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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

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 人情或人情传

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

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

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冶削弱内功等。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

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

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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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不可否认,中国人讲究人情,人情问题是如此重

要,以致于林语堂认为:“缘于身价原理和阶层内平

等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法则便应

运而生。 这些行为法则就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那三

条亘古不移的法则……这三条法则是事实上统领中

国的三位‘缪斯女神爷(Muses)。 这三条法则的名字

就是脸面(Face)、命运(Fate)和人情(Favor)。冶 [1]因

而,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若要探讨有关人

情方面的扼制以权谋私问题,我们便不能不对人情

或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一摇 何谓人情:内涵、类型与特征

在孔子之前,对人情的讨论比较少,对天道、神
事的讨论则比较多。 孔子以后,缘于周代社会结构

及其秩序的逐渐崩溃,割据者急需人性、民情等方面

智性资源的支援,人的性情或人情问题便成为了先

秦思想家的焦点问题。 加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知识分子比较关心治道,在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

形态后,人情问题遂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课

题:“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冶
(《孔子家语·入官》)在人情概念的萌芽阶段,人们

注意到的人情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展现为

与基本生存相关的“大恶冶、“大欲冶等问题。 “何谓

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饮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故

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冶(《礼记·礼运第九》)人情的

另一方面展现是人的道德倾向。 “哭泣无时,服勤

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冶(《礼记

·礼运第三五》)因而,人情的含义在一开始只是表

示人本能上的情绪或情感[2]。
然而,缘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周礼的改造,即将

“礼崩乐坏冶情境下的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政治伦

理,中国人的天然情感具有了两种独特的面相:一方

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特定化,并被赋予了较

强的私性感情色彩;另一方面,这种天然情感具有了

“礼冶的成分[3]96。 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冶需要以人的

天然情感作为基础,人情便具有了人“义冶的含义。
“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
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冶 (《礼记·礼

运第九》)后人常常把“情冶和“义冶联系在一起,“情
义冶和“天理人情冶就这样出现了,主要意指天然情

感、人际交往,以及伦理规范等之间的融为一体。
情与礼的关系是,情在先、礼在后,情为源、礼为

泉,情为“材质冶、礼为“雕凿冶,这意味着:人情是人



性的出发点,即人的本性不是理性,而是性情。 由

此,作为人情的表征,亲情似乎可以引申出世情,诸
如恩情、交情、情面等,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世
情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是一些无形的可交换资源,
能交换有形资源,比如金钱、礼品等。 另一方面,世
情又具有超越其具体表现形态的规范性:一旦作为

人情的亲情被严格规定为世情,即一种不可违抗的

伦理关系,人情便具有了人义的规范效力,即一套关

于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或行为规范[3]96鄄97。
以上对人情概念的思想史梳理也得到了《辞

海》“人情冶辞条的印证:“(1)人的情感。 (2)人之

常情。 ‘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爷 (《庄子·逍遥

游》)(3) 犹人心、世情。 ‘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

观。爷(西晋欧阳建《临终诗》) (4)指婚丧喜庆交际

所送的礼物。 ‘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爷(唐杜甫

《戏作俳谐体遣闷》诗之二) (5)情面;情谊。 ‘也外
上页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爷 (清李渔《奈何天·
计左》)冶 [4]

人情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其一,人情乃人之常

情,是人们遭遇不同的生活情境时产生的一种心理

情绪反应,是人性中内在本性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

的感情激发[5]。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

也,故人不能无乐。冶 (荀子·乐论篇)其二,人情是

社会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

的有形或无形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是物化的,比如

金钱、礼品等;也可以是无形的,表现为活动或过程,
比如提供便利、帮助等。 其三,人情是社会中人们在

交往相处时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人们之间的

相处之道,主要表现为两类行为:一方面,在平常时

候,人们用互赠礼品、互相问候、拜会走动等方式与

关系网内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
当关系网内的人遭遇到贫病、困厄或生活上的重大

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人之心冶,相互体谅,并
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做人情冶 [6]。

然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所说的“人情冶主要是指第 2 种或第 3 种含义:常
言的“人情冶主要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贯
穿于人际互动过程中的能用于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

形资源,亦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纽带冶或准则。
关于人情类型,学界的主要分类有:(1)先天之

