建设日益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责任意识的

培育作为其首要内容亦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的最终诉求是

使公民逐步形成公共责任的民主习性$因此#应从公民公共责任信念的培养与公民公共责

任情境的建构两大路径逐步构建基于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

关键词&公共责任意识,民主心灵习性,公民意识培养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理性的公共

参与以及降低公共部门及成员的腐败行为等日益成为公共领域的焦点议题#而公共责任

文化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目前#我国仍处于公民社会建设的起步阶

段#公民尚未形成健全的公共责任意识#因此#亟须构建良好的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以

推动公共责任文化及公民社会建设$而民主心灵习性作为公民理性公共参与的一种心理

习惯#本质上意味着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由个体的思想认知形态转变为持续稳定的行为习

惯#亦即为公共责任意识培育的最高诉求$本文将基于心理学%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等多

学科视角#系统解析民主心灵习性与公共责任意识的理论内涵及相关性#以实现对基于民

主心灵习性的公民公共责任培育机制的理论阐释与路径解析$

一%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阐释

关于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在对人性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分析中所着力强调的!习惯"的力量#该概念于
!')"

年由托克

维尔首次明确提出#他认为心灵习性是那种塑造概念%意见和思想等心理习惯的东西#是

社会中人的道德与智慧习性的总和#并指出美国人的习性或心灵习性是美国人得以维持

其自由体制的关键!

$迄今为止#国外针对!心灵习性"的研究形成三个分支&)

!

*将!心灵

习性"视为公共哲学的范畴#通常与民主文化%公共伦理等理论相结合以探讨公共道德及

公共责任文化问题#如&美国社会学家贝拉)

G<++=@

*等人在对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与民主心

灵习性进行系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文化传统或习俗能够使美国人在生活中兼

顾个性与公共责任"

$)

$

*从心理学角度对!心灵习性"的形成机制展开分析#该类研究侧

重于人的心理%认知%意识等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著名哲学

!

"

D+<W64H<V2;

c

7<Y6++<0B#"*&$'&

:

%(!"#$%&'0I23H23

&

>=73H<94=3H:5+<

B

#

!')"

#

KK

0#%!

$

#%(0

U2N<95P0G<++=@

#

<5=+0P'F%/3*

-

/4#P#'$/

&

.(2%G%2+',%3"'(2>*""%/"#(/%(!"#$%&'(0%

-

#0G<9R<9+<

B

&

Z

M

36Y<9465

B

281=+682936=/9<44

#

!&&#

#

KK

0!

$

$$"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家与教育家杜威的心灵哲学理论!

$)

)

*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将!民主的心灵习性"视为现代公民社会

公民的必备资质以研究多中心治理%公民自治等相关问题#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我国针对!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研究始于近代以来#随着西

方理论的大量引入而日益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任剑涛对民主心灵习性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朱世达对

美国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介绍等#但总体来说较少$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公民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

内涵阐释的视角与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该概念中的!习性"一词均被解读为一种公民的心理习惯$

!习性"即习惯#其理论内涵以心理学%行为学界的研究见长#较具有权威性与代表性的理论有&)

!

*

四含义说$美国心理学家阿瑟+

>0

雷伯在其'心理学词典(中指出!习惯"包括四种含义&一是一种习得

的动作,二是通过重复而自动化了的%固定下来的且无需努力就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活动模式,三是对药

物的癖嗜#常用术语是药物依赖,四是指特定动物物种的特性行为模式#如!狒狒的习性"

"

$)

$

*二层面

说$美国心理学之父
b6++6=F?=F<4

则认为&从广义上讲#习惯是!物质的自然定律#即各种单纯的物质

彼此相应对时所遵守的不随意的更改的自然定律",从狭义上讲#即神经学的角度#习惯!是大脑中构成

的一条发泄途径#且6物质的组织变化一定会带来物质的附性新习惯5#如折过的纸#若再顺着原来痕迹

去折的话就容易得多#原因在于习惯已养成"$此外#他指出习惯可区分为简单的与复杂的#前者是单纯

的反射所造成的444!神经冲动的进入与出去之间只存在一处深浅不一的痕迹"#后者则是加进%累积%

环境相扣的反射444!进口和出口已经被先前流过去神经冲动扫除了全部障碍#变得畅通无阻"

#

$

)

)

*反应说$行为学派的创始人
?0G0b=5423

认为&只要是学来的%非与生俱来的外显或内隐反应均属

!习惯"$他还进一步指出#本能与习惯的主要差别有二&其一#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是习得的,其二#

引发本能反应的刺激是客观的#而引发习惯反应的刺激除了客观性#更具个人主观性#因为习惯刺激%习

惯反应相较于本能刺激与本能反应的对应更具特殊性%

$因此#就其理论本质而言#习惯应具有下述几

个特点&)

!

