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东屏：道德是善的为人处事方式
——新说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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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如何揭示和界定道德的本质，是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道德是文化形态之一，

只要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

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道德作为指令性文

化中的非正式规范，从属于广义习俗，是由原

始习俗演化而来。原始习俗形成于原始人为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经验总结。道

德虽源于习俗，但也存在差异，品质规范的出

现乃是道德脱离习俗而独立的显著标志。所有

文化之物所满足的都是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只有道德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来为人的生

存发展需求服务。而其特定价值指向，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因此，道德就是在一定社

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

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关键词：道德、起源、本质、文化、需求、为人处事。

   

   道德是伦理学的基本对象，伦理学的研究理应从追问道德的本质开始。道德的本质是伦理学

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会导致对道德的不同理解，而且会形成不同的伦理

学理论体系。然而迄今为止，如何揭示和界定道德的本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揭示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探究它的起源，二是探究它在同类事物中的

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即只此物有而他物没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正是此物的本质所在。各种事物

的特殊性，都是在其诞生时就具备的。或者反过来说也行，正是其特殊性的具备，才使该物得以

正式诞生，成为该物。如有机物之所以为有机物，就是因为它含有碳元素；生物之所以为生物，

就是因为它有了新陈代谢的能力。这就表明，事物的起源和本质其实是互为前提的，二者之间存

在密切的互释性：一方面搞清事物的本质就可以知道事物的起源；另一方面探究事物的起源即事

物诞生的秘密，也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是故杜勒鲁齐说：“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

解事物”。[1]

   

   关于道德的起源，古往今来有神意论、天生论、动物本能论和本性引生论等不同解释。由于

这些解释都存在缺乏历史依据的缺陷，苏联和我国的伦理学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先后给

出了“社会关系决定论”的解释，认为道德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起源于原始人对社会

关系的调节，这些社会关系是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最初表现为世代相袭的习俗，并与审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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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等其它意识混在一起。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增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在原始社会由

血缘公社时期进入氏族公社时期之后，道德才从一般社会意识中独立出来。[2]

   

   “社会关系决定论”的解释虽然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但因过于粗犷，也存在明显的问

题。首先是它没有说明道德最初为何会表现为习俗；其次它也没有交待习俗是如何产生的，因为

习俗显然不仅仅是对社会关系的调节；最后是它没有具体阐明道德究竟是怎么从习俗中独立出来

的，而这才是道德诞生的关键。

   

   1、道德的文化属性

   

   既然各种已有的解释均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又该如何获取道德的真相？

   

   其实不难。如果我们承认道德隶属于文化，也是文化形态之一，并有区别于其它文化形态的

特点，那么，只要我们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

起源与本质。

   

   文化按照最为广义的理解，可定义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3]这就是说，文化不是自然直接赋

予人类的东西，而是人创造的东西。换言之，凡是留有人的创造印记的东西，就是文化的体现或

文化之物。譬如原始人用过的石斧，尽管表面看与普通石头差不多，但就因其上面留下了人工打

磨的痕迹，便成为文物。创造是人的一种有意识、有想象、有目的的活动，这个特点表明，那些

由人于不经意间留在世界上的东西，如脚印、手印、划痕、废弃物之类，尽管似乎也是非自然之

物，但并非文化。生产作为重复发生的创造或创造的批量化重复，其产品自然也属文化之物。康

德亦将文化的解释落脚于创造，认为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

[4]从创造的维度定义文化，也符合文化的辞源意义。中国的“文化”一词，源自早期经典《易传》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由于“文”的本义是“纹理”，“化”的本义是“变化”，此句意为天下由

人力文饰自然而成。西语“文化”源自拉丁文Culur，原意指人们对土地的耕耘、加工、改良。这一

涵义，同样象征性地凸现出文化是用人力文饰自然之意。马克思虽未直接界说文化，但他关于“人

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对象化就是对自然的改造，“社会就是自然的人

化”，“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等观点，[5]实际上等于是把文化

看成了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文化作为人创造的果实，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有很多种类，如食品、用具、组织、社会、

规则、语言、知识、科学、艺术、神话、信仰等等，并且也包括人进行创造的方式方法，如技

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它们分别是被人用不同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人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

形态不一的文化，是因为人是惟一具有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想象力或“自由自觉活动”能力的主体

性存在，而其他存在物则都不是这样的主体，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然而，人为何会去耗神费力、不厌其烦地创造那么多形态不一的文化之物？归根结底是为了

满足人自身的需求。如果人像石头一样没有任何需求，也就不会有任何创造。需求既包括先天本

能的“需要”，也包括后天生发的“想要”，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因而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也多种多

样，于是世上各种形态不一的文化成果，也就分别指向人的不同需求。正因人的需求构成了人创

造的动机，所以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人类创造物或文化成果竟然与人的需求无关；正因文化源自