情与后天之情[7]。 (2) 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

情[8]。 (3)“感恩戴德冶型人情、“人情投资冶型人情

与“礼尚往来冶型人情[3]206。 (4) “礼尚往来冶型人

情、“急功近利冶型人情与“知恩图报冶型人情[9]。 这

些人情分类揭示出了人情的一些内涵或特性,但却

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冶,即这些人情分类缺少分类的

学理基础。 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不难发现,人情

是一种“关系冶,并且是一种会消失的暂时性 “关

系冶。 基于这种认识逻辑,“关系冶的性质影响甚或

决定人情的性质,“关系冶的类型对人情的类型有巨

大影响。 依凭学界对关系的一般性认识,分析中国

社会中“关系冶的框架主要有:(1)经济性交换行为

(economic exchange)与社会性交换行为( social ex鄄
change) [10]。 (2)同质性交换与异质性交换[3]307鄄308。
(3)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 (4)个
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与人际关系( interper鄄
sonal relationship) [3]270。 这些分类多是在将中国人

的“关系冶作为一般关系之特例的意义上来审视“关
系冶的,而唯有“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

关系冶这一基本“关系冶分类是对中国人“关系冶的特

别关注。 并且,缘于“关系冶对人情的巨大影响力,
这一基本“关系冶分类还导引出了一种基本人情分

类,即“礼尚往来冶型人情、“急功近利冶型人情与“知
恩图报冶型人情。 因此缘故,“礼尚往来冶型人情、
“急功近利冶型人情与“知恩图报冶型人情成为了人

情的三大基本类型:“礼尚往来冶型人情主要是一种

日常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关系一般推

崇“来而不往非礼也冶价值理念,常以互相间拜访、
时不时的问候等为主要形式,其目的性是潜在的、隐
形的。 “急功近利冶型人情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在急

促的目标指向下有意识地建构起一种人际交往,比
如人情腐败、“关系冶腐败等。 “知恩图报冶型人情主

要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人好、关照人,并怀有不自觉期

权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人情的内涵非常丰富,人情的特征也颇为繁杂,

比如交往性、温情性、便利性、功利性、扩张性、超常

性、腐蚀性等。 然而,基于从人情维度来思考以权谋

私的扼制问题这一研究目的,交往目的的期权性、交
往主体的扩张性和交往手段的腐蚀性成为了人情的

三大基本特征。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私性情感,
是社会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

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

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
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 基于这

一人情认识,不难得出:其一,人情关系施予方在人际

交往的目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期权性,这种期权性典

型地表现在“急功近利冶型人情上。 其二,人情或人

情关系的普遍性及其规范性使得人情及其衍生物无

处不在,并且人情法则又不好违反,在这种情况下,社
会成员的人情关系经由脸面、“关系冶等的运作,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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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再生产,致使特定人情关系施予者在交往主体方

面具有无限扩张性。 其三,人情不可避免地具有交往

手段上的“腐蚀性冶。 变异人情关系中交往手段的腐

蚀性自不必说,正常人情关系中交往手段的“腐蚀

性冶也不少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由送礼、问安、说
情、提供方便等方式进行感情投资,这会不知不觉间

强化施予方在被施予方心目中的印象,影响人情被施

予方,得到想要的利益好处。

二摇 中国人看重人情的历史原因

(一)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影响

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到现代仍未改变其

农业文明“气质冶,更别提传统中国。 传统中国是一

个典型的农耕社会,有这样两大特点:人们聚族重

迁;人们依赖可靠或相对可靠的信任关系。 农耕社

会是乡土社会,是一种安土重迁的社会,是一种生在

那里、死在那里的社会[11]50。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

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

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

的社会圈子。冶 [11]7鄄9 经由传统社会的这种生产生活

方式,人们能够稳定地生活在一起,建立起稳定的人

际关系,遵守共同的“默会冶性社会规范。 于是,在
传统中国这一熟人社会中,人们跟其他人建立直接

的信任关系,当需建立的“关系冶超出熟人社会“圈
子冶时,人们会用可信赖的熟人关系作为中介来建

立新的相对可靠的信任关系,最初的熟人关系便成

了初始的人情关系或人情关系的原型,而用熟人关

系或人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相对可靠的信任关

系,便是新的人情关系,或初始人情关系的复制品或

“衍生品冶。 一旦中国农耕文明这种生活方式为一

定规模的人群所熟悉、掌握和不断完善,它便通过对

一代又一代人群的持续社会化而具有某种自我再生

产能力,这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对中国这一特定时

空中人们的人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造就

了一种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即中国人的人情传统。
(二)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

