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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恩过程是一个施与和接受的过程ꎮ 可以从接受和给予关系来整体地把握报恩和市场交易的关系ꎮ 计算性

和排他性的发展带来了报恩伦理的局限性ꎮ 接受和给予流动性的下降以及过度的不平衡也会带来报恩伦理的一些道德偏

差ꎮ 在充分的接受和给予的流动性和平衡性的基础上ꎬ可以实现有尊严的、彼此平等的报恩ꎮ 这一意义上的报恩伦理有助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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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秦儒家即有“报仇”和“报”的思想ꎮ «论
语宪问»说“以直报怨ꎬ以德报德”ꎮ 汉代以后逐

步发展起来的报恩思想具有兼容儒释道的思想特

征ꎮ «说苑复恩»:“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

门ꎬ祸之源也ꎻ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ꎬ亦乱之

基也ꎮ 夫祸乱之原基ꎬ由不报恩生矣ꎮ”六朝至隋唐

时代流行的一个地方性道教派别道教孝道派有«慈
善孝子报恩成道经»３ 卷ꎬ其中 ２ 卷见于敦煌写本ꎮ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是一部系统阐释佛教报恩观

的经典ꎮ 其卷二«报恩品»４ 种恩:一父母恩ꎬ二众生

恩ꎬ三国王恩ꎬ四三宝恩ꎮ 并且强调这四恩是一切众

生平等荷负的ꎮ 这一说法和«大方便报恩经»相当ꎮ
该经中佛告诉阿难要知恩报恩ꎮ 报恩思想也是文学

作品和传说的重要主题ꎮ 包括«三国志»以及四大

名著等都有丰富的报恩思想ꎮ
作为传统伦理范畴的报恩伦理在市场经济和交

往普遍化的语境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ꎮ 一方面ꎬ
它依然存在于部分个体的日常伦理行为中ꎬ另一方

面人们日渐采认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现代伦理

范畴ꎮ 报恩伦理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何在? 如何

完善报恩伦理并使其适应充满变化的现代生活? 对

报恩伦理的评估涉及到对接受和给予在伦理生活中

的地位的评估ꎮ 麦金太尔看到了接受和给予关系对

于阐发德性的意义ꎬ莫斯阐发了总体呈献体系ꎬ皮埃

尔布迪厄阐发了礼物馈赠中发生的象征资本ꎮ 礼

物馈赠和市场交易中都包含着某种接受和给予关

系ꎬ这种关系的总体状况直接影响了个体付出和所

得的平衡ꎬ从而影响正义感和社会正义的水平ꎮ 规

范接受和给予体系既关系到社会制度体系ꎬ也关系

到人们的道德观和道德感ꎮ 建立在荣耀、平衡、归属

价值上的报恩伦理ꎬ依然可以维护个体的尊严、自
由、平等ꎬ并与正义价值不相违背ꎬ在实现了个体价

值的基础上ꎬ同时有助于维护人与社会的情感连接ꎬ
兼顾个体和社群ꎮ 这一意义上的报恩伦理有助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ꎮ

一　 报恩伦理的内涵和特点

如何定位报恩伦理? 综合莫斯、皮埃尔布迪

厄和翟学伟的相关论述来看ꎬ需要结合报应、礼物馈

赠和市场交换来加以分析ꎮ 其中和市场交换的区别

最为根本ꎮ 报恩和报应、礼物馈赠之间形成的人与

人的互动关系具有相似性ꎬ并且彼此过渡ꎮ 报恩和

报仇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ꎬ先秦儒家并未完全否定

报仇ꎬ但是根据仇涉及到的人伦关系的远近ꎬ给出了

不同的报的等级ꎮ 就善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来讲ꎬ
报恩更接近善ꎬ在此不从二者的区分来定位报恩ꎮ

“恩”和“惠”可以互释ꎬ在字面上表示恩惠、恩
典、恩情、恩赐ꎮ “恩是一种泛称ꎬ史书所说的德、
惠、赠与、招待、救济等ꎬ都可以算是一种恩惠ꎬ大至

救命之恩ꎬ小至一饭之德ꎬ在中国历史或稗官野史上



是常见的事ꎮ” [１]２７６文崇一通过研究发现施恩的方式

可以是生活救济、挽救生命ꎬ养育子女ꎬ照顾事业ꎬ厚
赠ꎬ举官升迁等等ꎮ

“报”字蕴含了罪的概念ꎮ “报”字左边是“幸”
字ꎬ有服罪的意思ꎮ «说文幸部»即以“当罪人”ꎬ
“服罪”来解释“报”字ꎮ 报在中国文字中还有应答、
回应、反应的含义ꎮ 如«集韵号韵»:“报ꎬ答也ꎮ”
«字汇土部»:“报ꎬ答也ꎬ酬也ꎮ”报恩的方式可以

