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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道德信仰的负效应在道德信仰对象、道德信仰主体和道德信仰

活动中的主要表现,探讨了相应的克服对策,主要是在对道德的信仰中保持开放态度,

在相信和怀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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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信仰在人生中、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但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有度

的规定性,超出这个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道德信仰来说,如果超出了信仰

的度,走向狂热、迷信和盲从,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人们对道德信仰的正效应比较

强调,但对其负效应却认识不够。因此,为了全面了解道德信仰的功能,为了正确发挥

道德信仰的作用,有必要对道德信仰的负面效应的表现及其克服加以说明。 

一、道德信仰负效应的主要表现 

1. 从道德信仰的对象看,主要表现在: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会有不同的道德信仰对象,这些对象本身中有的可能

就不合理、不具有真正的道德性,对这些道德的信仰也会产生负面效应。“不同的理

想、信念、信仰其作用是不同的。革命的、进步的、有益的理想、信念、信仰,有积

极的精神支柱作用,能鼓舞人们前进。而错误的、有害的理想、信念、信仰,有严重



的腐蚀作用,会毒害人们的灵魂,危害人们的健康,腐蚀、瓦解人们的意志,甚至会危

害社会安定,给社会造成灾难。”[1]人们信仰的道德有可能本身就不合理、不符合

人性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那么,人们对这种道德越信奉、越强化,就越不利于人性

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如中国古代道德信仰中的“三纲”,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不平

等的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严重倾斜,体现着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道德信仰对象被

人们长期信奉的结果是严重地阻碍民主制度的产生,导致了“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

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以及一大批愚忠、愚孝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德闹

剧和悲剧。人们一旦对某种道德价值体系笃信不疑,就可能使其封闭而排他,就可能

使其僵化而拒斥权衡和变通。从信仰主体的思维模式看,“主体思维一经形成僵化模

式,立刻就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灵活性、可塑性和勃勃生机,以一种强有力的惯性沿着

既定的轨道进行下去,直至完全陷入死胡同还在高傲地自命不凡。”[2](Ｐ231) 

2. 从道德信仰的主观方面看,主要表现在: 

对某一道德价值体系的信仰情感和意志的过分膨胀,有可能导致道德狂热、迷信和盲

从,从而使道德目的化、绝对化、教条化、至上化和神圣化。洛克曾说:“所谓狂热

就是要排弃理性。”[3](Ｐ689)狂热是一种非理性的激情,是一种病态的、失去理智

的激情。狂热一旦目标或方向错误,就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狂热比无知还可怕,

狂热加上无知更可怕。针对基督教信仰的狂热及其后果,罗素曾说:“历史上无论什

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

糕。在所谓宗教信仰的时代里,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

宗教裁判所和与之俱来的严刑,于是也便有数以万计的不幸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

[4](Ｐ24)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信奉某种道德,就直接根据这种道德的规范

或要求评价人的行为是否道德,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些道德规范本身是否合理、是否

符合道德的终极目的。 

3. 从道德信仰的实践活动看,主要表现在: 

一旦道德信仰作为一个精神系统不再是一个灵活的、开放的系统,它就会导致人们的

思想僵化、情感狂热、意志膨胀,在行为上就表现为不加理性判断的盲从。这种行为

既有高度的自觉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正如我国学者郑寒芳所指出的:“这一盲目

性主要表现为对社会道德环境和人的本体价值的漠视,仅以已有的所谓道德良心去履

行义务。历史上的‘愚忠’、‘愚孝’、‘贞节烈女’便是这种盲目性的范例。这

样,信仰程度越高,道德自觉程度越深,反而距离道德终极目的和本体价值越远。”

[5]青年学者任建东也曾谈到:“由于道德被圣化,缺乏批判性、超越性,只能亦步亦

趋地盲目遵从道德律令。这样,信仰的程度愈深,道德自觉的程度愈高,反而距道德目

的愈远。”[6] 

二、道德信仰功能负面效应的克服 

在实践中克服道德信仰的负面效应,应注意几个方面: 

1. 在对道德的信仰中保持开放态度 

道德信仰作为一种价值观系统,必须保持对外开放,才能维持其存在并保持生机活力,

处在活的有序中。如果它不能保持开放的态势,如果它以封闭求稳定,那么,它就只能

是一种死的有序,就会逐渐丧失生机而走向衰竭。而信仰的特点恰恰是一种稳定的结

构,道德信仰作为对各种道德主客观因素的整合,是一个有序的系统,这是道德信仰具

有各种正面功能(提高道德境界、塑造道德人格、推动道德行为、维护道德秩序)的

原因,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道德信仰系统如果不保持开放态度,不能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自我完善更新,就会陷入保守、停滞、滞后;如果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就会远

离道德初衷而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在道德信仰中应保持开放性心态和与时俱进的态

度。对某种道德价值体系信仰的同时,对其他道德价值体系和其他不同的道德信仰应

该保持宽容态度,对不同于自己的道德信仰价值标准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应保持宽

容、理解、感化的态度和方法。时代正朝着自由、民主、开放、价值多元化方向发

展,不应该允许类似悲剧重演。在道德信仰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种全方位的开放意

识和态度。“道德信仰的开放性态势应是全方位的开放。首先是对自身的开放。一

方面应认识到自身必然存在不足,允许和欢迎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和建议。另一方

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应不断地吸收各种合理因素,完善自身。如果固步自封,使自身

脱离社会生活,必然变得落后与反动。其次是对异己道德体系的开放。”[6]不能仅

仅把异己力量的存在当作一种威胁,也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动力和资源。 

2. 在相信和怀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张力”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构成一个完整事物之间的、由于双方的对逆

互拉所造成的、离开‘介质’之趋向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状态。……理解张力的关键,

不在于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静态的互补结构,而在于把它理解成一种由于结构互补而

可以创新或能动地掌握它的作用对象的功能原则。”[7](Ｐ284)信仰和怀疑就是人

类精神社会中一对张力对子,“只有怀疑没有信仰,人的精神意识会成为一种盲动的

不可琢磨的意识流;而只有信仰没有怀疑,人的精神意识又会成为一种不起波澜的池

水。适度的张力,就是在信仰的基础上怀疑,在怀疑的基础上信仰。”[7](Ｐ285)只

有经得起怀疑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只有在一定信仰基础上的怀疑才是真正的怀

疑,才不至于滑进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泥潭。我们应具有批判精神,要信仰而不要

信仰主义;要怀疑而不要怀疑主义。道德信仰作为对道德理想目标的追求,在其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信和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始终保持一种反省、批判和超越

的态度。这样道德信仰才不会走向封闭,不会走向僵化、教条化乃至异化。 

3. 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道德信仰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Ｐ18)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

的现实物质活动,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桥梁,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以及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中介力量和活动,具有检验意识正确与否和价值如

何的最终尺度。作为来自社会生活又指导社会生活的道德及其信仰具有极强的实践

性,它是人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道德信仰就是道德主体

实现其对象化的过程,即通过道德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把自己的需要、意志、能力、

理想外化为现实对象的过程。同时,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活动又检验人们的道德信仰,

正像实践检验真理一样。人们的道德信仰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校正自身,以

实现自身的不断完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

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Ｐ16)道德本身是否具有合理

性,不能由道德自己来决定,最终要有道德所追求和所达到的目的来决定。如果这种

道德本身就不合理或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丧失了其合理性,人们就应该调整自己的

这种道德信仰,而不能只谈“应该”不问“为什么应该?”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在现实

的道德生活中,经常回到真正的道德的最终价值基础上进行反思,根据道德实践的效

果对道德本身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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