一种风俗传统的形成,不仅仅是实践传统的作

用,这种实践传统还要有文化或学理上的支撑才能

光明正大,才能走向社会生活的前台。 基于这种认

识逻辑,我们不可轻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

子经由儒家伦理学说对中国社会中人情实践的理论

总结及其社会教化作用。 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思想

虽说从理论渊源上讲来源于周礼,但它更重视对周

礼之现实渊源即家庭伦理的看重,特别是对人之常

情的看重: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

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礼记·问丧

第三五》)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冶……故礼之于人也,犹酒

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故圣王修义之柄、
礼之序,以治人情。 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

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

安之。 (《礼记·礼运第九》)
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有了这种人之情,就能培

养出孝悌仁礼之义。 有了义,即便人有“弗学而能冶
的情,也能实现“克己复礼为仁冶 [12]154。 当把“情冶
和“义冶连接起来时,就成了“情义冶,也就使得“情冶
或“人情冶不再仅仅是指人的天然感情,也是指人际

关系中的义情,或被伦理化了的情义[12]154。 儒家知

识分子对人之常情的伦理提升,使得人的常情具有

了社会规范意蕴,这也使得家庭范围内的人情具有

了向整个社会泛化的可能。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文明生活方式

所引发的人情实践进行伦理化的学理提升,以及儒

家学说对中华民族长时段的文化心理塑造,中国社

会很难会有今天这样的人情传统。
(三)封建人治模式的影响

可以说,封建人治模式为中国人情传统的形成

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运作空间。 具体来讲,封建人

治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凭靠封建权力来配置社会资

源、用“父权制冶来维续官民之间关系、用清官意识

来替人民“做主冶,在这种模式中,掌握了权力就等

于是掌握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及其主导权。 由于权力

在物资奇缺的封建社会里在攫取资源的过程中具有

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的影响力,由于掌权者在使用

权力的过程中存有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比如徇私、
徇情等,整个社会中人们对权力的追求达到了“顶
礼膜拜冶的程度,形成了浓浓的“官本位冶社会风气。
缘于权力在封建人治模式中对其他领域,比如经济

场域、文化场域等的高度渗透性,旨在凭靠权力捞取

利益的人情或人情关系便在封建人治模式主导的社

会中大行其道。 封建人治模式为这种社会中的权力

构造了一种稀缺环境:一旦人们拥有权力或即将拥

有权力,与之有关的各种人情关系便如“雨后春笋冶
一般,这种情形在《范进中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展现。 范进中举前后丈人胡屠户对他的态度天壤之

别,一向与范进没什么“关系冶的张乡绅也跟他套近

乎,攀起人情关系来。 范进还没有直接掌控权力就

能产生如此的人情关系,并能让既有人情关系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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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主体的相对位势发生根本“翻转冶,即权力或潜在

的权力能让人情关系中居劣位之势的交往主体瞬间

处于优位之势,由此不难发现,封建人治模式在整个

社会范围内对人情关系的影响力,封建人治模式中

权力至上意识对中国社会人情传统形成所产生的深

远影响。

三摇 人情传统的历史作用

基于对人情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成因的考察,人
情在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有着正向的社会功能:中
国人依照一定礼俗或传统惯习在一定的情境下互

惠,展现出中国人对人际交往或道德的重视,有助于

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凝聚和稳定[12]332鄄333。
(一)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冶,一方面是指,缘于对近邻的

亲情期望没有亲戚那么高,又常常能从近邻身上得

到适时帮助,故而有此感叹。 另一方面是指,亲情伦

理关系不仅仅是靠血缘来维系的,更需要日常的人

情或人情关系来呵护和维护。 在传统农耕社会,没
有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天有不测风云冶,大
部分人的家底都处于“吃不饱冶的贫困状态,能有什

么能力去应对病痛、变故或急事这些令人棘手的窘

境!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情“法则冶就起作用

了:一个人得了重病,全家族的人———不论是长辈,
还是晚辈,都会郑重地提着礼品、带着慰问金来看

望。 这些举动展现了中国社会浓浓的人情传统,以
及对家庭亲情伦理的维护。 在亲朋遇到困难时是如

此,在亲朋有喜庆事时,又何尝少了他们的身影? 如

果说对没有血缘的人施人情———严格说来有违人情

的本色的话,对有血缘之亲友的人情便更是题中之

义,并且就是这种本色人情或人情关系将传统社会

中的亲情伦理关系稳固地构筑在一起。
(二)培育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

缘于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长时段的文化心理塑

造,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秉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冶的价值取向[13]。 在传统中国,各自都生活