是生活救济、挽救生命ꎬ养育子女ꎬ照顾事业ꎬ厚赠ꎬ
举官升迁等等ꎮ “为本人报恩ꎬ具有两层重大意义:
一是把恩惠回投ꎬ以减轻自身的负担ꎻ一是可以获得

社会人士的赞赏ꎬ增加声望ꎮ” [１]２７７“报”不单纯是一

种物质现象ꎬ“报”有客观性的一面ꎬ也就是一种心

灵活动和行为作为“因”会感应出某种“果”ꎬ也有主

观性的一面ꎬ即主观对结果的预期和渴求ꎬ以及结果

对自己的有利和不利ꎬ以及带来的耻辱、光荣等道德

感ꎮ 报的主观性体现在施恩者身上就是希望别人报

答ꎬ有报心ꎬ体现在受恩者身上是受惠时候内心的感

动ꎬ以及随着而来的记忆ꎬ从而成为行为的动机和动

因ꎬ进而引发回报的行为ꎮ
报恩伦理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ꎮ 人生来就是在

一个接受和给予的网络中的ꎬ而且这种关系是从孕

育延伸到死亡的ꎮ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给予和

接受的关系网络的特定位置ꎬ通常我们能够给予什

么、给予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前接受了

什么、接受了多少ꎮ” [２]８１幼年时期ꎬ父母和家庭中的

其他长者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给予者ꎮ 然后是老师

和其它社会成员ꎮ “如果这样理解ꎬ那么使独立的

实践推理者出现并得以维持的那些关系就是一些他

们从一开始就有所亏欠( ｉｎ ｄｅｂｔ)的关系ꎮ” [２]８１￣８２这

种亏欠的关系构成了“应当”ꎮ “‘应该’ ( ｏｕｇｈｔ)是

‘亏欠’(ｏｗｅ)的过去式ꎬ但是被用做现在式:如果 ａ
应该做 Ｇꎬ那么 ａ 在某种意义上就负有一个义务ꎬ
他 /她 /它必须做 Ｇꎮ” [３] “亏欠”自然就有“偿还”的
要求ꎮ “亏欠”、“尚未”ꎬ需要去填平ꎮ 一个人具有

“应该”的美德ꎬ就是能够认识那些要求ꎻ同时自我

提出要求ꎬ去完成自我的“尚未”ꎮ “亏欠”提出了

“报恩”的要求ꎮ 因为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道”
往往具体化为先王之道、父道等等ꎬ把人放在既定的

社会关系下来思考ꎬ自然对于这种接受和给予的关

系给予了较多关注ꎮ “报恩”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

伦理范畴ꎮ
如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考虑的范围ꎬ接

受和给予关系发生的领域更为丰富ꎬ人从自然产生ꎬ
自然人可以有对自然环境的恩义感ꎻ人类、民族、国

家、社会、家庭等群体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接受和给

予关系ꎬ自然也可以发生报恩伦理ꎮ 从接受和给予

的网络来看ꎬ个体从社会网络中不同个体和群体组

织中所接受、获得的支持、帮助等不同形式的给予都

可以说成是“恩”ꎮ 对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而言ꎬ社
会关系具有先在性ꎬ先在的社会关系成为个体前定

的给予者ꎬ从而成为施恩者ꎮ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

教所说的“四恩”ꎮ 父母、上级、国家等是个体不可

避免的“恩”ꎬ这种“恩”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ꎬ就像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所说是一切众生都平等荷负

的ꎮ 在这种恩的关系中ꎬ接受和给予是不可通约的ꎮ
“而且通常我们接受的和给予的东西无法通约:比
如在关心和教育中给予我们的与父母在生病或年老

时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二者之间就没有可比

性ꎮ” [２]８２在这种关系中ꎬ平等的互惠是不可能的ꎬ由
于时代的差异以及群体和个体的差异ꎬ给予者和接

受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差异ꎮ 海宁格认为ꎬ对
于这一类型的接受和给予关系ꎬ也是可以达成接受

