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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贯穿人的一生 ∀道德社会化是人的社会 

化的重要领域 ∀研究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是为老年 

人提供一种充满伦理芳香的生活方式 � 同时也是为 

每个人的道德社会化提供一些可操作的伦理社会程 

序 ∀ 

一 ! 角色转换的心理调适 

人生是一个角色序列的扮演过程 � 也是一个动 

态的活剧表演过程 � 是不断学习新的社会角色 !掌握 

新的行为方式 � 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过程 ∀ 如果说 

青年踏上社会的首次登台表演揭开了人生序幕 !奏 

响了生命的乐章 � 那么 � 退休后的角色转换则是人生 

最后阶段新角色的又一次彩排 � 是夕阳生活的启幕 ∀ 

退休标志着老年阶段的开始 ∀老年期是心理上的脆 

弱期 ∀由退休产生的角色转换会给老年人带来一系 

列心理不适 � 引起心理震荡 ∀ 对退休期角色转换造 

成的心理失衡进行调适是晚年生活幸福的保证 �是 

老年道德社会化的基础 ∀ 

� �从劳动角色到养老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是公民完成社会职业角色后的光荣退役 � 

是劳动在制度含义上的终止 ∀它标志着劳动角色的 

丧失 � 养老角色的开始 ∀ 从劳动角色到养老角色的 

转换是从生产角色到消费角色 !从创造性角色到享 

受性角色的转换 ∀ 这种转换造成经济收入的跌落 � 

往往使老年人滋生/ 无用感0 ∀ 

老年人如何摆脱/ 无用感0的困扰 � 首先 � 全社 

会尤其是老年人自身应该明确 �养老是一种代际交 

换 ∀现在的劳动角色所从事的社会生产是在老年人 

过去创造的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基础上的继续和发 

展 ∀赡养老人 � 是对他们过去劳动成果和社会奠基 

工作的延期支付 � 也是对其抚养年轻一代的一种偿 

还 ∀这种异代之间的双向财富流转和情感互泽便是 

代际交换 ∀在人类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活动中 �每一 

代人都用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回报先 

代的恩泽 �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财富积累换取下一代 

人的/ 抚养反馈0 �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互依性 ∀ 二是 

力所能及地操持一些家务 ∀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 

辅助 � 它虽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 � 却能间接转化为 

社会劳动 ∀由于家务劳动占用时间较多 �它已成为 

社会就业群体尤其是中青年家庭群体的负担 ∀老年 

人退休后适当承担一些家务劳动 �不仅可以减轻子 

女的负担 � 同时当他们的劳动通过子女们的社会劳 

动转化为社会财富时 � 他们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 因 

此 � 适当的家务劳动可填补老年角色空缺 � 缓解角色 

转换带来的/ 无用感0 ∀ 

� �从职业角色到家庭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使家庭角色替代了职业角色 ∀家庭角色由 

于失去了职业规定而具有非社会性 �属于开放性角 

色 ∀从职业角色到家庭角色的转换意味着社会地位 

的改变 � 是从有所托走向无所托 � 因而它会给老年人 

带来失落感 ∀同时他们常因职业的失去感到无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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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情绪低落 !心理忧郁 ∀ 

正确理解角色退出是消除失落感的第一步 �是 

铺筑角色转换的心理渡桥 ∀扶正闲趣是老年人消除 

失落感的通途 ∀ 退休期是闲暇较多的时期 �由于脱 

下了职业角色外套 !摘下了社会身份面具 � 可以自主 

选择于己有益的生活方式 � 因而可将闲趣立为正事 ∀ 

心理学研究表明 �老年人对闲趣的喜爱犹如少儿的 

贪玩 � 但他们更多地加进了/ 思0的成分 ∀ 耕耘养牧 ! 

读写书画 !对弈赶球 !游泳垂钓 !漫步登山 !集邮收 

藏 � 有心者 !有兴者 �事事皆趣 ∀ 在闲趣中充实自我 

是老年人闲暇生活的最高境界 ∀把家建成闲趣居 � 

以闲趣度闲暇 �老年人就会从闲得无聊走向闲中之 

趣 !品味闲中之兴 � 走出/ 失落园0 ∀ 

� �从集体角色到群体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后老年人从工作集体转入家庭群体 �从集 

