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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节约型社会建设一部分的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而伟大的工程。我们

不仅需要从社会经济层面进行构建，更需要从道德层面进行培养和建设，使节约用水成为全社会公

众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行为习惯。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节水型社会建设中道德的功用并对节约用水

进行道德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道德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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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23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

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以来，节约型

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作为

节约型社会建设一部分的节水型社会建设，更是一项

长期而伟大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

情。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社会经济层面进行构建，

更需要从道德层面进行培养和建设，使节约用水成为

全社会公众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行为习惯。

一、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道德功用

“道”和“德”在中国古汉语中最初是分开的。

“道”的涵义是“道路”，后引申为原则、规范、规律、道

理等，但主要还是指人们的行为原则和规范，与现在

的“道德”词义相差无几。而德表示对“道”的认识、践

覆，而后有所得⋯。道德一词既包含着社会的道德原

则，同时也暗含了个人的道德品质，两者缺一不可。

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由社

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以善恶为标准的，是依靠社会

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是调整人与人

之间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

活动的总和心J。

道德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的特殊职能和特有方式

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生活，表现出巨大

的能动作用，道德的社会价值正是通过道德的功能加

以体现的b]。它的功能主要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

辩护功能和调节功能。

(一)认识功能

道德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自然、

对社会、对国家应付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

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

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道德的认识功能主要

是通过意识和道德判断来实现的，共同目标在于提高

道德生活的自觉性。

(二)教育功能

道德通过舆论、习惯特别是良心，教育、培养人们

形成良好的个人道德意识、品质和行为，从而提高人

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道德评价、道德榜样、道

德理想等都是道德教育的方式，它教人懂得什么是

善，什么是恶，并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

等观念Ho。

(三)辩护功能

道德的辩护功能又可称为道德的论证功能。人

们在选择自己的行为过程中总是要思考行为所遵循

的制度和秩序的道德性问题，当一种制度和秩序通过

道德辩护和论证后被认为是善的、是符合道义的，那

么在人们的义务、良心、荣誉等观念中就会获得强有

力的精神支持；反之，被认为是恶的，不仅得不到支

持，而且还会受到谴责和贬斥。道德的辩护为某种制

度和秩序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道德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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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调节磅能 东的习惯性与鸯觉性。

调节功能是道德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它通过评

价、命令、教育、指导、示范、激渤、沟邋等方式褥激实

现；它以“应糍怎样”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

的现状，并力图使“现状”符合“应当”碡3。如果这个

“应当”多少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

能引导和激发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社会整体活动，而

更重要的是从指导社会激动转化为掺导个人行为。

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通过特定的观念、情感、

意志、信念等意识形式{毳；存在，主要靠志心信念的力

景来维持，道德诉诸于人的认识和情感，采取非强制

的手彀来调节行力，通过行为主体的自觉、蠢省、露为

而起作用，更易被人们所接受，弗变成自觉需要哺3；在

人们受本能的驱动而无体止地满足自我需要的过程

中，道德提醒人们把自身朔社会利益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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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功用反映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

基础的反作用，因褥在节水鍪社会建设孛我们更应充

分发挥道德的认识、教育、辩护和调节功用，使其更好

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建设节永型社会作贡献。

二、用水行为的道德性分析

(一)水消费的习惯性分析

道德行为习惯是与一定的道德需要、道德颓向联

系的自动化的行为动作，它是～个人由不经常的道德

行为转化为道德晶质的关键因素。生活中的入们每

时每囊l都会遇到套种问题、挑战和要求，包括道德的

问题、挑战和要求，面对这些要求，我们在多数情况下

意识清楚，攥傲出赫反反却是“不稷愿索”熬，两显是

习惯了的：我们就这样做了，往往只是形成一种习惯

两已，丽没菊考虑这样徽麓理蠢，更没有意识到这样

做的结果n]。面对水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社会公众

还是习惯性地大肆浪费丽没有形成节水的意识，更没

有去遵守道德规范。因此节水对于溉时代的社会公

众来说，仍是一项必须进行的道德教育。需要用科学

方法秘理念树立公众的节水道德意识，培养其节约属

(二)水消费的社会性分析

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节永直接关系到人懿的生

活。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不仪有

翻于入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入与社会关系合

理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道德属于社会规范，通

过善恶评价，运用“应该不应该”的方式调节人的行

为。当个体确认自己应姿道德她生活对，就会根据一

定的道德原则，把行为分为善的和恶的、正义的和非

歪义的，逶过善恶评徐调节宣己的行淹、推凌自己鲢

行为从现有向应有转化，在改造客观馓界的同时改造

主观畿界，实现自已对客观邀界鲍精棒占有疆‘。莲是

在这种把握世界的过程中，个体才得以确定自己的行

动同被会的价值体系之蠲的联系，并南此确立了自己

在世界中的地位、融己对社会的态度、自己活动的意

义、自已的责任等等。

(曼)水涟费的现实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摄然在节水方面作了大爨的工作，

取褥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予满怒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

