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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与利益之辨

在具体的助人实践 中，社 会 工 作 者 经 常 会 遇 到 无 法 选

择恰当的方法以帮助 案 主 的 情 况。人 们 往 往 把 这 种 两 难 归

结为伦理困境。这种困 境 常 常 表 现 为 案 主 的 需 求 与 社 会 普

遍认可的需求之间 的 矛 盾。在 具 体 的 情 境 下，后 者 往 往 通

过各种途径来影响社会工作者的决 策 过 程。① 若 要 把 这 种 难

以抉择的状态归 结 为 伦 理 困 境，首 先 需 要 明 确 “伦 理”的

涵义。

人是一种理想性和 超 越 性 的 存 在。人 总 是 不 满 足 于 现

状而希望将理想变 为 现 实，因 此，人 与 世 界 表 现 为 一 种 否

定性的统一关系。对 “善”的 寻 求 正 是 人 之 理 想 性 存 在 的

一种体现。

当人们开始思考与 世 界 的 关 系 问 题 时，首 先 会 诉 诸 于

对 “真”的渴望。何 者 为 “真”表 现 为 对 一 种 确 定 性 的 理

解。人的全部生活以及 对 世 界 的 全 部 理 解 需 要 建 立 在 一 个

坚固的基点之上，但这种真理性的寻求过程极易出现悖论：

将追求的真理变为远 离 人 自 身 的 绝 对 存 在，好 像 那 个 真 理

是悬置在人 之 外 的 某 个 存 在，结 果 使 人 离 真 理 越 来 越 远。

消解这种悖论，就 必 须 诉 诸 对 “善”的 寻 求。这 意 味 着，

对 “真”的寻求 过 程 必 然 要 以 “善”的 生 活，即 属 人 的 好

生活为归依。真理不 是 理 性 的 绝 对，而 是 服 务 于 人 自 身 的

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具有了伦理的维度。换言之，

伦理作为一 种 规 范 价 值，是 对 人 之 全 部 生 活 的 一 种 限 定，

是将人的生 命 活 动 引 向 幸 福 的 必 然 选 择。在 哲 学 意 义 上，

这种 “善”的生活就是能 “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生活，

而在社会学的意 义 上，这 种 “善”的 生 活 就 是 能 使 人 在 现

代性的条件下获得道 德 感 和 内 心 秩 序 的 生 活，是 使 个 人 与

他者和谐共在的生活样态。

因此，伦理是人及其 全 部 生 活 的 重 要 维 度。作 为 一 种

规范价值，伦 理 引 导 人 去 创 造 一 种 属 人 的 生 活。如 果 说，

社会学是哲学对 “善”之 追 求 在 一 定 社 会 历 史 条 件 下 的 具

体化，那么社会工作 就 是 以 践 行 这 种 信 念 为 目 的 的。社 会

工作帮助有困难的人，不 仅 仅 是 帮 助 其 解 决 具 体 的 利 益 问

题，还要以引导其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现 代 人、引 导 其 生 活 无

限接近幸福生活为目标。

正是在上述意义中，通 常 理 解 的 社 会 工 作 者 之 困 境 实

质是一种基于利益选 择 的 策 略 问 题。追 求 利 益 的 过 程 当 然

不会一帆风顺。

在现代性条件下，平 等 是 个 耳 熟 能 详 的 诱 人 理 念，但

对平等的强调却导致 了 一 个 意 外 的 后 果，即 现 代 人 极 易 遁

入一种私人状态：任 何 人 无 权 干 扰 我 的 生 活，我 亦 不 干 涉

别人的生活。于是，每个人的利益都具有了绝对的至上性，

公共生活消失殆尽。这里的悖论就在于，“自我”之外的所

有人自然就会成 为 “我”实 现 利 益 的 必 然 障 碍。当 个 体 必

须面对这些 “他者”的 时 候，其 利 益 实 现 过 程 就 会 变 得 坎

坷崎岖。但在 “平等”的 名 义 下，每 个 人 的 利 益 诉 求 却 应

当无条件地得到满足。

社会工作者眼中那 些 有 困 难 的 人，实 质 上 就 是 上 述 那

些急欲实现利益的 人。对 社 会 工 作 者 而 言，在 助 人 过 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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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面对两种关系：一 是 案 主 本 身 的 利 益 诉 求 与 其 自 身

的实际利益需求之 间 的 关 系；二 是 案 主 的 利 益 诉 求 与 “他

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关 系。虽 然 解 决 案 主 的 实 际 利 益 是 首

要的工作，但 当 社 会 工 作 者 面 对 案 主 之 外 的 所 有 “他 者”