体角色转换到群体角色 � 因此 � 人际交往的范围大大 

缩小 � 交往的内容从社会多样性变为家庭单一性 � 老 

年人因此容易滋生孤独感 ∀ 

老年人怎样走出孤独 � 一是编织家庭网 ∀家庭 

网中邻朋相助的温情 !老友聚会的畅叙 !儿孙饶膝的 

天伦之乐 � 无不是老年人排遣孤独的伙伴 ∀ 二是建 

立趣友活动中心 ∀ 学友 !棋友 !邮友 !牌友 !球友 �三 

人一群 !五人一聚 � 自得其乐 ∀ 

二 ! 以生养心 ) ) ) 老年道德 

社会化的我向内场 

道德的自律性决定了主体在进行道德活动时具 

有鲜明的我向性 ∀以生养心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重 

要方式 ∀ / 生0乃生活 �/ 心0指道德精神 ∀ 以生养心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颐养道德精神 �在道德内化中求 

长寿的活动 ∀ 

人生是道德社会化的过程 ∀ 少儿期的道德社会 

化奠定个体道德品性的基础 �青年期的道德社会化 

模塑个体的基本德性 �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是道德 

品性充分发展 !道德个性全面张显的过程 � 老年期的 

道德社会化重在充实业已建成的道德大厦 �并对之 

加以/ 修缮0 � 使之成为道德圣殿 ∀ 

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是人格完善所需 �也是长 

寿要求所使 ∀ 道德是心灵的净化剂 �道德内化是一 

剂神奇的长寿心药 ∀ 真 !善 !美如同清泉 �长久的道 

德细流像山间清溪润心无声 �激发人们求真 !向善 ! 

审美的情感 ∀孔子曰 � / 仁者寿 ∀ 0�5论语 # 雍也6�古 

希腊哲学家西塞罗曾说 � / 一切之中最适合于老年人 

的莫过于艺术和美德的修养 ∀ 0 ≈���� 一个不断追求道 

德完善 !努力达到理想道德境界的人往往胸怀豁达 ∀ 

这既是修身之道 � 也是长寿之方 ∀ 

道德反思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一 ∀老年阶段是 

生命的总结阶段 �是/ 反省的存在阶段0 ≈����� ∀ 道德 

反思不仅包含主体对道德过失的追悔与觉醒 �也包 

括对优秀品德的肯定与发扬 ∀ 5荀子 # 礼论6云 � / 始 

终俱善 � 人道毕矣 ∀ 0善始善终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 

内在要求 ∀ 孔子说 �/ 吾日三省吾身0 �5论语 # 学 

而6� � 认为/ 朝闻道 � 夕死可矣0�5论语 # 里仁6� ∀ 卢 

梭曾说 � / 如果通过自身取得的进步 �学会了怎样在 

结束此身时虽不比投入此生时更好一些 ) ) ) 这是不 

可能的 ) ) ) 但至少更有道德的话 �那我就深以为幸 

了 ∀ 0 ≈����� 如果说少年 !中青年时期主要是道德认识 

的积累时期 �主体完成了从道德感性认识到道德理 

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 那么 � 道德反思则是主体将道 

德理性认识回归道德实践的过程 �这是道德认识与 

实践活动的第二次飞跃 ∀它是主体道德社会化的重 

要环节 � 比第一次道德飞跃意义更为重大 � 因为道德 

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正确的道德理性认识指导人 

们的道德实践 ∀老年人将自身的道德得失昭示给后 

辈 � 既是在提升自身的道德品性 � 也是以丰厚的道德 

资源回馈社会 ∀ 道德过失将给人以警示 �美德则给 

人以启迪 ∀ 

怡养/ 虚0 !/ 淡0的心境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二 ∀ 

5庄子 # 刻意6曰 � / 夫恬淡寂寞 � 虚无无为 � 此天地之 

平 � 而道德之质也 ∀ 0/ 平易恬淡 � 则忧患不能入 � 邪气 

不能袭 � 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 0虚以涵道 !淡以养德正 

是以生养心的妙处 ∀庄子十分赞赏这种/ 虚淡无为0 

的修养之道 � 指出/ 虚无恬淡 � 乃合天德0�5庄子 # 刻 

意6� ∀

/ 虚0是一种宽广的道德胸怀 ∀ / 虚室生白 � 吉祥 

止止0�5庄子 # 人世间6� ∀司马云 � / 室喻心 � 心能空 

虚则纯白独生也0 �5庄子集解 # 卷一6�吉祥善福止 

在凝静之心 �德高志远在于虚心养气 ∀ / 虚0也是一 

种无私的心地 ∀ / 去爱恶之心 �用虚无为本0 �5吕氏 

春秋 # 知度6� ∀ 祛除偏袒私爱之心须以无私为根 

本 ∀ / 虚0又指谦逊的处世态度 ∀ 水能淡性是吾友 � 

竹解虚心是我师 ∀陆九渊说 � / 古之学者 � 本非为人 � 

迁善改过 � 莫不由己 ∀ 善在所当迁 �吾自迁之 �非为 

人而迁也 ∀过在所当改 �吾自改之 �非为人而改也 ∀ 

故其闻过则喜 �知过不讳 �改过不惮 ∀ 0 ≈������ 有过必 

改是谦虚的表现 � 这点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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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0指不热衷于名利 ∀ 老子将/ 名0 !/ 身0 !/ 货0 

