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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合作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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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本文认为美德主要源于熟人社会的合作，同时合理惩罚更有利于维持陌生人合作的道

德。 

 编者按：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将一些合作策略沉淀为先天本性（情感或能力）。这些本性可能就是

思想史上长期探讨的自然理性、自然本性或自然正义，它们能够被当代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所部分证明，并可

以成为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理论建构的部分基础。本版将陆续刊登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对于道德，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近代以来，苏格兰启蒙学派认为，道德起源于“效用”。

延续这种观点，奥地利学派也强调道德对于社会合作的促进或支撑作用，并强调其“自然演化”的特性。哈耶

克指出，“尽管曾一度认为，甚至语言和道德也是由过去的某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已认

识到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该过程的结果则不是任何人曾预见的或设计的。” 

美德主要源于熟人社会的合作 

奥地利学派米塞斯认为，人类合作的竞争取代了必有输赢的生物竞争，从而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他一

针见血地指出：假如有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的分工不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个世界里不会有社会，也不

会有仁慈和善意之类的情感。依此类视角看，美德起源于人类的合作。即便是新自然法学派的罗尔斯，也能在

某种程度上接受此类观点，“正义的环境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正常条件：在那里，人类的合作是可能和必需

的”。他指出，“正义原则中已经隐含着互惠性”；由此，“人们将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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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里德雷（Matt Ridley）则试图从生物的视角，对道德进行研究论证，其《美德的起源》一书

的副标题赫然就是“人类的本能与协作的进化”。里德雷论述了大量动物世界的互助行为，并进而讨论人类社

会合作的“策略”模式。据此，他指出，“正义和公平，忠诚与信任，正直和无偏袒。……只要我们在一个公

正的系统中变得依恋于与我们合作的人们，这些道德态度就一定会存在。”因此，美德与私欲并不矛盾，美德

从本源上看是为了通过合作而更好地满足私欲。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以及贸易，远远早于国家的产生。

因此可以推断，对于人类这种群居动物而言，社会性协作的行为策略必须存在；尤其是最基础性的协作规则是

不能违背的，这就是美德。里德雷进一步指出，“美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像润滑油

一样对人类社会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调整社会机构组织时不应遵循减少人类私欲的原则，而应尽量使其成

为发掘人类美德的有效机制。” 

其他生物的合作、协作，主要是基于亲缘、群体或者同居关系。而人类社会合作的广度和复杂程度远超于

其他生物，现代人类还需要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因为道德源于合作，所以就应该受制于该目的。从演

化的角度看，人类的多数道德情感是基于血缘或者熟人小团体的合作模式而发育、沉淀下来的。在这种合作模

式下，道德的治理十分有效。然而，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人们由采集转向定居；并基于此建立了更为广泛

的社会合作。这种合作突破了原有的小团体范围，在更广泛的陌生人社会中建立起更有效率的合作。那么，如

何能够在“合作扩大化”的程度上，建立起类似于“熟人合作”类型的“陌生人互助合作模式”，从而确保基

本的合作道德呢？ 

合理惩罚更有利于维持陌生人合作的道德 

实验经济学的一个关于陌生人合作的公平实验对我们的讨论具有启示意义。在该实验中，两个玩家A和B匿

名进行100个货币的分配游戏，由A负责对货币进行分配。通常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公平分配规则为对半分。

在控制情境下，A可以任意地分配而不受惩罚；而在惩罚情境下，在被告知了A的决定后，B可以惩罚A（B每1个

货币的惩罚成本将导致A损失5个货币）。根据实验结果（见左图），我们可以发现，在非惩罚情境下，A给B的

货币远远少于公平规则；而在惩罚情境下，其非常接近公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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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证明了在陌生人的合作中，如果缺乏强制与惩罚，公平正义等伦理价值就会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虽

然可能出现一些人基于“同情心”、“仁慈”或“公平心”进行公平分配，但总体而言，在陌生人的合作中，

缺乏对不公平行为的惩罚更可能引发不符合道德的分配结果。 

而结合人格量表测试，就更能够揭示问题。在马基雅维利量表测试中，得分高者更偏向于自利主义和机会

主义，即“理性的自利者”。而该实验揭示：被试者的马基雅维利得分与他们在控制境况下的捐赠水平之间呈

负相关；而该指数得分却与他们在社会性惩罚威胁下的行为转变呈正相关。这就意味着，理性自私者为了在控

制境况中赚得更多，从而进行更不公平的分配；但根据相同的动机，他们却在惩罚境况中更倾向于公正的分

配。由此可以推断，合理的惩罚有利于规制一大部分自利行为，让其进行理性的计算和转变，从而提升“合作

场”中行为的道德水平。道德的提升虽然不能体现在思想上，但至少可以表现在行为上。 

必须指出的是，在人类合作社会中，并非所有个体都具有同情、正义等基本美德；相反，个体复杂性可能

呈现为相当一部分个体更自利。即使具备德性者，也不可能在所有场景中都展现此类美德。为此，亚当·斯密

论述道，“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

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 

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规则是正义（道德）的基础；规则决定着正义（道德）”。在多数情况

下，这是一种上佳的论断。如果从最初始的视角看，合作的秩序与规则的确能够决定道德情感；自生自发秩序

的“元规则”能够引导道德情感在人类社会中的产生、选择、发育与沉淀，从而也能让道德规则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自发秩序及其“元规则”（作为其映射物）。从最现实的合作行为看，具有惩罚或激励作用的规则也能决

定“合作场”中多数人的行为道德，尤其是对于缺乏公平、仁慈等德性的自利者。 

合作规则或道德准则的强制与惩罚，即使由一方自己承担成本进行，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从行为策略

上看，这种“制裁策略”类似于“一报还一报”的合作策略。而如果社会的演化再进一步，由中立的第三方进

行裁决和惩罚，显然更能体现公正并能由社会共同承担成本。由此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人定法）；这显然是

一种更好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良好有效的国家法律（建立在道德要素的基础上）对陌生人的社会化大合作中

的德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退一步而言，善法的治理即使不能提升道德，至少更能够防止道德沉沦。 

此外，这一实验也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人脑的侧前额叶的活动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恰恰属于人类

的理性脑区。结合该人格被试者在控制情境中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能够从反面间接地印证公平等道德决策首先

是情感而非理性。 

陌生人社会的大规模合作模式，在效率上明显优于小规模合作的熟人社会。然而前者的广度、风险和复杂

程度远超后者，单就道德的功用而言，成效差别巨大。道德治理模式伴随人类安然度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是

一种十分安全的治理模式，却又“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如果简单地将熟人社会的“德治”模式“化家

为国”，扩展成为陌生人间的大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显然效率提升相对有限，也不能保证原有的道德水平。

而法治模式（虽然也存在一定缺陷），不仅能够激发国家合作的潜在威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合作中的

最基本道德水准，从而平衡了“效率与道德”的关系，在死守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合作效率。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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