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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作者：韦政通 阅读：212 次 时间：2007-1-31 来源：新华文摘

     伦理不是只靠讲说或关在书斋里讨论所能济事的。伦理学说需要直接面对社会，在实

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思考道德问题的时候，要走出死胡同，不要

总是围绕着传统的命题思考，因为那样做，是很难真正碰到现实问题的。我举一个例

子。《管子》里面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意

思是，大家的生活好了，就知道荣辱了。一个社会如果太贫穷，最想要的就是富有；富

有了以后，就想象道德水平一定会慢慢提升起来。事实真的这样吗？根据相关统计，现

在中国有两三亿人生活过得不错，照理说衣食足了，应该知道荣辱了，但为什么现在还

在提倡荣辱观呢？现在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衣食足了以后，道德却江河日下。问题出

在哪里呢？我们不能根据传统的道德伦理思考问题，因为现在道德的命题和道德的性质

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再举几个例子，略作说明。 
  第一种情况，“价值观的混乱”。旧的价值观我们没有完全丢掉，新的价值观也不

是完全没有，新旧纠缠不清，成了一种混乱。比如，年轻学生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

新观念，但是要知道自由是有责任的。如果你主张自由恋爱的话，你就不应该向父母要

得太多，因为父母不替你做主。以前父母做主，父母要负的是一辈子的责任。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父母要负担一辈子的代价。现在恋爱自由了，自由恋爱，父母是没有责

任的，既然无责任也便没有了相应的义务。你不应该向父母要求什么。可是现在年轻人

新的也要，旧的也要：新的要自由恋爱，旧的还要向父母要钱。这就是新旧混杂，价值

观的混乱。 
  第二种情况，“道德的无政府状态”。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只是在内

地，在台湾也是一样。什么叫“道德无政府状态”？概而言之，就是根本不知道“是非

对错为何物”。根本没有是非对错，这就是道德的无政府状态。这方面的具体的例子是

举不完的。我们现在的道德问题非常复杂，以前可能根本想不到。 
  第三种情况，“道德的冷漠”。道德冷漠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本不把人当人看。在

文明社会中，如果听到马路上有车祸，人们内心会非常痛苦。现在则不然，如果发生重

大灾难，大家就在看戏，大家冷漠。冷漠不是现代人才有的病，但是应该说冷漠在现代

是更普遍了。古代人也有冷漠，但古代人对陌生人冷漠，对家族范围内的人不会冷漠，

非常热情，乐于助人。众所周知，道德的表现就是热情，乐于助人。但是，在现在的社

会中，你要随便乐于助人，随便热心，会自己倒霉。现在的孩子去上学，母亲常常会告

诫他在马路上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因为现在到处都有骗子。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关

心、互助应该是基本的社会道德，但现在这种道德的网被撕掉了，所以人的冷漠也是有

原因的。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自然不止这些，但这些都是主要的表现。面对这样的情

况，伦理和伦理的教育应当怎么办？我想谈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点， 伦理道德的教育，要能激发人的内在的爱的潜能。过去的传统道德是给人

一种约束。这自然是伦理的社会功用之一，但是伦理的基本价值其实不在这个地方。伦

理的基本价值主要在于激发人的爱的能力。真正有价值的伦理道德教育，其最重要的任

务正是激发人的爱的能力。这个社会如果让爱一直慢慢丢失掉，变成人吃人的社会，那

么生活于其中的人活得还有什么意义？且不说团体、社会，现在的不少家庭因为无爱而

闹离婚，爱的能力逐渐在丧失。所以，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就是要能够激发人爱的能

力。 
  第二点， 学会容忍差异。我们应该学会容忍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一点不容易，因为



中国地方太大，不要说跟外国了，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以后要学

会容忍这种差异，要尊重差异。这是多元化社会应该培养的一种心态。 
  第三点， 发挥典范的作用。道德永远要靠实际的典范以身作则，如果没有人的行为

来印证，道德就只是教条，就不会有力量。所以，有典范，道德才能够有效，这是从孔

子开始就非常强调的。是榜样而不是伦理的教条能真正感动人，这是万古常新的道理。

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典范，所以道德的教育就没有力量，缺乏说服力。 
  第四点， 要努力发挥青年的潜能。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让年轻人有机会发挥自己