求量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当前水资源的浪费所造

成的水资源疆乏，汪壹接影响了人类磊前纛未来的剽

益。然而，人类道德的触角从来伸及自然与环境的领

域，自然一直作为被稍瘸、被改造、被攥取的对象谳存

在。人们始终存在着这样的观念：改造自然是天经地

义的；利用环境是无可厚菲的转j。予是，人类与臼然

赖以生存的环境对立起来，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是

道德再也不能无视人与环境的关系，道德关怀应当眷

颞自然环境，因为保护环境、节约恩水最终关系裂人

类切身的利益。

三、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道德培养策略

(一)增强公众的节水道德意识

节水不但是公众自身素质的体现，也怒其道德修

养的外在写照，“勤以立志，俭霹养德”是做人之美德，

要使公众形成良好的节水道德意识，最重要的是弓I导

公众巍觉热强节承意识麓道德培养。建设节承型享±

会必须在全社会宣传节水意识，使广大公众深刻认识

资源浪费的危害，懂得节约的必要性和紧追性，树立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只有当每个公众

都树立起节约意识，节约才能成为社会道德和标准，

变成每一个公众的自觉行动。

人类应达到新的道德境界，自觉承担起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的重任，应当运用其优于万物的理想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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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使其不仅有利于个体的生存，而且有利于生态系

统的稳定和其它生命的繁荣。人类应当具有完美的

道德境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成为地球的保护者

和生态系统的协调者，以推动和促进自然界的和谐统

一、普遍繁荣，从而达到最高程度的自我实现¨引。

(二)建设良好的节水宣传舆论氛围

任何个体都处于一定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思维方

式、行为习惯、道德操守都要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

响；同时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生活的“小”环境，小环境

的影响也同样不能忽视。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

由社会舆论力量和人们内心信念系统所支持的，是学

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及个体合力作用的结果。学校、

家庭都是社会的有机构成体系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三

个方面吸取各种有益的道德资源，在全社会形成一种

良好的节水“大气候”，从而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大环境，使小环境与大环境相互影响、协同

作用，建设良好的节水舆论氛围。

学校应主动成为进行节水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应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养学生节水的道德意识和习惯，

为建设节水型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领导和教

师要率先垂范，厉行节约；同时，还要充分运用学校德

育的各种优势资源条件，使节水的宣传渗透到课堂、

食堂、寝室等校园的各个角落，使浪费水资源的行为

在校园内处处受到警示；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德育活动，宣传表扬师生中勤俭节约的先进事

迹，批评揭露多种不良消费和浪费资源的现象，积极

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浓厚的校园节水

舆论宣传氛围。

家庭是社会成员的第一所学校，改善家庭德育环

境，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使家长成为子女的表率，对

提高子女的道德水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应从

小对其子女进行正确的引导，随时矫正他们的不良行

为和生活习惯；同时，还应对其进行趋向行为训练，并

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给他们树立榜样，培养其良好

习惯、优秀道德和健康的人格。另一方面，家长的道

德品行、生活方式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下一代，并

给其身心发展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人说，父母的言行

是一本不成文的教科书，“上梁不正下梁歪”，父母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像教师一样“为人师表”，

