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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美德

当我们问为什么需要美德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给出一系列的答案，

比如：

美德能让我们勤奋，诚实，节俭，自律，节制，稳重，勇敢，温和，

正派，负责，有礼貌，积极进取……

美德能让我们尊重他人，关爱他人，不把他人当作工具，与他人建

立友谊，尊重法律，维护公共利益，遵守公共秩序，爱国……

美德让我们归属于国家，归属于社会，归属于我们生活的群体，在

共同生活中获得自由，获得安全。

美德能让我们关注自己的品德与智慧，而不仅仅是物质；美德能激

励我们追逐优秀，而不再沉浸于平庸之中……

而如果一个人不具有美德，甚至认为不应该具有美德，那么他将可

能会是怎样的人呢？

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懒惰的，任性的，虚伪的，贪婪的，不负责任的，

优柔寡断的，喜欢说谎的，不宽容的，物质的，欲望至上的……

或者，他还可能不懂得尊重任何法律，好像也无需考虑什么是正当

和美德，他不会去爱国，也不会关心社会，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善待他人

的信念，没有正直的品格，也没有任何正派行为的踪迹……

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整天在忙碌着算计他人，欺骗、偷窃、骄奢、阴暗、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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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羞耻可能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一个人不单单是一个没有美德的人，甚至更可以被称为是一

个恶人。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美德与恶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对应关系，

美德与恶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美德都对应

着一种恶，或者每一种恶都对应着一种美德，有的美德可能对应着几种

恶，比如节制，可以对应着人性中的放纵、贪婪、不节制等。同样，一

种恶也可能需要几种美德去平复，比如我们的虚伪可能需要智慧、正直、

诚信的品质去应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美德与恶是相对应的。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要

过“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美德。美德之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

都是必要的，既是因为美德自身的缘故（美德本身即是一种善），也同

样来自于美德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第一，美德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有着各种不

合理的欲望，人性中也有着各种可能的恶。美德能让我们克制自己的不

合理欲望，克服那些诱惑、迷乱我们，可能会把我们带入到危险境地的

欲望和恶的倾向。美德能让我们摆脱懒惰、粗鲁、不负责任、虚伪、任性、

贪婪和不思进取，美德能让我们成为勤奋的人，真诚的人，节制的人，

正派的人，追求智慧和卓越的人。而如果一个人足够勤奋，又是一个正

直的人，注重追求智慧，关注自己的灵魂，我们很难不认为这样的人是

优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美德可以等同于优秀。总的来说，美德能让

我们变“好”，或者说美德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而与之相反的则是，

成为受到欲望和情感控制的人，当然也可能成为恶的人。

第二，美德能让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更好。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

都是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与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共同

生活的空间，比如国家、社会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同生活中的人，那么，

每个人都需要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关心共同生活，其原因就在于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所关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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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让共同生活维持下去，为了让共同生活变得更好，需要我们拥有美德。

美德能让我们遵守公共秩序，美德能让我们维护公共利益，美德能让我

们敬畏法律，美德能让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交往。美德的存在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给予他人恰当的关怀，美德能让社会更繁荣，国家

更有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美德即是指个人具有的为他所处的共同生

活服务的意愿和能力。

固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美德是好的，我们应当拥有美德。但是，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并不总是具有美德的，或者说我们并不总是去做符

合美德的事情，甚至相反，有些人总是去做与美德相反的事情，也就是

恶的事情。

为什么呢？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虽然我们知道美德是好的，但是

我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完全在理性指导下做出的，很可能会受到欲望和

情绪的影响或者支配。这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人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正当的，但是却并不一定会依照善的认识去做，反而去选择作恶。

比如，一个贪腐的人，即使知道贪腐是恶的，不应该贪腐，但是欲望会

支配着他去贪腐；一个正直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情绪的原因，去做鲁莽

和冲动的事情；一个真诚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利益的原因而变得虚伪。

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有时候美德在欲望和情感面前并没有那么强大。

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如果一个人的美德受到欲望和情绪的影响，

这恰恰是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认为美德是好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美德

是好的，那么他就不会去作恶，“无人自愿作恶”，而人之所以会作恶

而不为善，恰恰是因为人对美德的错误认识。换言之，依据苏格拉底的

观点，人作恶而不去为善，恰恰是因为人并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具有美德的做法的，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拥有美德。苏格拉底认为，

人不会去做他认为不好的事情，也没有人不去做他认为好的事情，如果

一个人去做了一件事情，那么也就充分证明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好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在苏格拉底的认识中，“美德是好的”

指的是美德是比利益、快乐、欲望更高的一种善，当利益、快乐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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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会选择美德而不是利益和快乐。但是，现实生活