和给予的平衡的ꎬ“从上一代手中接受的东西又给

予下一代时ꎬ他们达到了施与受的平衡ꎮ” [４]５２

这个意义上的“恩”的概念更多地是从给予者

的角度来说的ꎬ从而针对所有的个体提出认识这种

恩ꎬ并回报这种恩的要求ꎮ 至于具体的个体是否会

把这些普遍的恩当成恩ꎬ则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ꎮ
“很明显的是ꎬ所谓恩德、恩惠ꎬ不只是物质上的支

援ꎬ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感受ꎬ使人不得不在可能的范

围内设法回报ꎻ如果不回报ꎬ就会产生一种耻辱

感ꎮ” [１]２７７“恩”有一定的主观性ꎬ需要体察ꎬ这类普

遍性的恩ꎬ除了父母恩以外ꎬ像众生恩等等不像单个

个体的恩那样容易引起个人的感激之情ꎬ因而升起

报恩意识就成了较高的要求ꎮ “恩”的构成条件包

括给予的媒介或者物ꎬ这个媒介包括钱财也包括心

灵和语言行动方面的内容ꎻ第二个要件是恩感ꎮ 这

是两个最基本的要件ꎮ 四重恩要求所有人都认知这

种恩ꎬ并化为恩义的道德感ꎬ进而付诸行动ꎬ这是较

高层次的道德要求ꎮ
社会接受和给予的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ꎬ恩

更多地发生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中ꎮ 这种恩的发生

还需要一个要件ꎬ即具体性、情境性ꎬ也就是能够解

决问题ꎬ是最急迫需要的帮助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获得的帮助ꎬ给予发生在最需要的个体和时间点上ꎮ
在个体与个体的接受和给予关系中ꎬ恩包含 ３ 个方

面的内涵ꎬ其一是客观上的给予构成了恩ꎻ其二是客

观上的给予被主观认定为恩ꎬ包括施恩者把给予认

为是超出了自己应当给予的范围构成了多余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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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受恩者认定这种所得超出了某种既定的范围ꎬ引
起了恩的感受ꎮ “意外的、难得的、超出预见的或令

人感动的好处都可以用恩这个字ꎮ 于是中国人的恩

通常用来表示得到了一种重要的、重大的、关键性的

帮助、支援或支持ꎮ” [５] 恩的概念包含了对弱者的支

持和帮助ꎮ 社会上层或者强者给予弱者超出弱者预

期的给予会制造恩的感觉ꎻ强者变成了弱者ꎬ弱者或

者下层也会获得扮演恩人的角色ꎬ如家道败落、英雄

落难等都是导致下层人反过来成为恩人的机会ꎮ 恩

的概念和负债感紧密相连ꎬ并且这里亏欠的概念更

多地是一个自愿承担的关系ꎮ 这一意义上的“恩”
的建立更多地要靠心灵活动来支持ꎬ尤其是报恩的

心理的支持ꎮ 报恩有以恩惠来抵消罪之意ꎮ 从伦理

学的意义上来说ꎬ报恩即把他人的付出形成的亏欠

关系ꎬ通过自己的回报的恩惠来加以偿还ꎮ
报恩和报应之间既有联系ꎬ也有一定的区别ꎮ

报恩可以基于报应的恐惧而来ꎬ报应也常常成为论

证报恩的依据ꎮ 报应中的“报”蕴含了一种感应的

哲学观念ꎬ心灵和行为会感应同类的事物ꎬ从而带来

同类事物的回应ꎬ从而成为果报或者报应ꎮ 报恩的

媒介很多ꎬ包括感情、语言、礼物和金钱等等ꎮ “报”
在中国文化中运作的领域非常广泛ꎬ可以和馈赠、礼
仪相联ꎬ也可以不和馈赠相联系ꎮ “报恩”与“报仇”
中的报不同于馈赠或礼物关系ꎮ 报恩居于报应和礼

