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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书书书

一、问题的提起

人活着，为己还是为他？这历来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不停地处理这个问
题。人们通常都凭着自己的习惯来判断行事，没有多大的障碍。
人各有秉性，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各有不同，即便是对同一件事，也
各有看法，态度和行为千差万别，而社会也没有因为这种千差万别
而产生混乱，走向崩溃。所以，提出以上问题显得多余。可是，当
作为道德论来看待这个问题时，就有讨论的必要了。因为，道德论
往往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像你信道士，我信菩萨，他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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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或真主一样，大家都不怎么在意。可是如果基于某个理论，要大
家统一信仰时，信仰问题就会变为左右社会进程的大问题，对信仰
论就值得探讨了。

那么，现在中国有没有来自道德论方面的影响呢？当然有，并
且越来越明显。２００８ 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大事件，都清晰地证实
了这一点。

１９７８ 年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社会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现在已三十多岁，被冠以固定名称，“八零
后”，而更晚些出生的被称为“九零后”。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是
独生子，没有受过物资匮乏年代的折磨，所以，有很多评论者都认
为，这些年轻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并且是性格浮躁的一代。
而今天的社会，也往往被看做是浮躁的社会。这种看法表达了这
样一种担心，如果这些年轻人成为社会主体时，中国会变成什么
样？有这种忧虑的人自然会警告大家：不要老跟着西方价值观跑
而丢掉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国不能是个人主义。

然而，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四川发生了大地震，受灾的人们被
困在山区里，无法得到救助。于是，许多年轻人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有的自发地组织起来，从全国各地，开车运送收集起来的救灾
物资。当人们看着这样声势浩大的场面，许多人安心了，因为他们
看到了“八零后”、“九零后”身上的善良及对社会的责任感。不
过，很少有人由此展开思索：如果他们以前都是跟着西方的个人主
义跑的话，怎么又会突然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呢？

虽然人们没有这样去思索，但有关道德观念的讨论却在其他
地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了救助灾民，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有的企业自发搞起了募捐
活动。然而，悄然之间，发生了人们非常熟悉但却非常奇怪的事，
人们开始攀比谁捐的钱多，然后对那些捐钱少或没捐钱的企业进
行攻击，最后把捐钱的人们搞得非常寒心。由此，许多人捐钱或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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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事都纷纷隐姓埋名，不愿意被人知道，以免麻烦。
与此同时，道德观念的讨论还展现在另外一个惊心动魄的事

件中：在四川大地震发生时，有一个正在上课的中学教师，不管课
堂上学生们的死活，自己第一个先跑出了教室。对此，人们都感到
了震惊。然而，这个教师在电视辩论会上，公开自称是追求自我价
值实现的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错误。由此他受
到了许多人的批判，并且许多人要求解雇这个违背了教师职责的
人。对于这种批判，他辩驳说，在母亲、老婆、孩子之间选择的话，
他一定救自己的孩子，不会管其他人的。这更引起了一些人的愤
慨，有人说，谁生了他，谁嫁给他真是瞎了眼。

在这里，道德论以清晰的线条展开了。第一，无论谁，都应该
对他人抱以关心和同情，对社会尽义务。第二，如果违背这一原
则，应该受到制裁。第三，道德水平高低决定个人行为的好坏和社
会的存亡。毋庸置疑，在这种道德论中，对“为己还是为他”这个
问题，早有明确答案：人应该以他人为重，努力提高道德水准和思
想境界。能够这样做的人是“君子”，因为他会为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不能这样做的人是“小人”，因为他的行为往往给社会带来负
面效果。

这种道德论所表述的道理在有些场合是成立的，但在有些场
合却无法成立。比如，那些在股票市场炒股的“小人”给社会带来
了负面影响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很多人会这样认为，但现
在大概不会了。这种变化意味着，至少在经济领域，我们承认了
“小人”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今天，在金融风暴的阴影下，如果
那些“小人”都不去炒股，也许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恢复不了，
经济的低迷就难以摆脱。

站在这种思变的立场上，我们是否可以对以上的道德论提出
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呢？比如，人为什么非要当“君子”不可？有
“君子”也有“小人”的社会是不是更为合理？我们是否可以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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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放在一边，问一问，为什么母亲、老婆就一定比孩子重要？为
什么自己的性命一定不比别人重要？为什么应该捐钱给别人？这
些是人性的道理，还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道理，或者仅仅因为是老祖
宗的教诲？如果这一连串的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答案，那么，提出
“为己还是为他”的问题也许就不是多余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对全世界展示了中国
的传统道德，表达了中国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谐。可是到了 ９
月，一个事件猛烈地冲击了我们。由于毒奶粉在市场上公开销售，
导致了许多婴儿发病，甚至死亡。由此严肃的道德讨论展开了：没
有道德，没有诚信，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①。这种道德论，用通俗
的话说就是，如果大家都相互欺骗，社会就完蛋了。诚信是社会的
基石，这表面上看起来很正确，即便是犯罪盗窃团伙、黑社会组织，
其成员之间也是要讲信用的。可是，如果就像黑社会成员之间的
诚信往往只能靠暴力手段所带来的恐惧心理一样，最终都必须对
不诚实的人给予处罚来维持诚信，那么，还用得着道德说教吗？