的利益时，自然会对 案 主 的 利 益 与 “他 者”的 利 益 之 间 的

关系有所警觉。因为个 人 利 益 的 实 现 不 可 能 无 视 他 者 的 利

益。因此，也就难怪社会工作者难以作出决策了。②

对利益问题的探讨 固 然 很 重 要，但 利 益 问 题 总 归 不 是

人之生活的第一维 度。寻 求 利 益 是 正 当 的，但 如 把 此 过 程

绝对化就会遮蔽对于 人 来 说 更 加 重 要 的 问 题，伦 理 问 题 就

是其中之一。伦理学 的 根 本 目 标 是 为 了 询 问 生 活 意 义，它

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 行 为 方 式、生 活 形 式 和 社 会 制 度 最 能

够创造幸福生活［１］ （Ｐ８），这相当于在为幸福生活做论证，

而社会工作则通过实践努力将这种理想变为现实。

仔细阅读各种社会 工 作 伦 理 守 则，就 会 发 现 其 间 充 斥

着为解决实践 困 境 所 设 定 的 各 种 “应 该……”。③ 这 种 句 式

给人以鲜明 的 指 向，似 乎 应 用 它 就 可 以 圆 满 地 解 决 困 境，

但这种解决只是利 益 的 实 现，而 不 是 伦 理 意 义 的 彰 显，也

谈不上 践 行 社 会 工 作 的 基 本 理 念。更 重 要 的 是， “应 该

……”这样的句式蕴 含 一 个 基 本 前 提，那 就 是 其 来 源 于 特

定人群的特定利益。当 社 会 工 作 者 遇 到 困 境 时 问 “到 底 应

该怎么办”时，实际上是在问：“我的行动应该符合何者的

利益？”只要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满足了特定的利

益群体。④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是 社 会 工 作 者 所 追 求 的，因 为

满足一定人的利益，几乎是以损害相关人利益为前提的。

其实，作为一门学科，社 会 工 作 的 使 命 就 在 于 增 进 现

代人的福祉，但这绝不是解决了利益问题就能自动实现的。

社会工作 （者）如果 止 步 于 对 利 益 问 题 的 探 求，那 么 其 伦

理承诺就无法实现。

二、社会工作的伦理承诺

显然，利益问题和伦 理 问 题 是 不 同 的。社 会 工 作 者 在

具体实务中遇到的各种困境，其实不是伦理困境，或者说，

那些问题根本不涉及 伦 理 的 论 域。社 会 工 作 者 的 现 实 困 境

是不知如何处 理 多 元 利 益 格 局 下 现 代 人 的 基 本 利 益 诉 求。

毕竟，在一个以平等 和 自 由 为 主 要 旨 归 的 社 会 里，任 何 处

理利益问题的手段 都 可 能 损 害 到 他 者 的 利 益，这 样，社 会

工作者的困境就会 出 现———到 底 是 优 先 满 足 案 主 的 利 益 还

是优先实现追求自 由 平 等 的 现 代 特 质。实 际 上，社 会 工 作

作为一种现代专业的 助 人 活 动，其 自 身 所 必 然 带 有 的 伦 理

维度并不止 于 此。社 会 工 作 的 基 本 承 诺 是 增 进 案 主 福 祉，

也就是要向案主承 诺 一 种 美 好 生 活，或 称 幸 福 生 活。即 使

是社会工作者在具体 的 实 务 中 不 断 去 满 足 案 主 的 各 种 利 益

需求，但终归都是为 了 更 高 的 幸 福 生 活 的 目 标。那 么，到

底什么是幸福生活？社 会 工 作 者 需 要 怎 样 的 标 准 去 衡 量 自

身的全部实践活动？这 是 分 析 社 会 工 作 的 伦 理 困 境，甚 至

确立社会工作专业存 在 合 法 性 的 核 心 议 题。社 会 工 作 的 伦

理困境也恰恰来源于 在 现 代 性 条 件 下 这 种 伦 理 承 诺 的 艰 难

实现。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

如果不去或 不 能 追 求 幸 福，生 活 就 毫 无 意 义。［１］ （Ｐ１３５）

但如何定义幸福生 活 确 是 个 重 要 的 问 题。显 然，人 是 一 种

独特的存在———超越性的 存 在，这 种 超 越 性 体 现 在 他 不 满

足于既成的自然世 界，而 决 心 用 自 己 的 实 践 去 改 变 它，这

个改变的过 程 既 是 对 自 然 的 否 定，也 是 对 人 自 身 的 肯 定。

人的全部本质就在此 过 程 中 获 得 了 实 现。而 这 种 实 践 活 动

一定是以幸福生活 为 目 的 的。由 此，我 们 看 到 了 生 活 意 义

问题的重要性。人的基 础 性 需 求 是 否 被 满 足 决 定 了 人 的 生

存状况，而人的根本目 的 性 是 否 得 到 实 现 则 决 定 了 人 的 生

活意义。［１］ （Ｐ１４０）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何为充满生活意义的幸福生活。