仪行为之间ꎬ又与报应和礼仪有关ꎮ 礼尚往来可以

是报恩的行为ꎬ也可以不是报恩的行为ꎮ 报应也可

以是拉长了的报恩关系ꎬ付出的行为在报应观念中

总是会得到回报的ꎬ不过回报的过程可能很长ꎬ贵人

和恩人往往被理解为是报应的结果ꎬ恩人帮助也往

往被理解成是客观感应的结果ꎮ 报恩和报有一定的

不同ꎬ报恩着眼于给予的一种反馈活动ꎮ 从报应的

角度来看ꎬ具体到人与人的关系上ꎬ以怨报德或者无

报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ꎮ 虽然“善恶到头终有报”、
“善有善报ꎬ恶有恶报ꎬ不是不报ꎬ时辰未到ꎬ时辰一

到ꎬ一定会报”、“多行不义必自毙”、“苍天有眼”ꎬ但
毕竟拉长了报的时间ꎮ 而报恩观念则强调眼前的

行动ꎮ
报恩作为人际互动的方式和市场交易虽然都会

发生接受和给予关系ꎬ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

区别的ꎮ 市场交易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ꎬ互动是

即时性的ꎬ当然也有期货等拉长互动时间的情况ꎻ而
报恩具有延时性ꎬ当然恩义的发生是很讲究时机因

素的ꎮ 市场交易具有一定的匿名性ꎬ尽管交往的主

体可以熟知ꎬ但重点不在于和谁交易ꎬ而在于交易的

是什么ꎬ交易主体之间并不把重点放在彼此关系上

面ꎬ当然也有力求发展人际互动关系来力求稳定市

场交易关系的行为ꎻ而报恩主体是明确的ꎬ具有个体

情感的参与ꎬ有建立人际连接的愿望ꎬ当然报恩也讲

究“无我”ꎮ “赠与时给出的是自我的某种成分ꎬ予
人就是予己ꎮ” [６]９市场交换中客观性因素更为突出ꎬ
理性要求也比较高ꎬ而报恩更为突出情感活动和情

义的因素ꎮ 市场交易的计算性色彩很浓厚ꎬ而报恩

恰恰要求某种模糊性ꎮ 市场交易中金钱和商品因素

被突出了出来ꎬ而报恩中更多地突出了礼物的色彩ꎮ
市场交易关注的是实际的资本ꎬ而报恩活动形成的

是象征资本ꎮ 当然ꎬ作为人际互动的形式ꎬ二者之间

总是存在着某种过渡性关系和过渡状态ꎬ总体上完

成人际互动ꎮ 只有从接受和给予的总体性关系中把

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互动的整体

特征ꎮ

二　 报恩伦理的辩证分析

报恩伦理有积极意义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尤

其是报恩伦理中融入更多市场交易的因素的时候ꎮ
报恩伦理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尤其是个体与个体之间

的报恩行为ꎮ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报恩关系因为有定

向性和排他性ꎬ从而报恩就会引起见利忘义的情况ꎮ
对于个体是报恩ꎬ但是这个报恩的行为可能是伤害

他人的ꎬ是不道德的ꎬ甚至是违法的ꎮ 报恩的行为容

易演化成贿赂、权钱交易和结党营私ꎮ 报恩最明显

的表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行为ꎬ因为这种定

向性导致了“报”有排他性和一定的封闭性ꎮ 因为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回报行为对象是明确的ꎬ回报相

对稳定ꎮ 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报恩行为指向性明确ꎬ
容易把报恩心理和报恩行为落到实处ꎮ 如果对象不

明确或很容易消失ꎬ那么施与者就不知道自己的投

资或回报在哪里ꎬ回报者也找不到给予者在哪里ꎬ容
易导致报恩心理失去了指向性ꎮ 个体之间的报恩行

为是报恩伦理的现实基础ꎬ不过ꎬ这一报恩伦理需要

一定的伦理限制才能运行在健康的报恩伦理轨

道上ꎮ
人们是在接受和给予中表现情感和同情的ꎮ 但

有一些接受和给予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和模糊性ꎬ这
给恩感的生发带来了困难ꎮ 接受和给予有的时候不

是严格互惠的ꎮ 给予者可以是整体ꎬ而接受者是个

人ꎮ 那些需要我们给予的人经常不是我们曾经从他

们那里有所接受的人ꎮ 接受和给予的不对称还表现

在我们知道从谁那里得到了好处ꎬ并有所亏欠ꎬ但是

却不知道该对谁给予ꎮ 接受和给予关系具有一定的

非计算性和不可预期性ꎮ 正因为如此ꎬ个体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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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德性应该是仁爱和慷慨ꎬ个体总是受恩于前定