就孔子的教诲而言，中国传统道德是建立在“为他人着想”这
个基点上的。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指与人为善，关心
人，容纳人。诚信却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诚信的对立面是欺骗，
欺骗应该是罪与罚的问题。在家庭生活中，在朋友之间，在同事之
间，包括善意在内的撒谎和欺骗常常发生，这可以被认为是道德问
题，但经济场合决不是这样。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就是既给你带来好处，又同时给
我带来好处。如果只给你带来好处，而不给我带来好处，那就不可

①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人民日报》以《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为题，发表评论
员文章，文章写道：“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我们放心走路，
是因为我们相信车流会在红灯前停下来；我们安心睡觉，是因为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
故塌下来。没有这种基本的信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也就
无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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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交换，这样的东西不能叫做商品。有人利用手段，把不属于
商品的东西拿来交换并且取得了成功，这种行为与欺诈没有什么
区别。如果有人在超市把商品偷偷塞进自己口袋里，如果有人在
买东西付钱时用了假钞，商家绝对不会认为是单纯的道德问题。
同样如此，商家缺斤少两，以次充好，为什么就被认为是商业道德
问题呢？很显然，商业活动中，没有道德问题，只有违规、犯罪和惩
罚问题。

不仅在商业活动中，即便在宏观经济中，诚信也不是道德问
题，而是违章违法问题。比如，中国的统计数据长期被认为不可
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现在采取的对策是问责处罚，而
不是道德说教。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政府公布了《统计法》，明确了
对瞒报数据者的惩罚措施。既然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诚信是法
规、法律问题，为什么要把它与道德混为一谈呢？这种现象也许反
映了用道德来取代法律和制度的倾向，也反映了用道德来取代法
治的意识。在我们的观念中，道德是统管一切的，不仅统管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还要统管经济、法律、政治。

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对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可能完全不同。
母亲对家庭可以献出一切，可是到市场买菜时，会讨价还价，不愿
吃一点亏。让母亲用对家人的态度去对待市场上的对手，显然是
不太可能的。同样如此，无论在市场或商业活动中，无论多么斤斤
计较，无论多么冷酷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多少也要有所收敛。道理
很简单，在家庭生活中，是否让人感到人间温情是恶善的判断标
准，而在市场上，是否通过正当手段获得最大利益是恶善的判断标
准。人们的市场行为，首先，正当与否是法律范畴，其次，由于追逐
利益就一定无法照顾他人的感受，自然会给人冰凉冷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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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人为善这种恶善标准在市场经济中只能被忽视①。
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中道德说教就变得苍白无力。可以

设想，如果在人们的呼唤下，在道德教育下，厂商能讲道德良心那
是最省事的。从社会成本来说，是最划算的，所以从古至今，许多
学者、领导者，都想图省事、一劳永逸，大力提倡道德教育。这个道
理，做家长的最有体会。小孩听话，家长会少操多少心啊！但这只
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上做不到。现实是，大多数家
长非得操心不可，要不怎么会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在市场交易中，
这就更是天方夜谈了。通过这次毒奶粉事件后，消费者会相信厂
商反省了自己的道德良心，以后也不会再有违背道德良心的事发
生而放下心来吗？表面上看，老百姓还在商店里买奶粉，所以好像
可以认为他们相信了道德说教对厂商发生了作用，相信了道德的
力量，但实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老百姓明知可能有问题，但又没
有办法，他们要消费，要靠厂家的产品维持正常生活。他们只能这
样来说服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不见，心不烦”，勉强地
相信厂商。

仔细思考以上的道德论也许会明白问题所在。这种道德论的
观点应该是这样：道德与经济紧紧相连。在“为己还是为他”这个
问题上，生产和贩卖者应该是“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也就
是，只要你尽量为人民服务，人民自然会让你赚钱的。用中国的话
来讲就是“诚信为本”，用西方的话来讲就是“信用就是金钱”。一
旦生产和贩卖者不是这样，市场经济秩序就会崩溃。因为，大家都

① 根据场合不同，忽视“诚实做人”的原则，也是家常便饭。有人做了这样的总
结。家务管理和职业管理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目标是增进感情，后者是利益至上；前
者不追求手段理性，只强调结果，只要婆婆老人开心，骗她说这顿饭只吃了 １００ 元而不
是 ５５０ 元不算欺骗甚至算是美德，而对于后者来说，这样做就已经触及到职业操守的
底线。（《婆婆就像老板？》，《如果生活是个项目》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５ 月 １３ 日英国《金
融时报》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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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对方，谁还会去买东西？但这样来假设问题明显脱离实际。
现实的残酷性在于，就食品而言，你非买不可，不买这家的就得买
那家的，而食品市场也永远会存在下去。