*习得性#即所有的习惯均是有机体学习的结果#且习得的结果会受到有机体先天因素的影

响$)

$

*稳定性#即习惯行为与相对应的刺激已形成相当稳定的连结#该特点是习惯的绝对必要条件$

)

)

*经常性#即习惯行为通常表现为一种经常性出现的行为存在#但该特点并非其必要特点#即有些习惯

行为并不见得总是经常性地出现#但却是一种相当稳定性的存在$)

(

*可变性#即习惯行为是可以发生

改变的#习惯行为愈是简单#愈难以改变,反之#习惯行为愈是复杂#愈易改变$)

"

*主观性#即习惯行为

并非总是由刺激引发的行为#亦可能是为了获得某种增强刺激而产生的行为$

因此#所谓公民民主心灵习性#即公民在政治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中#通过对民主法律规则%理性民

主行为价值及个体民主行为角色等理性民主参与理论及规则的学习认知#且在其政治生活中持续面对

经常性政治事件的刺激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习得性%经常性%主观性的理性民主参与心理习惯$这种

心理习惯具体包括下述三个层次的内容&惯于服从法律规则%熟练进行社会自治%理性容忍与妥协&

$

二%基于民主心灵习性的公共责任意识培育

意识属于心理学范畴#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应形式$该心理现象是包括感

觉%知觉%思维在内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的最高级的认识活动#其中思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类在共

同劳动等实践活动中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公民公共责任意识#是指公民个体在参

与政治生活过程中对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价值%公共责任角色%公共责任行为方式%公共责任行为规则

等客观现实的心理反映形式#它是公民在共同的公共参与过程中通过个体感觉%知觉%思维对公共责任

的理论价值与理论内涵%个体公共责任角色%公共责任行为规范与准则等内容的高级认知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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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蕾&论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的路径建构

由此#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的培育即是指通过外界干预以培养公民个体在进行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具有高

度的公共责任意识#以引导公民个体自觉地履行其角色义务%主动关注公共福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

具体内容包括公共责任价值观%公共责任角色意识%公共责任行为规则意识$

显然#公共责任价值观%公共责任角色意识%公共责任行为规则意识等公共责任意识是现代公民社

会公民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亦是公民实现理性民主参与行为的根本前提$因此#公民民主心灵习性与

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的理论内涵具有一致性#均是指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应具有的守法%自治%理性参与

等民主品格并由此使之具有民主行为特征$然而#基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二者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较之于!习惯"#意识是一个更趋于结果导向的心理学概念#而习惯则更关注于过程#二者间的差异

在于&第一#意识的产生先于习惯的产生$如前述可知#人的意识支配着人的行为#而人的某一行为一旦

呈现为一种稳定性%经常性的存在时即演化为一种习惯$因此#从该意义上讲意识是先于习惯而产生

的$第二#意识与习惯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意识与行为之间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劳动与思维却是一

对相互对立的矛盾#只有在身体的运动结束后#大脑才能进入思维的延伸过程$因此#基于劳动与思维

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意识与习惯在其各自成长过程中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三#就外在表现性而言#

习惯比意识是一种更具稳定性%经常性%外显性的存在$且意识作为一种高级心理反应形式存在于人的

大脑#若无外界刺激#个体自身或他人并不知存在某种意识,反之#习惯则由于人的某种意识受到经常性

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性%经常性的行为#个体自身或他人则更察觉其存在#因此更具外显性$

因此#基于心理学与行为学的理论视角#公民民主心灵习性与公共责任意识间存在下述理论差异&

民主心灵习性是指公民的一种心理习惯#即公民在面对政治事件的刺激后已形成某种稳定性且经常性

的行为反应#该行为反应已内化为公民个体的一种心理习惯#较之于公共责任意识更具有稳定性%经常

性%外显性$而公共责任意识则是指公民所具有的民主行为意识#该意识通过个体或组织的学习%认知

活动而获得#并通过调节%控制%指导个体心理活动以影响个体民主行为$而且#由于意识可划分为焦点

意识%边缘意识%下意识%潜意识和前意识五个层次"

#其中仅焦点意识是一个人全神贯注于某事物时所

得到的清楚明确的意识经验#具有准确性与稳定性#该种意识现象可以通过外界干预建构,而其它四种

意识源自于个体天生的心理性格%生活体验或外界偶然性因素等而具有变动性%不明确性%深层性等特

点#且难以通过外界干预以建构为清晰明确的意识经验$显然#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先于民主习性产生#

相对民主习性而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变动性及不明确性$总之#公民民主心灵习性是由公民意识上