进行了比较 �指出 � / 名与身孰亲 � 身与货孰多 � 得 

与亡孰病 � 是故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 0 �5老子 

本义 # 第三十六章6�以德养寿 � 而不以名利累身 � 是 

以生养心的内在要求 ∀ / 淡0者和心而养人 �终生甘 

之而不厌 ∀只有在静养中冥思 !在世俗的名利场中 

抛却纷争 � 才能修恬淡之心 � 并体会/ 淡0之无味却又 

为/ 至味0 ∀ / 淡0还指坦然看待生死 ∀ / 人生天地之 

间 � 若百驹之过隙 �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 �莫不出焉 � 

油然寥然 � 莫不入焉 ∀ 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 �, ,乃 

大归乎 � 0�5庄子 # 知北游6�人生短促倍珍惜 �死为 

大归不足惧 ∀ 德谟克里特从唯物主义原子论出发 � 

认为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 � 是人的最终归宿 � 人们 

应坦然面对之 � 惧怕 !逃避死亡的人实际上是在追逐 

死亡 ∀ / 故心不忧乐 �德之至也 �一而不变 �静之至 

也 ∀无所于杵 � 虚之至也 ∀ 不与物交 �淡之至也 ∀ 

无所于逆 � 粹之至也 ∀ 0 �5庄子 # 刻意6�这就是虚淡 

的道德境界 ∀老年人老年人怡养/ 虚0 !/ 淡0的道德 

心境不仅可以修身 !养性 � 还可美容 !增寿 ∀ 

学习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三 ∀ 从文化的角度 

看 � 社会化是个体不断学习新的文化 !适应新的文化 

环境 � 并不断传播 !发展社会文化的活动 � 是活到老 ! 

学到老 !改造到老的终身学习过程 ∀ 西塞罗告诫人 

们 � / 身体不是唯一该保养的 �心智和心灵更值得多 

加注意 ∀ 0 ≈����� 他以自身经历自豪地说 � / 如果一个人 

追求学习和修养就象获得食物为生一样 � 那么 � 没有 

什么比闲暇的老年更令人快活的了 ∀ 0 ≈����� 

科学研究发现 �坚持学习和身心健康之间有着 

某种特殊的联系 � 因为学习涉及到身体各部位 � 包括 

视觉 !听觉和其它感觉 � 学习的过程和它的辅助运动 

使人生活得更健康 ∀ 美国教育发展研究会对 �� 岁 

和 �� 岁以上返回教室听课的老年人进行了数百次 

采访 � 典型的回答是 � / 对于一个想要生活得更健康 ! 

幸福的老年人来说 � 课堂是最有效的灵丹妙药 ∀ 0 ≈� 

三 ! 养老 !爱老 !敬老的家风与国风 ) ) ) 
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 

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取决于主体对自身内场的 

道德建设 � 也有赖于社会为其创设的道德环境 � 即社 

会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保障与精神支持 �这就是老 

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 ∀它是我向内场得以不断 

充实 !升华的外在条件 ∀ 

老无所养 �老年道德社会化就成为无源之水 ∀ 

养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 5孝经6曰 � / 谨身节用 �以 

养父母 � 此庶人之孝也 ∀ 05礼记 # 王制6载 � / 凡养老 � 

有虞氏以燕礼 � 夏后氏以飨礼 � 周人修而兼用之 ∀ 五 

十养于乡 � 六十养于国 �七十养于学 �达于诸侯 ∀ 0这 

说明夏以前及夏 !商 !周都有养老制度 ∀ 汉唐以后 � 

对于老弱贫病无依靠者 �大都由乡里和宗族所设立 

的义仓 !公产等予以救济 � 由乡耆和族长主持救济事 

务 � 其中就有养老的功能 ∀ 5周礼 # 地官 # 司徒6载 � 

/ 遗人掌帮之委积 � 以待施惠 � 乡里之委积 � 以恤民之 

艰隘 � 门关之委积 �以养老孤 ∀ 0这就是义仓的起源 ∀ 

唐代的/ 福田院0 !宋代的/ 养济院0 !明代的/ 惠民药 

局0 !清代的/ 普济堂0等 �其义务之一就是收养和周 

济老者 ∀ 

建国之初 �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我国逐步形成 

了一套家庭 !集体 !社会三结合的养老模式 ∀ 它把养 

老 !爱老 !敬老与抚幼紧密联系在一起 �构成天伦之 

乐的和谐氛围 �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活服务与其 

精神需求融合为一 � 形成愉快的养老环境 � 使吃 !穿 ! 

