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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妇孺皆知的《双城记》开篇说：“那是最好的年
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
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
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1]（P3）。英国著名
作家狄更斯的这段话本来旨在表达对资本主义兴
起转型时代“五味杂陈”的复杂感觉，但今天我们似
乎亦可借用来表达对当前社会上职业道德危机的
复杂感情。曾几何时医生是人类天使，而现在医患
间的关系是多不信任乃至紧张；曾几何时人民教师
是青少年的人生道德楷模，但“性侵”女童、教授“丑
闻”等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却“此起彼伏”；曾几何
时慈善奉献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事业，但“郭美美事
件”[ 2 ]“爱心妈妈丑事”等频发让人们对慈善事业打
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等等。这些“个别”“不道德”“不
名誉”事件的出现，当然无法抹杀医生、教师、慈善
等崇高职业的存在意义，当然也无法贬低这些职业
中绝大部分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但是，这些“不道

德”事件的陆续出现及其存在，经由互联网这一现
代媒介传播造成了人们无法视而不见的职业道德
危机。显然，这样一个大的重要课题不可能在一篇
篇幅有限的论文中完成和解决，缘于此，笔者想通
过对雷锋职业道德的伦理基础进行分析的这样一
种个案研究方式来切入该话题。也就是说，雷锋为
什么爱岗敬业而成为了人们公认的职业道德标兵，
其动力因素或伦理基础是什么，通过对这一论题的
探讨，笔者希望对当前社会上职业道德危机的应对
或扭转能够有所裨益。

二、雷锋职业道德精神的价值呈现

在雷锋生活的那个时代，爱岗敬业在很大程度
上讲是一种习惯和道德直觉，主要是潜意识的。用
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雷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
雷锋职业道德，不是轰轰烈烈的或有意而为之，而
是体现在他平凡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具体来讲，
雷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主要体
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论雷锋精神的职业伦理意蕴

李 晖，姚选民

[摘 要] 面对当前社会上的职业道德危机，对雷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其职业道德的社会伦理基础进

行分析不失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基于对雷锋生前所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雷锋全集》的文本分析，雷锋爱岗

敬业讲职业道德或其职业道德的社会伦理基础至少有四大维度：其一，感恩情怀是雷锋职业道德的人情伦

理基础；其二，榜样力量是雷锋职业道德的社会文化伦理基础；其三，责任要求是雷锋职业道德的角色伦理

基础；其四，意义追求是雷锋职业道德的价值伦理基础。缘于雷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其职业道德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代表其所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对雷锋爱岗敬业的职业伦理意蕴进行分析，对于思考和应对当

前社会上的职业道德危机，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关键词] 雷锋精神；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伦理意蕴

[作者简介] 李 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

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伦理学研究 STUDIES IN ETHICS 2019 年第 2 期（总第 100 期）

·67·

DOI:10.15995/j.cnki.llxyj.2019.02.011



具体来讲，其一，是自己的工作，克服困难也要
做好。因为天生个小，雷锋参军后为达到岗位要求，
在军事训练上常常要付出比其他的战友更多的努
力和汗水。关于这一点，雷锋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努
力提高投掷手榴弹本领的事。雷锋在日记中说：“我
起早贪黑地练习，有时晚上借着月光，偷偷地从床
上爬起，拿着手榴弹就练一会”[ 3 ]（P215）。提高投手榴
弹本领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过程，雷锋自
陈有时候自己的胳膊疼得着实非常厉害，但一想到
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受苦受累，他的心胸变得更为宽
广，克服困境的心智和能力得到了提升，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后，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手榴弹
投掷手。在东北三九天里保养车辆，对身体的挑战
可想而知，但雷锋并没有因为天气原因而对自己的
职责工作有所松懈。“双手拿着冰冷的工具，调整和
修理铁的机器，的确冷得很，有时手拿着铁的机件，
就把手和机件粘在一起了。特别是双手伸到汽油里
去清洗机件，更把手冰得好像针扎一样”[ 4 ]（P69）看到
雷锋的这一心理描述，不免让人顿生心临其境的感
觉。在履行自己岗位职责的过程中，雷锋面对困境
没有退缩，是连长“过来人”的交心给了他充分的精
神滋养：“在三九天里保养车是一个艰巨的战斗任
务，过硬的功夫是在冰天雪地里锻炼出来的。”[4]（P69）