这样的现实深深地触及道德应有的特性。比如，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底发生了世界性的猪流感。为了应付这个问题，中国禁止从墨西
哥等国家进口猪肉。这时，我们强调的是制度，而不是对墨西哥人
的道德，也不是对这些国家生产和出口商的信任。对其他国家我
们可以这样做，但对国内却难以做到。因为，除了那些可以自给自
足的农家之外，城市百姓的生活非要依靠市场，非得依靠生产和贩
卖者。既然现实是，无论生产和贩卖者有没有道德，人们都必须依
靠，同时，也知道他们不会听从什么道德说教，那么，我们针对他们
大谈道德论的实际意义何在？维持市场秩序的底线又在哪里？

２００８ 年不仅在中国是多事之秋，在国际上也是这样。由美国
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不仅使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倒闭，也
带来了全球性危机。由此，许多人得到一个结论，西方的金融机构
为了赚钱，不惜牺牲投资者的利益。而在欧美，是否应该用纳税人
的钱去拯救那些金融机构，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有人一针见血地
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是银行家贪婪，忘记了道德的底线。这种说
法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在理，但解决和防止这样的问题，是通过强调
道德意识，还是通过制度和法律的改进，结论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在大多数老百姓的性命都维系于市场经济之中的
社会里，维持市场的底线不在于你为我好，我为你好，你让着我，我
让着你这样的道德意识，而在于必须保护用钱买来的商品所有权
不受侵犯的法律意识，必须保护他人性命的意识。诚信不是良心
或良知的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如果混淆这一点，一意强调道德意
识的提高，那么，就可能给欺诈者以开脱罪责的机会。他们可以
说，由于自己道德意识太差，以后提高就行了，从而打马虎眼。人
们现在都感到贪污腐化行为猖獗，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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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混淆现象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法治社会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对此没有明确
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片面地接受一种道德论，形成某种
价值观，从而会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更加困惑。因此，有必要
对道德论进行一些探讨，理解自己在宇宙、在人类社会、在中国社
会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从而让我们更好地选择生活。

二、道德与强国

通过哲学概念来探讨道德是常用的方式。但这样的探讨往往
流于概念形式，脱离实际生活。如果要结合实际来谈道德，那么就
得问，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对此，各人从自己的
现实出发，自有定论。但就社会整体来说，还是发展壮大。

近几年，中国拍摄了许多战争时代的电视剧和电影，它们的名
称很多都被冠以“血色”两字。何为血色？在许多访谈节目中，找
一些老年人来谈他们年轻时候的恋爱婚姻生活，他们很多都说，俩
人没有怎么谈恋爱，只是觉得合适，两张单人床凑在一起就算结婚
了。今天的年轻人当然不能理解，会追问：怎么会这样呢？那是你
的人生幸福啊！老人们一般都会回答：那时工作忙，哪有那么多的
时间来想这些事，那时也没有条件，怎么能像现在这样，要什么有
什么。

听到那些老年人的回忆，我们会理解到，他们不是不想去追求
他们个人幸福，而是在那个贫穷和动荡的年代中他们迫于无奈。
他们为什么会落得那样的生活局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前几辈
人留下了大量的负遗产，而这些最终压在了他们的头上，让他们喘
不过气来吗？他们除了努力奋斗和忍耐，没有其他办法。这里说
的可不是佛教的轮回报应，而是一个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当我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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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祖宗们还稳坐在黄土地上，谈天道地，固步自封，过着安详生
活时，我们在世界性的竞争中已经败北下来了。我们被迫割地赔
款，生活越加贫穷。摆脱贫穷的重任只好由那些年代的年轻人来
承担。而正是由于他们进行了将近一生的自我牺牲和奋斗，我们
今天才可能再次获得谈论人生幸福和和谐社会的条件。那么，如
果我们今天，又想模仿我们老祖宗，坐下来谈天道地，我们会不会
也给我们自己的后代留下一笔足以使他们失去谈论幸福的前提条
件的负遗产？

所以，联系实际生活来谈道德，核心主题当然就是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鼓励人们靠个人力量去追求自己
的幸福。那么，这种“鼓励人们去追求”的道德论与前面所提到的
道德论又有什么区别？因此，从理解人们所需的精神支柱角度来
看，探讨道德论也不是多余的。

在国内外风云变幻无穷的今天，国内的道德问题以及由此带
来的困惑、国外的资本主义道德伦理及其功过，这些都再次成为人
们瞩目的焦点。本书围绕着中国道德论的核心问题“为己还是为
他”，采用纵横比较和跨学科的方式，从经济利益（私欲）、社会秩
序、精神支柱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以及日本社会的
道德理论产生和发展、现状和将来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并着力描绘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图画。为此，本书在研讨课题上的名称是，《人
类道德论的衍化：为己还是为他？》。

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