升为民主行为心理习惯的一种更具稳定性%经常性的存在#是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的最终诉求$

因此#应基于民主心灵习性的形成原理建构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培育的系统机制#即通过逐步培养公民具

有公共责任行为的心理习惯以实现公共责任行为的持久性%稳定性#最终实现公民意识教育的长态化$

三%构建公共责任培育机制的路径选择

构建基于民主心灵习性的公共责任培育机制#其根本目标为培育公民理性民主参与的心理习惯#建

构路径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路径一&公共责任信念建构

所谓公共责任信念#本质上即是促使公民通过学习认知活动#以形成公共责任价值观%公共角色认

知%公共规则认知等内容#最终树立公共责任意识即民主心灵信念#从而逐步形成高度的遵守法律规则

的意识%社会自治意识及理性容忍与妥协的意识$公共责任信念的建构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公共责任价值观教育$公共责任信念培育的首要内容即对公民进行公共责任价值观教育$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其公民公共责任价值观教育通常已形成一个贯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

育%组织教育及宗教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而我国目前针对公民的公共责任价值观教育仍以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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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且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生动性而导致公民无法从内心深入认可#因此亟须改进完善$一方面改

革创新教育方式#以生动形象的教育形式对公民进行公共责任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通过博客等大众交流媒介进行公共责任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第二#公共责任角色认知教育$公共责任角色认知是指公民在具备一定公共责任价值观的基础上#

对其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的类别%内容的学习认知活动$角色认知教育通常包括四个层次内容&一是职

务责任角色教育#即城市公民作为其雇佣组织的成员#应遵从组织的命令并有效率地完成其工作任务,

二是法律责任角色教育#即城市公民应自觉服从外部命令)法律法规*以推动全社会的法治化,三是专业

责任角色教育#即城市公民在其雇佣组织从事职业工作时应具有专业化能力#表现为个人判断与专家意

见的区分,四是政治责任角色教育#即城市公民作为城市政治生活的主要外部利害关系人#面对政治领

域事务应自觉具有回应性!

$我国目前公民的公共责任角色认知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公民不仅缺乏

公共责任角色意识#且对个体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角色认知模糊#应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大众媒介

宣传教育#使公民对上述四种公共责任角色形成清晰完善的认知#以奠定公共责任信念的构建基础$

)二*路径二&公共责任情境建构

公共责任情境的构建#则是指通过构建公共责任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内容#促使具有民主心灵

信念的公民个体重复%持续性接受上述刺激而使其民主行为成为一种稳定性%经常性的行为习惯$显

然#公共责任情境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公共责任行为心理习惯形成过程中对公民个体进行外部干预#而促

使其公共责任行为不断重复而得以稳定化$因此#可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公民公共责任意识

进行外部干预以推动其公共责任行为内化为公共责任行为心理习惯#具体干预措施可细化为三个层面&

第一#公共责任行为规则教育$公共责任行为规则教育是指在公民建构其公共责任信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习得其实施公共责任行为时应遵守的法律规范%政治制度%职业规范及道德规范#以推动其公共

责任行为的规范性与公正性$公民的公共责任行为规则教育可自下述两个层次展开&一是健全完善公

共责任法制法规$二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法制法规教育#即通过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及社会媒介进行公

共责任法制法规的普及化教育#使公民在每次受到政治事件的刺激时均能产生积极的民主行为反应$

第二#公共责任文化习俗化$所谓公共责任文化习俗化#即是指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非正式的公

共责任制度以规范%约束其行为#最终促使城市公民公共责任行为习俗化#是公共责任情境建构的关键

环节$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运转较好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其较成熟的公民意识已内化为公民个体的

心理习惯#而这种心理习惯的形成源自于其民主法律制度的健全与民主文化习俗化两大因素#其本质上

即是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中所述及的民主心灵习性$因此#我国公民公共参与度低%公共责任角色认

知不清%公共责任自律与他律行为缺失等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公共责任信念构建与公共责任行为规则的

完善#亦应通过宣传教育促使公民公共责任行为习俗化$

第三#公共责任行为激励$公共责任行为激励即通过建立健全公共责任行为的奖励%惩罚机制#以对

公民已形成的公共责任行为施加正面影响#从而促使该行为具有持续性%重复性特征#最终使公共责任信

念内化为公民的公共责任行为习惯$公共责任行为激励机制具体内容为&其一#公共责任典范选拔机制的

规范化,其二#公共责任典范奖励机制长效化,其三#公共责任失责者惩罚机制长效化#即公共责任失责者

的惩罚机制一方面要依据相应法律法规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对于非严重失责者亦应以不良信用记录的形

式将之记录在案#从而潜在地对其他公民形成一种警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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