最后，雷锋顺利完成了任务，三九天里保养车的经
历不仅锻炼了他坚强的军人意志，而且提高了他过
硬的保养车技术本领。

其二，别人有怨言的工作，总很乐意地去做。晚
上站岗，一些战友不太情愿去干，但雷锋却乐意地
去做。雷锋能够切身体会战友们不愿晚上站岗的心
理纠结：“白天工作学习忙，比较疲劳，晚上睡得甜
蜜蜜的，叫起来站岗，是有一点不是滋味。”[4]（P57）但
是，这种作为人之常情的懒散情绪一下子被雷锋自
己作为军人的责任感或使命感给完全克服了，不但
这种懒散情绪被习惯性地压制住了，而且军人站岗
的岗位职责意义即“站岗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4 ]（P57）的使命感亦充满其全
身，让他觉得站岗是一件很高尚的事，能够积极主
动愉快地去完全这一任务。对于份内工作，一些战
友都存在“拈轻怕重”的情形，更何况在休息时间加
班工作，他们自然会更有怨言，但雷锋不是这样的。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星期日，本来应该休
息。可是因为任务重、工作忙，再加上汽车行驶里程

到了二级技术保养期间，我想：完成任务要紧，保养
好车辆重要，牺牲个人休息嘛，没有什么。因此，我
还是照常工作。”[4]（P92）这段日记表明，在雷锋看来，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一切言行都旨在把自己的
岗位工作做好，即时刻让自己这颗螺丝钉在国家这
台大机器上处于一种有效运行状态，如果有悖这一
职责要求，那么，不仅休息没有意义，而且是失职。
雷锋的这种职责观，不仅确保了他所担负的职责环
节永远处于牢固、“令人放心”的状态，永远不会让
人担心在他的这一环节“掉链子”，而且会心甘情
愿、很乐意地去完成所有他承担的职责工作。

其三，不但乐意做自己的工作，而且习惯创新
方式把工作做到最好。大家都知道，在东北盖房子，
其中和泥的工作是比较难做的事，但是，雷锋却能
通过“创新工作方式”[ 5 ]的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东北盖房子中和泥的工作为什么是最难做的，是因
为“东北的天气比南方冷，下了雪，水还结冰”[6]（P257）。
在这种情况下和泥，不仅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效率
极低、很慢，常常给人以吃力不讨好的感觉。为解决
这个困难，雷锋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惯性，创新了工
作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和泥的时候啊，我想
到为了提高我们和泥的质量，为了和得快，我就脱
下了鞋，跳到泥巴中间去和泥。”在这种创新性工作
思维的指引下，雷锋不仅解决了和泥难的问题，而
且解决了和泥慢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
前，是 6个人和泥还供不上 10个瓦匠的需要，现在
呀我们就 3个人和泥，不但供上了 10个瓦匠的用
泥，而且还有多余时间，帮助瓦匠运砖。”[4]（P257）雷锋
的这种创新型工作方式之所以能够产生、之所以管
用和有效，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即他是以怎么有利开
展工作怎么干为原则，而不是以呵护自己或偷懒为
原则：“我的脚被冻得像针扎一样难受，但是我想
到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的心还是暧呼呼
的。”[ 4 ]（ P257）当别人把自以为烫手的“山芋”扔给他
时，雷锋不但乐意接受，而且还想办法把问题解决
了。有这样一件事，雷锋在日记中写道：“×××同
志是新调来我班的一个好同志。过去受过苦味，现
在革命热情高，工作能吃苦。他来自农村，学习少，
政治觉悟比较低，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时片面……
和同志们比较起来是落后了。”[4]（P55-56）组织上将“落
后同志”分配到自己班，雷锋如果从小团体的利益
上来考虑，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可能会“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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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又是组织上对雷锋所在班的信任和重视。面对其
他战友的“滴咕”和抱怨，雷锋没有利用自己班长的
权威去压制他们的情绪和想法，而是对其他战友们
进行思想引导和疏通，即我们不仅要看到“落后同
志”的“落后”方面，亦要看到其优秀的方面：“我觉
得这个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改正缺点
和错误。”[4]（P55-56）雷锋这种设身处地的工作方式和
工作态度，不仅能够让他直面困境和挑战，而且能
够找到科学的解决办法，在不激化矛盾或问题的情
况下解决问题，不但能够解决问题，做好工作，而且
能够创新工作方式将工作做到最好。