的社会关系ꎬ而且这种恩很难进行理性的计算ꎬ个体

的回报很难建立在严格的付出和所得的计算基础

上ꎬ报恩伦理要求的是仁爱和慷慨ꎮ
报恩伦理还有一个局限性就是施恩者付出时候

有要求回报的动机ꎬ渴望得到回报ꎬ甚至利用他人需

要救济的处境达到对他人的控制ꎮ “礼物如果得不

到回报ꎬ而且是更多的回报ꎬ就会毁掉收受礼物的一

方ꎻ这一方面造就了主人ꎬ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奴

隶ꎮ” [６]８对于施恩者来说ꎬ有可能怀有一种计算性的

施与行为ꎬ也就是渴求回报的施与行为ꎬ惠于人历历

在心ꎬ有求报心ꎮ 求报心衍生出一种计算理性ꎬ会引

发出一种控制行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施恩成为一种

事前的社会投资ꎬ而回报成了事后的社会奖惩ꎮ 受

恩者对于恩情采取淡化或者遗忘的态度ꎬ而报恩流

于形式化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ꎬ从而使得报恩失去

了感恩之心的心灵基础ꎮ “滴水之恩ꎬ涌泉相报”说
的是有恩必报ꎬ但现实的是很多个体对于获得的恩

情采取淡化或者遗忘的态度ꎮ
报恩伦理向这个轨道的发展是力图对报恩进行

理性计算的结果ꎮ 虽然报恩要求诉诸感情ꎬ但是计

算性的发展总是会伤害感情ꎬ从而让人生起人情冷

暖无常之感ꎮ 力求把报恩进行理性计算虽然强调

情ꎬ但是情是靠交换者在一次交换完成后有意地制

造出来的价值剩余物ꎬ形成另一方的债务感来维系

的ꎮ 计算性的报恩也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感ꎬ
因为计算性是不可能彻底的ꎬ并且往往被拉长算计

的时间ꎮ 施恩与报恩变成了一种理性算计对长远利

益的考量ꎬ而不是一种短期内的或者即时的算账的

办法来间断性地维持彼此的关系ꎮ “不是马上偿

还ꎬ而是稍后回报ꎬ这就是信用ꎮ” [６]８回报的时间越

长ꎬ需要回报的越多ꎬ这就像一种“利息ꎮ”这里面会

形成一定的符号资本ꎮ “所谓符号资本ꎬ就是威望

的资本ꎬ它同时兼为积累经济资本的面具、时机和迂

回方式ꎮ” [６]１１报恩中总是交织着具体的媒介物ꎬ以
及相应的符号ꎮ 从媒介物的角度来看ꎬ报恩过程类

似于市场交换行为ꎬ但从符号的角度来看ꎬ则有很大

的不同ꎮ 个体与个体之前报恩伦理的计算性的发展

会导致交换者被动地纳入到报恩活动中去的情况ꎬ
从而被互欠性机制所钳制ꎮ 计算性的报恩伦理常常

使得施恩者和报恩者之前出现评估和理解恩的差

异ꎬ从而出现好心没好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类ꎮ
这说明计算性本身扭曲了报恩的实质ꎬ使得报恩伦

理变成了互相利用的道德外衣ꎮ
报恩伦理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是和计算性的报恩

有冲突的ꎮ 因为恩本身具有不对称性ꎬ可以用“与
人消灾”抵消“还人钱财”ꎬ在报恩中恩是很难算清

楚的ꎬ更不要求把回报的行为固定在某一固定的对

象上ꎮ 报恩伦理的实质是:“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接

受了ꎬ我们应当给予ꎮ” [２]８３至于给予的对象ꎬ除了对

于所有人都适用的父母、国家等以外ꎬ则应当根据自

己的能力和交往的实际情况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ꎬ
最需要给予帮助的人ꎮ

在给予和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报恩伦理需要克服

几个偏差的方向:一个是拒绝接受以避免报恩的束

缚ꎮ 来自社会关系的给予有好的一面ꎬ也可能有不

好的一面ꎬ有对自己有利的一面ꎬ也有不利的一面ꎮ
拒绝好的给予者担心报恩伦理会导致给予者对自己

的限制和束缚ꎮ 这里最典型的情况是个体会依据自

己的偏好看待给予ꎬ从而拒绝接纳给予者的某种给

予ꎮ 正因为如此ꎬ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辩证的观念ꎬ
即恩和非恩是具有辩证关系的ꎬ非恩中潜藏着恩ꎬ祸
中伏着福ꎮ 这一观念要求以一种宽广的胸怀接纳社