中那些认为“美德是好的”的我们也这样认为吗？也会这样去做吗？答

案并不是肯定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欲望、利益和快乐面前，我们也许并

不是真的认为“美德是好的”。

本书的研究就在于寻找当我们的欲望与美德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

遵从美德而不是欲望的原因。同时，本书还将证明美德是我们人类这种

脆弱的动物能够生存得更好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本书得出“我

们为什么需要美德”的证明。



的美 起德 源

上  篇

meide de q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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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同生活与美德

对于共同生活的认识来自于这样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我们需

要并且也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类需要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目的在于追

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把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内涵等同于动物的

群居生活，那么我们也就否认了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一起

不同于动物群居生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生活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

生活，还在于通过理性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生

活与动物的生活之间有了本质的不同。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需

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是说人仅仅需要共同生活而不需要私人生活，

而是讲，人们生活在一起追求好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

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来表明共同生活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生活形式：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

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人，无族，无法，

无家之人，这种人在本性上是孤独的人，具有这种本性的人乃是好战之人，

这种人仿佛棋盘中的一个孤子。”1 因此，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共同生活，

人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够成为一个人，而离群索居的生活之所以不是

人类的生活，就在于它不合乎自然的自足性。

同样，西皮奥也告诉我们，“国家是全体国民的事情。但一国之民

不是以随便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人群，而是根据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结成

的大量的人的集合体，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合作关系。”“就其是实现幸

1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M］. 颜一，秦典华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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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善良生活的本质要素而言，国家是自然的事物，它的产生并不是由

于人类本性的弱点，像一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而是由于自然赋予人的

某种精神，人不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或者非社会的动物，他恰恰受到自然

本性的驱使而寻求伙伴关系，共和国的政府也同样是自然的，因为如果

没有这类组织，家庭、城邦、民族、整个人类、自然和宇宙本身都是不

可能存在的，一旦适当构成，这个政府将反映与整个自然共存的等级原

则。”1 

当然，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讲，他们并不认为共同生活是一种人类应

当过的生活方式，就像有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并不需要共同

生活所提供的东西，那么一个孤独的或者非政治生活的人同样可以是幸

福的。当然，自由主义者还可能认为，也许共同生活存在的价值仅仅是

为了防止不正义事件的发生，或者正如洛克所认为的那样，“政府的存

在仅仅在于财产的保护、在于经济的交换”2。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者来

讲，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而仅仅在于

维护集体生活的存在。

对于反对者的观点，纳斯鲍姆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解释说：“共

同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说没有了共同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缺少

一种公共的善，孤独地生活不足够让人类生活得更好，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值得我们选择的，或者对我们来讲是不充分的。另

外的一个原因则在于，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的政治选择和政治的问

题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孤独地生活不仅对于

个人来讲是不完善的，也缺少一种根本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们

称为人的生活。”3 

因此，共同生活的目的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形

1  列奥·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 .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73~174.

2  洛克 . 政府论（下）［M］. 叶启芳，瞿菊农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8.

3  纳斯鲍姆 . 善的脆弱性［M］. 徐向东，陆萌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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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合作或者联合的关系。因为，仅仅因为合作的关系而形成的共同生

活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共同生活的存在也同样会因为合作关系的消

失而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把共同生活放置在一个更纯粹的位置上，那

就是共同生活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共同生活是人类的一种自

然本性，那么，人在本性上就需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当然，我们说人需

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是说人的生活仅仅是为了共同生活，或者说仅

仅需要共同生活而不需要私人生活，而是讲，人天生就有一种趋向于合

作的自然要求，人们需要共同生活在一起，追求好的生活是人类的一种

自然需要。“事实上，大多数人更关心私人的事情，并承认在某种重要

的意义上，人更是一个婚姻的动物，而不是政治的动物。这也就是讲，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家庭先于城邦并且比城邦更为必要，并且繁衍后代

是人类和动物的更大的共同点。而人需要过政治生活的首要的含义就在

于，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为大于家庭的群体，甚至当他们并不需要相互

帮助的时间也力求集合。在另一个意义上，人比其它的动物都更多的是

政治动物，因为在动物中只有人有语言和理性。语言和理性可以揭示利

害关系，也可以揭示正义与不正义，动物中只有人知道正义和不正义，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在这方面的合作关系就造就了家庭和城邦，城

邦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它是构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

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因为他是理性的

和道德的动物。”1 

如果人们需要生活在一起追求好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自然事实，那么，

人需要具有美德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事实，因为，只有具有美德的人，

才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虽然对于一些人来讲，他们认为即使一

个人没有参与到共同生活中来，不具有美德，同样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是，对于任所有来讲，都不可能离开共同生活而独立生活，因为，独