“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

会圈子冶 [11]9或熟人社会里,人们在这种环境中养成

了一种依赖可靠或相对可靠之信任关系的行为取向

或“人情冶思维。 基于人之思维的惯性或连贯性,人
们在进入相较于熟人社会的大社会中时,他们也会

用同一思维去应对“陌生冶的社会交往:人们在处理

跟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时会套用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处理模式,使得他们处理其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方

式显现出一种“熟人冶关系气质或“温情脉脉冶式关

系气质。 鲁迅曾载:“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

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
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冶 [14]983总理衙门官员虽

然不满在外国人面前丢了面子或脸面,不论丢自己

的脸面或国家民族的脸面,但是,他们在挽回面子或

脸面的过程中却是不动声色的:“不给他走正门,就
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

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冶 [14]983这种既要在不利

处境中挣得面子或脸面,又不能当面撕破脸皮、破坏

与交往对象之间“关系冶(即“斗而不破冶)的做法很

显然是中国社会中一贯的人情思维在作祟。 可以

说,就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由这些不起眼的人情“小
事冶所编织成的人情传统,培育出了中国人之间的

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
(三)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

基于对人情基本内涵的分析及其历史成因的考

察可以看出,人情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中人们的

思维当中,成为了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人们为人处

世的社会法则。 基于这种认识逻辑,人情传统业已

成为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法理基础,是维护中国社会

结构稳定的重要伦理文化力量:一方面,在日常性社

会交往中,人情基于人情关系的规范效力,被具体化

为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源,从物化的金钱、礼品等到

无形的允诺、帮助等都是人情的物质形态,日益成为

了中国社会中人们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自愿拥有或

不得不承担的一种“负担冶,一种痛并快乐着的负

担。 但是,另一方面,人情也可以被理解成社会中人

们在长期性的不对等交换中所建立起来的“被绑

架冶式友谊[15],成为了稳固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秩序

的有机生命力量。 这种人情传统,即便是在风雨飘

摇的革命年代,它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革命战争

时期,毛泽东对形形色色 “自由主义冶 的严肃批

评[16],从另一个面相甚或“反面冶映衬出了中国人

情传统对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秩序的呵护作用。 在一

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对传统人情关系的批判越尖锐,
就越表明人情传统在维护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秩序之

稳定性上的力度和韧性。 从特定时期来看,传统社

会结构及其秩序履行了其应有的时代使命、发挥出

了其应有的作用,让中华文明释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并为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以降这一“三千年未有之

巨变冶 时期, 实现伟大复兴供应着种种智慧和

资源[17]。

四摇 人情传统的负面影响

缘于人情发挥作用的方式(比如“人情—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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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人情冶这一常规模式,以及脸面和“关系冶运

作)对人情功能的不正常影响,人情或人情关系在

一定情况下也会产生负面作用[9]。
(一)私利侵吞公义

人情首先是人之常情,是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感

情,后经由儒家知识分子的智性努力,将人的情感元

素进行伦理化提升,人情遂具有了“礼冶的规范效力,
即情义。 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情源于人之常情,但又

不等于一般的人之常情,并在规范性的意义上高于人

之常情。 另一方面,人情中的“情冶是人的本能,“弗
学而能冶,而人情中的“义冶却需要人的自觉遵守,需
要人具备一定的修养功夫后才能做得到。 然而,一旦

人情成为一种在整个社会中风行的社会“法则冶后,
而人对人情中“义冶的修养功夫又很难到位,这时就

不免会出现这样一种后果: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往往

对人情中的“情冶或“感情冶比较注重和看重,而对人

情中的“义冶则会不自觉地选择性忽视。 也就是说,
当一个社会中人们集体性地对人情中的“情冶特别重

视,而对其中的“义冶不管、不顾、不问时,就不可避免

出现“私利侵吞公义冶的社会现象。 不仅如此,私利

侵吞公义更是催生出各种封闭的熟人圈子、俱乐部

等,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冶。 可以说,缘于人情

中的义对人情关系中的交往主体有一种高要求,如果

没有一定的修养功夫或外在的有效约束,要想完全抑

制人情中情的潜意识作用,杜绝“私利侵吞公义冶念
头,可以说有一定的难度。

(二)人治取代法治

法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法律法规在社会生活中的

权威地位,其核心目标在于规范社会生活中公共权

力的运行。 一般来讲,法治与人情并不矛盾,俗话

说,“法不外乎人情冶。 也就是说,人情被视为一切

社会规范之首,“王道近人情冶、“王道本乎人情冶、
“王法本乎人情冶等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法
治以人情为基础,这一论断中的人情是人情的“情
义冶含义,也就是说,法治所遵循的法律是以人情中