会关系和大自然的给予ꎬ并以感恩之心对待好的或

者坏的给予ꎮ
另外一种偏差的方向是人为地制造自己的困顿

或者痛苦来报恩ꎮ 陷入这种情况中的人被亏欠感左

右了人生ꎬ并陷入自责的状态ꎬ并以此来吸引给予或

者吸引给予者的关注ꎬ进而引发给予者的罪恶感ꎮ
还有一种偏差是总是力求自己处于一种给予者

的地位ꎮ “拒绝赠与、不做邀请ꎬ就像拒绝接受一

样ꎬ无异于是宣战ꎻ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与共享

(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ꎮ” [６]２０￣２１坚持这一地位会拒绝接受ꎬ或
者坚持一定要先给予才接受ꎮ “如果一方坚持要维

持绝对的清白感ꎬ那么另一方的罪恶感将会永无止

尽ꎬ而这样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爱枯萎ꎮ” [４]６０对于接

受和恩采取遗忘的态度也是维持自我为中心以及自

我优势地位ꎬ以及自我自由的一种心灵取向ꎬ但是这

种方式并不能让自己获得满足ꎮ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ꎬ同其他伦理观念一

样ꎬ报恩伦理也是和无我、无己、无功、无为等观念联

系在一起的ꎮ 施与之恩不被理解成是自己的恩ꎬ而
接纳者也不把施与者当成唯一的施恩者来作为报恩

的对象ꎮ “大恩不言报”ꎬ舍身、舍财、施恩、分享不

求酬谢或回报为义士、义举ꎮ 这一报恩观念限制了

个体与个体之间定向性报恩的程度和范围ꎬ从而使

得报恩伦理具备了开放性的品格ꎮ 报恩伦理的健康

运行恰好需要让个体和个体之间以及在个体身上发

生的给予和接受的程度和周期更为活跃ꎮ 报答和开

放性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冲突的关系ꎬ给予、投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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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酬谢构成的交易或者交换行为依然可以在报恩

伦理的轨道上进行ꎮ 报恩伦理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

种不加计算和不可预期的给予和接受的道德规范ꎬ
这种规范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与情感纽

带ꎮ 报恩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是因为计算着

只有我帮助了他人ꎬ他才会帮助我ꎬ从而实现某种利

益互换ꎮ 利益互换虽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ꎬ但这种

安全感是有局限的ꎮ “这些所谓的自愿的呈献ꎬ表
面上是自由的和无偿的ꎬ但实际上却是强制的和利

益交关的ꎮ” [６]６

报恩伦理实质上是要让给予和接受都变成一件

有尊严而又荣耀的事情ꎮ 报恩有客观上欠的基础ꎬ
不过主观上报恩伦理可以不在“欠”的观念下运行ꎮ
施与受的平衡有助于消除 “欠” 感ꎮ 接受伴随着

“欠”的感觉ꎬ欠的感觉威胁着清白感和独立性ꎬ进
而生发出“应当”和义务ꎻ给予伴随着权利和光荣ꎮ
大量的给予和接受ꎬ报恩的行为越丰富ꎬ幸福感越

高ꎮ “这种幸福不会从天而降ꎬ那是我们愿意在亲

密关系中‘增加爱’所带来的结果—藉由‘需求和接

受’来增加爱ꎮ 而随着如此大数量的交换ꎬ我们觉

得轻松自在、公平和满足ꎮ” [４]５１完全给予和完全接

受ꎬ使得给予和接受充分进行ꎬ会带来较高的满

足感ꎮ

三　 报恩伦理的当代培育

报恩伦理属于传统伦理资源ꎬ但这并不意味着

报恩伦理已经过时了ꎮ 报恩和人情、礼物馈赠是联

系在一起的ꎮ 报恩伦理的现代转换和现代意义的评

估涉及到礼物馈赠交往方式和市场交易交换方式的

区别问题ꎮ 报恩伦理和市场交易都涉及到交换ꎬ都
包含着接受和给予的关系ꎮ 从整体的总体呈献体系

的角度来理解当代社会更为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ꎮ
当代社会本身就是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社会ꎮ 报恩伦