住 !医 !娱 !葬等设施小型化 � 减轻了国家集中建设大 

型社会保障设施的负担 �引起一些发达国家的浓厚 

兴趣 ∀但是 � 三结合的养老模式也面临不少困难 �一 

是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多 �退休金已经成为一些企业 

的重负 � 二是现代家庭结构小型化 � 家庭养老的功能 

弱化 ∀这就需要强化社会养老职能 �建立并完善社 

会养老各项配套制度 ∀ ���� 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 ��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 

万 � 占总人口的 � � � � � 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 � 我国已 

进入老年型社会 ≈���� ∀ 现在我国 �� 岁以上老年人 

口已过 � � �� 亿 � 占全国总人口的 �� � ∀到 ���� 年 � 

我国老年人口将上升至总人口的 �� � 以上 �占亚洲 

总人口的 �� � �占世界人口的 �� � ≈������ ∀ 但是目 

前我国真正能够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口比例却较 

低 � 老有所养至今仍是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 在 

这方面 �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 ∀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 

始实行社会养老 ∀ ���� 年 �世界上首部5养老保险 

法6在德国颁布 ∀ �� 世纪初 � 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 

老年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 ∀ ���� 

年 � 英国通过了5养老金法案6 ∀ ���� 年 � 国际劳工组 

织向世界各国提出建议 �希望用国际公约的形式制 

订老年社会保险制度 ∀ 美国于 ���� 年颁布实行社 

会保障法案 ∀此后 �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瑞典等国相 

继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 

虽然使老年人能得到经济独立 � 但也存在明显弊端 � 

一是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 �二是纵容 

了一些子女放弃对父母的赡养责任 �有的老年人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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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到亲情而在孤寂中衰老 !死亡 ∀ 

由此看出 �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制度须以 

爱老 !敬老之风为精神养料 � 而我国应借鉴其较完备 

的社会化养老体制 ∀同时 � 探拓一条/ 养0 !/ 为0结合 

的中国养老模式 ∀ / 养0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 !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 

度 ∀ / 为0即再就业 ∀中西互补 � / 养0 !/ 为0结合的养 

老模式可为老年道德社会化创造较丰厚的物质基 

础 ∀ 

/ 养0是实施的义务性行为 � / 爱0与/ 敬0是付出 

的真诚心意 � 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甘泉 ∀ 爱老 !敬老 

与养老一样 � 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 ∀ 在卜辞中 � 

/ 孝0与 / 老0 相同 �金文亦如此 ∀ / 孝0 字上部分为 
/ 老0 � 下部分为/ 子0 � 意为/ 奉先思孝0�5商书 # 太申 

中6� � 以孝伺老 ∀ 5孝经6云 � /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 

所由生也 ∀ 0/ 孝0首先在于敬 !爱自己的父母 ∀ / 故不 

爱其亲而爱他人者 �谓之悖德 ∀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 

者 � 谓之悖礼 ∀ 0 �5孝经6� / 孝0 还体现在由 / 爱亲0 ! 

/ 敬亲0推至敬爱天下百姓 ∀ 孔子说 � / 爱亲者 �不敢 

恶于人 � 敬亲者 �不敢慢于人 ∀ 爱敬尽于事亲 �而德 

教加于百姓 � 刑于四海 � 盍天子之孝 ∀ 0 �5孝经6�孟子 

提倡/ 老吾老 � 以及人之老0�5孟子 # 梁惠王上6� � 都 

是说由敬爱自己的父母做起 � 推己及人 �逐步做到敬 

爱天下所有的老人 ∀ /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 ∀ 0 

�5论语 # 雍也6�这种由己及人 !由近至远的情感辐 

射法符合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发展的规律 �容 

易被人接受和践履 ∀ / 孝0不是一朝一夕的行为 �而 

应终身为之 ∀ / 身体发肤 � 受之父母 � 不敢毁伤 � 孝之 

始也 ∀立身行道 � 扬名于后世 � 以显父母 � 孝之终也 ∀ 

夫孝 � 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 0 �5孝经6�孝 

亲伺老是终身修德之要目 ∀ 孔子说 � / 今之孝者 �是 

谓能养 � 不敬 �何以别乎 � 0 �5论语 # 为政6�孟子曰 � 

/ 孝之至 � 莫大乎尊亲 ∀ 0 �5孟子 # 万章6�可见 �只有 
/ 养0不够 � 还需/ 爱0与/ 敬0 ∀ 

家庭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地 �家庭文明是社会 

精神文明的窗口 ∀倡导养老 !爱老 !敬老的家风是构 

建和谐代际关系 !醇化家庭文明的起点 � 是培育优良 

国风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 养老 !敬老 !爱老 

的家风与国风将使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散发 

出不尽的温馨与暖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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