成为其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前进动力和道德表率。

社会是个体生活、成长的大课堂。应该利用多种

渠道，各类宣传工具，开展普及性和社会化宣传活动，

在节约尚未成为公众自觉行动之前，应该通过各级政

府、各类社团，利用一切舆论工具进行大规模、大范

围、大众化的节约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利用各种国际

环保纪念日，运动式与普及化并举，展开广泛的群众

性节约活动，建立良好的社会节约氛围。

重视良好氛围对人道德的影响作用，倡导选择良

好的环境培育个体的道德，这是我国道德教育的特

点。墨子有一次见染丝而颇有感慨：“染于苍则苍，染

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

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在墨子看来，首先，人性不是先

天所成，生来的人性不过如同待染的素丝；其次，下什

么色的染缸，就成什么样颜色的丝，亦即有什么样的

环境氛围就能造就怎么样的人。而苟子则说“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

游必就土，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有怎么样的环境

氛围，就有什么样的风俗，也就有什么样的习性和道

德。所以，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不仅需要一套能够反映

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更需要营造一个

良好的节约道德氛围，为社会各个方面做保障。

(三)利用道德的导向增强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历史时

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文化思潮对缺少鉴

别力和批判力的社会个体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容易做

出违背道德的事情。有的社会成员在生活中连最起

码的道德要求都做不到。在日常生活中，浪费水的现

象也比比皆是，如洗漱不关水龙头的、水龙头不拧紧

的、有人无人洗浴时的“长流水”现象屡见不鲜；有人

甚至开着水龙头“冰镇”瓜果，或用水冲衣服、鞋等以

代替洗衣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行为，都造成对水

资源的极大浪费，所有这些做法在我们周围都是十分

常见的，其对水资源的浪费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常生活中的节水道德是蕴涵性的，对生活着的

人们起着暗示作用，而公众对节水道德的学习一个很

重要的方面是通过接受暗示来完成的。接受暗示的

一个根本特点在于接受某种影响而不自知，或者说是

“受影响于浑然不觉之中”，这就需要利用道德的导向

作用来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川。生活中的道德影响

无时无处不在，这就需要利用正确的道德舆论导向来

约束自己以及他人。

(四)从细微处着手进行节水习惯培养

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既关系全民的利益，又要依

靠全民的力量，倡导在消费中厉行节约，推行节约型

消费方式与全社会每个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

样促使人人从做好身边的事情中树立起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意识，通过这个切人点，以点带面，提高全

民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道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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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优先把自己的视角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人

类的一些基本社会行为进行培养。

文明习惯的养成、道德修养的提高，必须从日常

生活细节人手。每个社会成员有必要重新体味“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古训的启示，及时运用

表扬与批评、肯定与否定等集体舆论手段，让每个个

体真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逐渐养

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节水不应该只挂在口头上，

还要有实际行动。要培养公众的节水道德意识，应从

“小”人手，即要从小时候抓起，注重渐进性；要从小事

情抓起，注意分化小目标，以点带面注重层次性。如

果每个个体或绝大多数个体都能时时处处用社会的

一些基本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那么整个

社会的道德水准将会上一个台阶，建设节水型社会也

将指日可待。

道德不可能制约到每个人，它的内容也不可能符

合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但可以确信：坚守节水道德

准则，能使社会成员尽可能生活得平和、幸福、充满创

造性和富有意义。

总之，道德能够丰富、充实人的内心世界，使人性

更趋完善，使人格更趋高尚，使人生变得更美好。而

节水道德意识的确立和节水道德素质的培养更能够

帮助每个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调节人我关

系、珍惜自然资源，激励每个个体不断向上，使其潜能

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从而尽可能地自由、全面、和谐

的发展，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张扬．法哲学原理[M]．范企泰，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82．

[2]周中之，高惠珠．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郭建新，杨文兵．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经济管理出

版社．1994．

[4]大卫·休谟。人性论[M】．关文远，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3．

[5]罗国杰，李萍．伦理学基础[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04．

[6]许欧泳．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

[7】郭建新，杨文兵．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经济管理出

版社．19919．

[8]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5．

[9】周中之．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墨子·所染[M]

[11]荀子·劝学[M]

DiscuSsion蚴Mo嘲T同Iling of Wate卜S撕ng Sode留BlliⅫng

UU Ji锄一lin WANG Hui—fen UU YaIl—y粕

(Xi’aI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Il 710048 China)

Abs蛔ct As a saving social constmetion pan，tlle building of a wate卜姐ving society is a long—te瑚aIld great

worl【s．We need not oIlly a socio—econoIIlic levels，but also more training aIld building f而m tlleⅡloral dimension so mat

saving water诚U become a society一稍de guidelines锄d et}Iical conduction of public life habits．％us，b鹊ed on aIlalyzing

tlle function in water—s捌ng society constmction，me moml嘶ning s协te西es for water—saving society constmction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wate卜saving society； mo斌； trajning

(编辑薛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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