的潜能。因为在一个能够发挥潜能的社会中，人都有努力的方向，都有表现的机会，都

有必要的事情去做，人的压抑就少，犯罪也因此会大大减少。所以，好的社会一定要让

年轻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发展潜能的人是不容易犯过的。这既是把握社会道德水

平的一个重要尺度，同时也是挽救道德所应努力的方向。 
  第五点， 要努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道德一定来自健全的人格，这个命题非常

容易了解。那么，培养健全的人格靠什么？要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现在尽管学

校里开设了很多德育课，但缺乏实效。智育也不健全。我们重视体育是明星式的，是在

运动场上竞争用的，并没有唤起对全民体育的重视。“群”则是群育，而中国人最缺少

过团体生活的愿望和能力。要“德智体群”四育并重，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 
  第六点， 强调最底线的要求。当前问题很多，很多要求做不到，但是有一个最低的

要求应当能做到，那就是希望中国人的公德心多一点，守法的精神好一点。如此最低的

要求，其实并不容易做到。现在中国人常常讲文明，要求文明说明缺少文明，缺少文明

就是缺少做人的起码条件。看看人们是怎么过马路、怎么开车、怎么随地丢废弃物的？

希望我们至少能在最起码的文明条件方面改善一下。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针对人生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伦理策略。我在《伦理思想

的突破》一书中曾专设一章讨论人生不同阶段的伦理问题。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从来没有

人谈过“人生阶段与伦理”的问题。西方人的社会学、心理学中，我也没有看到类似的

研究。我自己开发了这个题目，有儿童的伦理、青少年的伦理、中年的伦理、老年的伦

理，不同阶段的伦理要求是不一样的。现代的老年跟过去不一样，也应学习新的伦理观

念，不同阶段的伦理对彼此间的要求都在改变。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来思考一下这个

问题。 
  新加坡是亚洲一个很了不起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恐怕比深圳还要小，治理得却非常

好。新加坡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华人，同样是华人为主，为什么新加坡能够把国家治理得

那么守法？那么有公德心？他们有两个明显的要件：第一个是重罚，罚得非常严，而且

绝对执行；第二个是政府的公益事业做得非常多，使老百姓没有话讲，所以新加坡的执

政党一直能当政，而且还能够传儿子，没有人讲话。因此，一个政府在要求人民守法的

时候，首先应该使人民感受到必要的公益，这样他们才感觉满意。当人民感觉到守法不

是惩罚我，而是对我有好处的时候，守法的可行性才大大增加。 
  还有，就是要加强道德的自我批评能力。我们之所以缺少宽容、缺少开放的心灵，

都跟我们缺少自我批评的能力有关。在中国，培养这种能力的传统资源丰富得很。不管

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对自我批判的要求都非常严。说到自我批判，我想起苏格拉底

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经由一种批判性的自省，这种生命是不值得活

的。”孔子的大弟子曾子也说要“吾日三省吾身”。省思的能力非常重要，一个人要能

改过、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就是靠自省能力。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人，一定会犯过比较

少；一个缺少自省能力、缺少自我批判的人，会形成一种很坏的习惯，常常会把错误推

到别人身上。所以，民主的性格和传统的关系复杂而密切：传统中既有与民主生活难以

相容的，也有民主社会所必不可缺的有效资源。自我批判的能力，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

项。这种培养自我批判能力的思想资源，在东方的社会中非常丰富。现代人越来越缺乏

这种能力，因为要自省就要培养独处的能力。现代人最怕寂寞，整天往马路上挤，或者

时时刻刻都要有一种东西来消磨自己的时间，受不了一个人独处。美国一位社会学家写

过一本书叫《寂寞的大都会》。现代社会到处都是人，但每个人活得都很寂寞。寂寞感

强，就是不能独处。要培养自我批评的能力，就必须要学会独处，但独处不是胡思乱

想，而是要自我省察。所以，现在心理学家鼓励人要少犯错、过比较正常的生活，就要

学习独处，学会自省。 
  总之，我们既要用现代化来批判传统，也要用传统来批判现代化。传统和现代化要



 

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才能比较好的互相利用，为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更和

谐优美的生活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大学（台北）】 
  （摘自《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来源：新华文摘 http://www.xinhuawz.com/zw.asp?title_id=5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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