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最终实现社会个体
一

与社会整体的高度统一提供必要的观念基础
。

青年对手段的价值的新理

解只能说明这种基础远远没有建成
。

换句话说
,

青年与社会的冲突还会延续下 大
,

那部分崇

尚个人至上的青年的行为还会对整个社会价值新体系的确立发生消极的影响
。

要指出的另一点是
,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整合的 (逻辑上一致 ) 青年 文 化
,

这

样
,

青年还不能通过 自身的整体力量来调整与社会的关系
,

缓和各种冲突
。

青年社会异质性

的增强使得青年文化赖以确立的主体迟迟没有出现
。

由于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相 对 鲜 明
一

些
,

青年学生被认为有希望充当这一主体
。

但是
,

校园的观念
、

价值标准
、

行为模式并没 有

出现向其他青年扩散的趋势
。

近几年
,

青年学生的许多观念和做法都是其自身矛盾的产物
,

传出校园以后
,

大有滑天下之大稽的情势
,

根本没有吸引其他青年的诱力
; 相反

,

青年学
`
仁

倒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校园之外的其他青年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

如消遣方式
、

服 饰 消 费 行

为
、

颓废现象等等
。

流行于各类青年中间的怀疑
、

迷茫
、

失落以及青年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

面临的许多共 同烦恼
,

吏多地属于情感层次
,

不足以构成实现文化整合的内核
:

共同的文化

目标或共同的价值准则
。

这样
,

各类青年基本上以各自的方式对社会变革做出反应
,

某类青年的现实行为往往得

不到其他同龄人的认可或赞同 , 反过来说
,

社会也没有真正把青年作为一个独立 的 社 会 集

团
,

并不把他们的利益当作一种独立的利益
。

所以
,

青年与社会的冲突流于
“ 自然 ” 状态

,

其结局也不是哪一方能预料或主宰的
。

这向我们表明
,

考察青年与社会的冲突的意义时
,

不

能一概视之为于社会变革有害无利的现象
。

青年文化 目标的失落显示出社会价值体系的陈旧
;

由此而起的种种冲突
,

或许能成为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确立的先声
。

同时
,

这种冲突引起的混

乱需要社会付出相当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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