人的需求又服务于人的需求，所以文化就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其基本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

正因为人总是不断创造新的东西来使自己过得更好，才使得人的需求对象成为一个开放的、不断

发展变化的无限序列，才使作为人类创造性成果总和的人类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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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所有果实，无疑是个极其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首先可形象地划分为

“硬文化”和“软文化”两大部分。前者即“器物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各种实体性的有形产品，如食

品、衣物、房屋、家具、机器等以实物形态出现的创造物均属硬文化。后者则指人类创造的各种

非实体性的无形产品，如语言、宗教、科学、技术、人文学、艺术、规则等以非实物形态出现的

创造物均属软文化。软文化，其实也就是人们说的“狭义文化”，基于它是用文字、言语、声调、音

符、数字、线条、图形、色彩等符号表达的符号化系统，故亦称“符号文化”。道德由于是用文字言

语符号表达的人类创造物，自然也属于狭义文化系统即符号文化系统的范畴。

   

   与用来满足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的器物文化不同，符号文化是人用来传达信

息的，满足的是人在精神方面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根据符号文化所载所传信息的不同性质，

我们又可将符号文化系统分为四个部分，即描述性文化、解玄性文化、倾诉性文化与指令性文

化。描述性文化用于弄清世界的真相，以经验实证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息是对各种事物

的状况、形态、实质、性质、特征、规律、历程、演变的描述及预测，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是其典型形态；解玄性文化用于人的终极关怀，以思辨与虚构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息是

对各种无法用经验实证方法研究的玄难问题或终极问题做出的解答，神话、宗教是其初级形态，

哲学是其高级形态；倾诉性文化用于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以形象思维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

信息是对自然、社会、自我、他人、生活的体验与感想等，文学、音乐、美术之类是其典型形

态；指令性文化用于塑导人们的活动以构建社会秩序，以定规立制为基本方法，所负载传达的信

息是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等等，规则或规范是其一般形态，制度和习

俗是其典型形态。

   

   在符号文化的这四个子系统中，道德作为对人有劝诫、规范作用的符号，显然属于其中的指

令性文化。指令性文化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指令，即正式规则或正式规范，另一类是非正式

指令，即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范。所谓正式规范，亦可称之为“制度”，它是由社会组织用明文的

方式专门制定的规则，并用组织的力量或手段来维系推行，具体体现为体制、建制、法律、法

规、政策、政令、纪律、规章等形态。而所谓非正式规范，亦可称之为“习俗”，它是在一定社会群

体中约定俗成并自发流行的规则，由个人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维系与推动，具体体现为习惯、风

俗、俗忌、乡规、民约、潜规、教规等形态，道德也是这种广义习俗中的一种。习俗尽管是约定

俗成的而不是刻意制定的，但约定俗成也是一种人为，是众人对某事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共识或

一致见解之意，所以习俗仍然属于人的创造物。

   

   不论是社会组织专门制定的制度还是普通大众约定俗成的习俗，作为对人自身提出要求的规

范，都是人为的价值规定，符合它的则为“对”、“好”、“正当”，“合理”不符合它的则为“错”、“不

好”、“不当”、“不合理”。道德这种规范自然也是人为的价值规定，只不过它是把“善”与“恶”作为了

自己最基本的评价词。

   

   通过以上对道德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与属性的了解，现在可以给道德做出这样一个初步

的、描述性的界定：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规范总和，它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并

直接由个人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维系、推动。这里之所以将此界定称之为“初步的”，是因为该界定

还没有完全将道德与习俗区别开来；之所以又称之为“描述性的”，是因为仅据此界定，还无法将真

道德与假道德区别开来，譬如庄子讲的“盗亦有道”故事中的“道”，虽然也算一种“人道”，包括“圣、

智、勇、义、仁”等规范，并符合道德的描述性界定，但却不能说它们也是真正的道德。

   

   2、原始习俗的形成

   



   既然所有文化之物都是由人创造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那么道德作为文化之物自然也是如

此。但要想完全把握道德的本质或独特之处，还需进一步弄清：道德究竟是怎样被人创造出来

的？人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创造道德？

   

   在整个文化系统中，道德属于指令性文化的非正式规则即习俗这个情况，与西语“道德”

（moral）源自拉丁语的“风俗、习惯”（mos）这个事实是一致的，这就预示我们，道德与习俗有

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道德应是由习俗演化而来，最初的道德就在习俗之中。因此，要想弄清

上述问题，我们就不能不从最早的习俗开始。

   

“习俗”，就是“习惯”与“风俗”的合称，但“习俗”反映的不是这二者简单相加的关系，而是由此及彼

的内在关联，即“习以成俗”，也就是“习惯逐渐成为风俗”的意思。其中，习惯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

中逐渐形成的一贯而固定的行为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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