的“情义冶为法理基石的,而不是以人情中的“情冶或
“情感冶为法理基础的。 不仅如此,法治在运行的过

程中力图确立法律法规作为社会行为违法与否的最

高判准,并对人情中人的常情具有明显的规范作用。
“人们在办事处事的时候,往往不是寻理,而是寻求

关系冶 [9],这种情形在法治语境中肯定是行不通的。
“办事只寻求关系冶这种境况所带来的后果会是:整
个社会的规章制度、法律权威完全是由人情或人情

关系支撑起来的[18],规则、理性和制度则完全被架

空。 在人情主导的社会中,一项制度或法律于社会

中权威的确立及其得到社会大众的信赖,原本就比

较困难,而人情关系的盛行,不仅是让社会中的公共

权力受到人们不正常的青睐,形成和固守着一种

“官本位冶思维,而且让法治及其所确立的制度与法

律在社会中的权威难以生根成长。 可以说,尽管人

情与法治并不矛盾,但人情关系中交往主体对权力

的崇拜,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在人情社会中的盛行,使
得人情传统在潜意识中固守着人治模式———以权力

为最高追求目标的情况下,人情难以不对法治的厉

行产生自觉不自觉的排斥式影响。
(三)“外交冶削弱内功

在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没有人能够一一

认识其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人冶这种能力对

于所有人来说是一项适应社会的“基本功冶,非常重

要。 一旦“有事冶的话,在这个处处是竞争、大多数

资源紧缺的时代,“人头熟冶不仅对每个人自己重

要,而且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这或许就是人情

社会中“外交冶的本来含义,即“自我推销冶。 无独有

偶,君不见电视屏幕、电影银幕上常常播出的形形色

色广告。 这些情形表明,“酒香不怕巷子深冶的时代

在一定程度上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好酒冶、人才等

能满足、符合社会需求的“商品冶太多了。 这种优质

商品、智力资源等“井喷冶的时代却并没有出现优质

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结果,而是出现了“肥水不流

外人田冶的资源配置困境。 在人情社会中,以人力

资源为例,不是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最好的位

置上,而是最有关系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最好的岗位

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冶现象。 在人情社会中,
人情关系本身具有了独立的意义,而人情关系中交

往者本身的素质或“内功冶却只具有次要性。 在这

种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的快节奏时代,竞争异常激

烈,社会流动呈现加速度,社会变动异乎寻常,原本

长时间稳定的人情关系受到了严重冲击,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喜欢运用“短、平、快冶式关系来待人接物。
拥有人情关系网的人在人情社会中、在快节奏的时

代,可以“高枕无忧冶,因为他们仅凭靠人情或人情

关系就可以得到其他人虽需付出百般努力却还得不

到的利益。 可以说,缘于人情社会中人情或人情关

系于人们“争权夺利冶过程中的巨大功用,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渐渐遗忘了人情的原本意义,而将原本仅

仅是手段的人情或人情关系视为了人生的目的,轻
视了对自身素质或“内功冶的培养。

五摇 结语

要而论之,对人情的理解,不仅要对人情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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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思想史梳理、对人情进行词汇解释考察,更要将

其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来审视。 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

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
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

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然而,我们也切不

可忽略其负面作用,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

治、“外交冶削弱内功等。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

个有着深厚人情传统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还是要看重人情,
不应该彻底撕开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应

该利用人情和人情传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

解、相互关怀和相互关爱,发扬社会主义的友爱精

神,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但是,在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

矩的关系,决不能以情代法、以情代制、以情代矩,否
则,以实现人民全面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冶理想蓝

图就会遇到重重难题和障碍。 总的来说,要实现国

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如何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情或人

情关系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又有效抑制人情或人

情关系的负面影响,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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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auses of the Favor Tradition and Its Reasonableness and Unreasonableness

HE Pei鄄yu,YAO Xuan鄄min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 41003,China)

Abstract:摇 The favor is of the tangible or intangible resources for people蒺s emotional exchange in the old Chinese culture circle,
and is of the rule followed by the people in the old Chinese culture circle,which is the concep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val鄄
uing acquaintance,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al feelings,being intereste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containing return option. The fa鄄
vor tradi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ay of agricultural life,Confucian culture,feudal rule mode and so on. And the favor tradition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role,for example,to build solid family relations,to cultivate social relations full of tender feelings,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 on. However,the favor tradition also has some negative effects,such as self interest
embezzling righteousness,the rule of law displaced by the rule of man,“diplomacy冶 weakening the strength and so on.

Key words:摇 the favor;摇 guanxi;摇 face;摇 Confucia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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