理可以划归到传统伦理体系中去ꎮ “古式社会的基

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ꎮ” [６]７莫斯认为

古代社会的基础不是交换ꎬ而是交换￣礼物或者礼

物￣交换ꎮ 报恩伦理可以归入到“礼物范式”中ꎮ 礼

物范式“就是要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做出给予或不

给予的种种决定的合力ꎬ看作是由莫斯揭示出的

‘给予—接受—回报’循环和‘收取—拒绝—留存’
的补充循环之不断变动的综合结果ꎮ” [６]１２这种范式

并不单纯存在于家庭、邻里、同事和朋友的领域ꎬ同
样存在于企业和行政机构ꎮ “进一步说ꎬ初级社会

性和次级社会性都只有在政治这个更为一般的框架

内才能运作和展开ꎬ而政治也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的全体成员之赠礼与拒礼———在负面的情况下ꎬ则
是掠食与反掠食———的综合ꎮ” [６]１３ 从社会整体来

看ꎬ给予和交换的关系带有整体性ꎬ构成了整体的呈

献体系ꎮ 其中“礼物范式”具有基础性ꎬ“理性的交

换关系受到某些规范的支配ꎬ遵守这些规范对每个

参与者都是有好处的ꎬ理性的交换关系也以一种类

似的方式内嵌于某些关系之中并由这些关系维持ꎬ
而这些关系则受到不加计算和不可预期的给予和接

受规范的支配ꎮ” [２]９６礼物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之间

存在着一些交叉性ꎬ礼物关系变成手段后则成了市

场交易关系的变化形态ꎬ而市场交易关系力求维持

稳定和长期的交易ꎬ必然辅以礼物关系ꎬ从而把交易

关系转化成人情关系和礼物馈赠关系ꎮ 就像麦金泰

尔所言ꎬ市场关系的维持就必须内嵌于那种不加计

算的给予和接受这种非市场关系中ꎮ 情感纽带和市

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预设了给予和接受的规范ꎮ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ꎬ健康的报恩伦理不仅仅适用于

礼物关系ꎬ同样适用于市场交易关系ꎬ对于规范现代

社会生活同样是有意义的ꎮ
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给予和接受渠道与

机制ꎬ包括生产和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系ꎬ包括计

划和市场机制ꎬ包括礼物馈赠和人情往来ꎮ 从接受

和给予的角度思考社会及其伦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宏

观性ꎬ有助于把客观实物的接受和给予与其中发生

的情感整合在一起ꎬ思考社会机制的优化问题ꎮ
报恩伦理的当代培育重点应该放在对社会的恩

义感上面ꎮ 个体是出生在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

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的ꎮ 这些既定的社会前提经验

的表现是前定的家庭关系以及相应的财产和文化ꎮ
这个舞台提供了个体成长的条件ꎬ并构成了个体成

长的前因ꎮ 这一现实要求个体给予社会以一定的回

报ꎬ这种回报以恩义感作为动力ꎬ以贡献、义务和责

任为主要的表现ꎮ 这种回报的对象是社会、民族和

国家ꎬ具体的对象具有多样性、随机性和某种不确定

性ꎬ会依据不同的需要和情境表现出报恩的伦理

行为ꎮ
在接受和给予得以充分进行的情况下ꎬ在报恩

中个体依然保持了自由ꎬ个体和个体之间依然可以

保持平等ꎬ并随着给予和接受的流动导致个体付出

和所得的平衡ꎮ 在报恩基础上实现的自由、平等和

公正具有良好的情感基础ꎬ有利于形成个体的归属

感ꎬ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ꎬ有助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ꎮ 从这一意义上说ꎬ需要对报恩

伦理进行引导ꎬ在尊重、荣耀、归属和平衡的价值下

引导报恩伦理的健康发展ꎮ 孝敬父母ꎬ感恩自然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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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故旧ꎬ尊重时空序列自然要求的伦理秩序等等有

助于报恩伦理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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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ｄｉｇｎ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ꎬ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ꎻ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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