三、雷锋职业道德精神的伦理深蕴

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每项工作都做得很
出色，讲职业道德，这是雷锋精神中的重要内容。然
而，雷锋职业道德的动力因素或社会伦理基础是什
么呢？基于对雷锋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雷锋全集》
的文本分析，雷锋职业道德的社会伦理基础主要呈
现为四个方面，即感恩情怀、榜样力量、责任要求和
意义追求。

1. 感恩：雷锋职业道德的人情伦理基础
阅读雷锋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大家明显能够

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感恩情怀，就是他完全被那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人情伦理所包裹，
更何况，毛主席经由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建立
的新中国所带给他的远不止是“一滴水”。这种深入
骨髓的感恩人情伦理，让雷锋将其所承担的工作与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在雷锋看来，要对得起毛主席和中国共产
党，要对得起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过上的幸福生
活，他必须要做好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所分配给他的
工作。想到旧社会里的苦难生活，他感恩要努力工
作。旧社会里的生活，雷锋真得过得很艰难，在
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雷锋的母亲被凌辱自杀，他
自己上山砍柴被地主砍伤，等等，这些“让人匪夷所
思的”事在雷锋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自
从来了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把我
从火炕中拯救出来”[ 4 ]（P23）。新中国成立后，雷锋过
上了好日子，对比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或截然不同的
世界，雷锋在中国人朴素感恩情怀的指引下，怎么
会不感念党的恩情，怎么会不尽心尽力为社会主义

事业而倾情奉献：“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应
该‘饮水思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都不能不
以革命的名义来对待革命事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
思想红旗，发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优良的
传统，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
多更好的成绩。”[ 4 ]（P23）想到成长经历的幸运，他感
恩，要努力工作。进入新中国后，作为孤儿的雷锋
是在党的关怀下长大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您
把我拯救，把我抚养，把我送进工农子弟的学堂”[
7 ]（ P119-120）。是党将他抚养成人，将他培养成了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难忘的一九五六年最后一天，我
站在团旗下面，举起了右手向团宣誓。我念完了高
小，踏进了望城的县委机关”[ 7 ]（P119-120）。雷锋能够在
新中国顺利成长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他能回报党
和国家的只有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努力工作，“我要
好好工作，听党的话，为祖国发出热和光”[7]（P119-120）。
想到党和国家对他的栽培，他感恩，要努力工作。在
旧社会，对雷锋来说，能吃饱饭就已是一种梦想，但
在新中国，党和国家不但让他成长成人、成才，而且
给了他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我，一个孤苦
的穷孩子，今天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光荣的共
产党员，并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这一切是我做
梦也想不到的。”[4]（P48）新中国这样一种社会或社会
秩序充满了正义和正能量，他怎么会不为党和国家
矢志工作，他怎么会不对共产主义事业倾注满腔热
情：“亲爱的党，我慈祥的母亲，我要永远做您的忠
实儿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
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直至生命。”[4]（P48）可以说，雷锋
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是有一种感
恩情怀的朴素人情伦理基础在。

2. 榜样：雷锋职业道德的文化伦理基础
阅读雷锋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我们会发现，