立的生活是不自足的。事实上，在应当和不应当拥有美德的问题上，我

1  列奥·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 .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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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需要认真面对这样一类人：如果存在着完全独立于共同生活以外的

生活，那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的人就可以不需要拥有美德。事实上，

对于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予了批评。

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可以完全独立于他人的人，因为完全独立的

生活是不自足的生活，在共同生活之外，要么是神，要么是动物，都不

能称为一个真正的人。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或者由于机会，或者由于能力的原因

没有参与到共同生活中来，他们不去参与，甚至抵制参与共同生活，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共同生活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本性，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他们需要参与到共同生活中来。因此，美德的追求与共同生活的追求在

本质上是统一的，如果好的共同生活是我们追求的目的，那么，美德也

同样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因此，人类需要追求好的共同生活的事实给予

了美德存在的合理的理由。同样，对好的共同生活的追求也让美德成为

了人追求的目的。因此，如果追求共同生活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信仰，那么，

这种信仰就为美德的存在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如果美德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的，那么，美德就不仅仅具有工具性

的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共同生活中的人，那么，每个人都需要以一

种更深刻的方式关心共同生活，其原因就在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

每个人所关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美德存在的一种根本价值表现为拥有美德的人能够更好地追求

好的共同生活，或者说，如果我们需要过好的共同生活，那么，我们就

需要美德的存在。同样，如果追求好的共同生活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

那么，需要拥有美德也就同样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本性。本章的目的就在

于证明：共同生活的存在需要拥有美德的人，相反，没有美德则无法形

成好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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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德与共同利益

一

美德能让我们维护共同利益。

那么，什么是共同利益呢？我们可以列举如下：清洁的空气、安全

的食品、安全的社会环境、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国家的和平、对外的防卫、

公平的竞争机会、合理的分配制度、完善的法律……如果允许，似乎我

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些利益为什么被称为共同利益呢？这是因为，如果这些利益不能

够得到保障，那么每个人的生命就有可能受到威胁，每个人的财产会受

到威胁，每个人的权利会受到威胁，每个人的自由也会受到威胁，每个

人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同样，一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一个国家也将

会分崩离析，走向毁灭和被吞噬。

比如，如果国家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国民就可能

会被奴役；如果社会安全不能得到维护，那么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敢在

深夜走出家门；如果没有交通规则的遵守，那么我们可能会在马路上寸

步难行；如果制度不是公平的，那么便会滋生腐败；如果食品安全没有

得到监管，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行走在死亡的边缘；如果法律不被遵守，

也许我们将不再存在……

共同利益必须被尊重和维护，否则人将无法生存，或者说人将不以

人的形式存在。

对共同利益的需要，不仅揭示了人们所欲求的，也揭示了什么是人

们的共同利益。人们为了自己生存和共同生存更好，必须确立共同利益

的规则和人们行为的准则。

那么，如何识别共同利益呢？当然，对于古典意义上同质化的小规

模的共同体来讲，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共同的事务也相对比较简单，

因此，共同善、共同利益比较容易识别。但是，在现代大规模的异质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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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利益之间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决定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共同利益很难有

一个毫无歧见的定义。某种共同利益概念的倡导者也许会对其他概念的

倡导者的认识不以为然。并且，不同的共同利益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国家财富的增加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就可能

会存在冲突。

在这里，共和主义者佩迪特提出的一条识别共同利益的思路还是值

得我们借鉴的，“如果某一人群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它必定是

他们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通过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相互合作——

而不是根本就不合作或者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合作中获益的那种利益。

因此，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这样的利益，即在这样一项合作性事业中得

到公认的理据——它们必然是将每个人的福利都考虑在内的理据——将

要求为他们集体提供的利益。”1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什么是共同利益还无法得到一个完

全确定的回答，但是共同利益却是真实存在和有价值的。

本文在此不考察共同利益的辨识问题，而只是追问美德如何维护共

同利益的问题。

二

美德“virtue”在希腊文中原意是特长、用处和功能，在人的方面主

要是指人的品行、特长、优点和才能。2 在荷马时期，“virtue”与高贵、

贵族等词相关，意味着好的本性，比如人的容颜的美好和出身的高贵，

比如技术的好等，这个意义上的美德与自然的自然本性有关系。3 在《荷

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中，一个人有没有美德、有怎样的美德，是由其具

体的社会角色决定的。这个时期的美德概念还没有获得后来的道德意义，

力量在卓越的概念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美德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勇敢。而

1  应奇，刘训练编 . 公民共和主义［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20~121.

2  汪子嵩等 . 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6~168.

3  石敏敏 . 希腊人文主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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