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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
这次地震中出现了很多的“第一”，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次涌现了大规模的来自民间的志愿者。
据报道，截至2008年5月19日，报名注册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到106万人，其中已有21万人在为灾
区服务。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冒着余震等方面的危险奔赴灾区，忘我地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形成了与
政府组织、军队力量等方面共同抗震救灾的多条战线。
志愿者们的行动和事迹，不仅感动了国人，而且震动了国际社会。
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引起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极大关注和深刻思考。
有的学者和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标志。
　　关于公民社会，不同的学者可以做出不同的界说。
然而，如果就公民社会的实质方面而言，则表现为，当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
维护，以及能够自觉到自我对他人、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的时候，公民社会便产生了。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对志愿精神与志愿行动的兴趣，是与我的专业研究方向分不开的。
在对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心理变迁的研究中，我一直特别关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心理中
的现代因素何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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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志愿精神具有其久远的文化渊源，志愿行动历经了特定的发展进程。
然而，作为一种当代形态的志愿精神与志愿行动在中圜社会的兴起则需要放在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这
一时空背景下加以探析。
志愿行动与公民社会形成、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社区发展等社会建设诸多重要领域之间都存在
学理和实践层面上的丰富关联。
促进中国社会志愿行动可持续发展尚需做出一些关键性努力，如定位其自身行进取向与构筑其外在支
持系统、基于国情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经验、提升志愿组织运行机制及其结果的规范化水平等
。
    本书的特点在于从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外域、结构与文化、价值与功能等多重维度透视志愿精神与
志愿行动，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志愿行动及其未来演进做出了一种建构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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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志愿精神与志愿行动的兴起　　一、中国志愿精神与志愿行动的兴
起与演进　　志愿精神可以表述为一种具体化或日常化的人文精神。
一般而言，志愿精神的内涵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自愿性或非强制性；二是，非营利目的性或
公益性；三是，亲身实践性或参与性。
　　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成员个人身心完善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志愿精神在
日常生活层面的实际体现形式就是志愿行动。
应该说，志愿精神包括了多重层面的丰富内涵：第一，在文化层面上，志愿精神是一种社会文化，即
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及其规范；第二，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志愿精享申是一种料会心理。
①具体而言，首先，志愿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手一种价值观念；其次，志愿精神也是一种心理
需求和行动意向。
作为社会文化的志愿精神在转化为志愿行动时，需要经过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即志愿行动意愿。
②而志愿行动意愿则会涉及有关的需要、动机、意向等内容；第三，在社会行动层面上，志愿精神的
具体化、有形化、外在化就表现为一种社会行动，即志愿行动。
　　从源起的时间上看，志愿精神、尤其是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意识的志愿精神，是现代化进程所生发
出来的精神层面。
具体而言，志愿精神是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志愿行动则是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讨论志愿精神时，必然会涉及一个关键词，即公民社会。
关于公民社会，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野会做出不同的界说。
　　我们更主张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和分析，尤其是从宏观社会或大社会（包括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等子系统）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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