在雷锋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
个歌颂宣扬英雄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英雄”一般都
代表着履行岗位职责或工作的最高水准，是一种最
高荣誉。作为一个始终怀着感恩情怀的年青人，在
那个时代，感恩毛主席、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社会
主义新中国，他怎么会不向榜样看齐，怎么会不向
“英雄”看齐，又怎么会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
就是在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中，雷锋暗暗立下了“在
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 4 ]（P18）的工作
伦理信念。阅读白求恩同志的事迹时，他决心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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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同志看齐，要将工作做到最好。白求恩同志将
工作职责和事业追求做到了极致，在工作上，他
“对待自己本行业务是那样刻苦地钻研，精益求
精”[ 4 ]（P52），在事业追求上，他“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
出了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 4 ]（P52）。在雷锋看来，白
求恩同志是在无所求的情况下能够将工作和事业
做到极致，他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就更
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努力为党、国家和人民努力
工作，“可是我呢，为党、为人民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对照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和渺小。拿自己的技术
学习来说，还不是那么刻苦钻研的，学得也不够深
透。但是我相信，只要再加一把油，勤学苦练，虚心
学习，是一定能把汽车开好的”[ 4 ]（P52）。甚至于若有
必要，雷锋觉得应当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
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
主义全部献出。”[ 4 ]（P52）了解到向秀丽的事迹，他决
心向向秀丽看齐，要将平凡的工作做到最好。在革
命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有客观条件的成分
在其中，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向秀丽的所作所
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她内在的精神高度所指引的，
就像雷锋写下的：“我决心永远学习向秀丽同志坚
定的阶级立场，敢于斗争的精神；学习她耐心帮助
同志、处处为集体谋利益的精神；学习她对工作极
端负责任；学习她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学习她爱
护国家财产胜过爱护自己生命的精神；学习她在紧
急关头，挺身而出、英勇牺牲的精神”[4]（P71）。在雷锋
看来，作为同时代人，向秀丽能够如此杰出和优秀，
而他深受党恩，怎么能够不以向秀丽为榜样，而为
党和人民事业努力工作和奋斗：“我时时刻刻都要
以她为榜样，经常对照自己和鞭策自己，把自己锻
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4]（P71）系列
榜样的英雄事迹，在雷锋的心目中就是一座座丰
碑，是他在工作生活中要追求和效仿的榜样。雷锋
直言不讳地说，他“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
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
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 4 ]（P58）。之所以要向这
些英模们学习，是因为这些英模们给了他直观的人
生理想目标，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在党的关怀下
成长，在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过程中成才，他
要做一个他想要成为的人，如那些英模榜样，以对
得起他今天的新生活、新生命。由此观之，雷锋爱岗

敬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是有一种榜样力
量的社会文化伦理基础在。

3. 责任：雷锋职业道德的角色伦理基础
阅读雷锋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不难发现，雷

锋的身上有一种现代人难以寻觅的本分人格品性。
在雷锋看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做什么工作，
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就应该尽什么样的角色本分，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也就是说，雷锋有一种朴素的
角色本分观，这种人格品性内在地要求他努力工
作。在雷锋看来，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其使命，他们必
须尽其使命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或存在的合法性。也
就是说，一滴水有一滴水的使命，一线阳光有一线
阳光的使命，一颗粮食有一颗粮食的使命，等等，就
像雷锋写下的：“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
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
生活的岗位上”[4]（P3）。作为一个人，雷锋自己认为也
应当尽自己的使命和本分：“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
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
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
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
者。”[4]（P3）雷锋觉得每种职业、每个岗位都有特定的
美和内在的召唤，这种角色审美观潜在要求他做好
每一份工作。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雷锋有
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或审美观，即劳动最具有意义和
价值的，体现劳动价值的美是真正的美，“什么是时
代的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
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
民那一双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劳动人
民那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脸是最美的；粗犷雄壮的劳
动号子是最美的”[4]（P38）。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劳动
价值观成为了雷锋矢志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的内
在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
灵魂是最美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如果
谁认为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4]（P38）

在雷锋看来，党和国家将自己安排在某个工作岗位
上，自己又是党和国家培养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那么，自己就应该做好自己“手中的事”。雷锋
有自己的人生楷模，但从不认为党和人民所分配或
安排的工作有轻贱贵重之分。在什么山上就应该唱
什么歌，党和国家将自己安排到什么岗位就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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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什么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党和人民的工作。党和
人民的每项工作都有其价值，都不可懈怠。作为军
人，雷锋就认为军人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人民给我
这支枪，我一定要好好保管和爱护。向党和人民保
证，我决心勤学苦练，定要练出真正的硬本领，坚决
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随时准备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4]（P37）。组织上安
排他值日站岗，雷锋就认为站岗是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我在哨所周围来回走动，脑子里一个转又一个
转地想着，汽车、油库、国家的许多财产、全连的安
全，都掌握在卫兵的手里，如果麻痹大意，不提高警
惕，万一敌人破坏，那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的
损失。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4]（P51-52）可以说，雷
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是有一种
责任要求的角色伦理基础的。

4. 意义：雷锋职业道德的价值伦理基础
阅读雷锋遗留下来的言论文字，人们在字里行

间也能够隐约地感知到，雷锋之所以爱岗敬业讲职
业道德，他秉持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起了
重要作用。也就是说，雷锋想要过一种有意义的人
生，当然，由于在他那个时代个人价值要严格服从
于社会价值，他不可能过于强调个人价值。但今天
事后来看，雷锋短暂的一生中也彰显着一种其明显
的意义追求或人生价值追求。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
现，可能主要是缘于雷锋对毛主席的敬仰，以及对
毛主席著作文字的长时间研习，不知不觉间养成了
一种“英雄”情怀或主体性。雷锋缘于对人生意义的
追求人生价值这一价值伦理，爱岗敬业讲职业道
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主动入党，让自己的意义追求具有一种有形的符
号载体。雷锋很早就立志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自从由鞍山转到弓长岭以来，自己就抱定决心：一
定要很好工作、学习，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4 ]（P5）。
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后，雷锋不是将其作为炫耀的资
本，而是深刻地意识到了其肩上责任的重大，“我是
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了全人类的自由、
解放、幸福，哪怕高山、大海、巨川，为了党和人民的
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
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4 ]（P21-22）经由共产党员的身
份，雷锋将他的人生意义追求或人生价值追求融入
进了他平凡的日常工作生活。另一方面，明确阐述

自己的人生观，包括生活观、生死观等。在对人生意
义的追求中，雷锋将自己的岗位职责或工作的意义
升华了。在生活中，雷锋并不觉得工作有贵贱之分，
“世界上最光荣的事———劳动。世界上最体面的
人———劳动者”[ 4 ]（P38）。在平凡的工作中，雷锋看到
了不平凡的意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4 ]（P58）。工作就是人生，雷锋
生前认识到了工作是人生第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
工作伦理或人生哲理，“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
毛，有的却重如泰山。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
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
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
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4 ]（P54）由此观之，雷锋爱岗敬
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是有一种意义追求
的价值伦理基础在。

四、结 语

让我们再回到“引言”部分所关涉之当前社会
上的职业道德危机问题，以上对雷锋爱岗敬业讲职
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的伦理基础分析，我们从中
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知道，雷锋爱
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雷锋职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
能代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基本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对比现时代与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
二者之间的差异，不难发现，缘于改革开放后西方
思想文化的“渗透”[ 8 ]及其从参照地位到判准地位
的潜意识转换，现时代人们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
其职业道德的感恩情怀因素业已消失，榜样力量和
责任要求两种因素正在削弱，意义追求因素方兴未
艾。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扭转当前社会上日益凸显
的职业道德危机，我们首先应当从人们的意义追求
或人生价值观入手努力，激发人们的人格意识，持
续宣扬做有尊严的人的理念和过有意义人生的理
念，同时努力创造能够实现这种“意义追求”[ 9 ]（P4）的
社会基本条件。

其次，在全社会范围大力弘扬朴素的本分人格
品性，同时在制定制度规则时努力实现“让老实人
不吃亏”[ 10 ]成为一种常态的制度建设效果，让人们
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自己的工作而没有后顾之忧。

（下转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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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现有有关榜样宣传的基础上，深度挖
掘现时代的真正榜样，努力避免让榜样流为一种形
式，把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榜样真正托立起来。
或许，所收获的这样一些启示或对策就是我们今天
来认真探讨雷锋爱岗敬业讲职业道德或其职业道
德之伦理基础这一学术话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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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权引起人与数据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数据对
“不同主体”的赋权和祛权引起人与人之间权力关
系的变化。由于权力的此消彼长，原有的社会关系
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被建立，整个社会的关系结
构也因之而改变，这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内
在逻辑的具体体现。第二，数据引起的权力结构改
变既可能导致权力的分散（分权），也可能导致权力
的集中（集权），这取决于矛盾双方的博弈结果。如
果国家、商业机构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则会导致权
力的集中，相反，如果社会、消费者被赋予更多的权
力，则会导致权力的分散。但总体来看，国家和商业
机构作为大数据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和拥有者，其被
赋权的程度要高于社会和消费者的程度。第三，在
大数据对权力结构调整的时代大潮中，不论是国
家、商业机构还是个人，要想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站
在时代的制高点，都需要对大数据有充分的理解，
提高数据意识，培养数据文化，利用大数据来为自
己“赋权”，在未来的新趋势面前做到未雨绸缪，方
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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