１．幸福生活是一种可能生活

可能生活 可 以 定 义 为 每 个 人 所 意 味 着 要 去 实 现 的 生

活［１］ （Ｐ１４０），也就 是 说，人 的 实 践 活 动 是 一 种 有 目 的 的

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 们 会 用 各 种 方 式 赋 予 其 行 动 以 各

种意义。这是一个基 本 的 事 实。在 此 意 义 上，人 不 是 自 然

而然地活着，而是有 目 的 地 活 着。因 此，赋 予 意 义 是 一 种

基本的生活态度，获 得 意 义 是 一 种 基 本 的 生 活 结 果。即 使

通过朴素的直观，人们也早就发现诸如智慧、勇敢、勤劳、

爱情和友谊等等是真 正 的 美 德 或 功 德，美 德 意 味 着 令 人 羡

慕的能力发挥，意味 着 人 的 卓 越 性 或 者 人 的 最 优 状 态。总

之，意味 着 生 活 意 义 的 最 大 化———这 比 利 益 最 大 化 更 重

要。［１］ （Ｐ１４１）

由此看出，幸福生活 只 是 一 种 可 能 性 的 生 活，任 何 人

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实 践 将 这 种 可 能 性 变 成 现 实 性，而 要 害

就在于能否把此过程 塑 造 成 积 极 的 意 义 赋 予 过 程。幸 福 生

活可能是各 种 式 样 的，是 为 任 何 人 所 敞 开 的 一 种 可 能 性，

但其内核一定是充满意义的。

２．幸福生活是一种道德生活

内在于幸福生活的 生 活 意 义 不 是 一 个 自 在 的 存 在，而

是诞生于一个被赋予 的 过 程，这 个 过 程 的 实 质 就 是 人 们 获

得一种道德感的生命历程。

人不是离群索居 的 个 体。作 为 群 体 成 员，人 必 须 通 过

与他人相处来规范 自 身 的 行 动。在 不 断 地 交 往 中，每 个 成

员都会找到一种理 解 自 身 的 根 据、标 准 和 尺 度，这 种 涂 尔

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进 一 步 规 范 成 员 建 构 和 赋 予 生 活 意

义的过程。因此，说幸 福 生 活 是 一 种 道 德 生 活，就 是 说 一

种群体性的生活状态。

由此看来，道德不仅 仅 是 一 种 规 范，更 是 一 种 意 义 来

源。它生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人获得一种确定性状态的过程。

人需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道德感的获得使人能 够 有 根 有 据 地 去 过 一 种 可 能 的 幸 福 生

活。⑤

所以说，道 德 的 实 质 是 一 种 美 德，而 不 是 一 种 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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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感是一种获得 意 义 的 结 果，而 不 是 对 意 义 的 禁 锢；道

德生活就是幸福生活。

３．幸福生活是一种内心秩序

当我们把幸福生活 界 定 为 一 种 有 意 义 的 生 活 时，更 多

地强调了人 创 造 属 于 自 己 的 可 能 生 活 的 过 程。一 切 意 义，

甚至全部的幸福生活归根结底是为人而存在的。没有了人，

就没有所谓幸福生 活。而 对 于 人 来 说，那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道

德生活所以能够成为 可 能，就 在 于 其 内 心 具 有 了 一 种 秩 序

感。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重要。

一种秩序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认可的规范基础上。

认可就意味着每个人 的 心 里 都 有 着 相 似 的 认 知，然 后 在 行

动中达成某种默 契。这 种 默 契，既 是 个 人 的 内 心 秩 序，也

为群体所认同。所以，内心秩序的建构并不止于个人本身，

它也是社会秩序的 一 部 分。社 会 要 想 得 以 存 续 下 去，必 须

在个人与他者之间达 成 相 互 协 调 的 状 态，用 集 体 意 识 的 纽

带将个体维系于社会，使 集 体 意 识 真 正 成 为 所 有 个 体 意 识

的统一体，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类意识的综合体。［２］ （Ｐ３５４）

因此，幸福生活决不 仅 仅 是 个 人 的 事 情。说 幸 福 生 活

是一种内心秩序，实 际 上 是 说 个 体 需 要 一 种 秩 序 感，需 要

一个能够让其脚踏实 地 地 谋 划 幸 福 生 活 的 支 点。这 个 支 点

仅通过自身的理性是 很 难 获 得 的，它 是 内 心 秩 序 和 社 会 秩

序的统一。

三、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上述三个方面阐发 的 幸 福 生 活，自 然 不 是 利 益 问 题 所

能涵盖的。社会工作助 人 活 动 的 全 部 目 的 应 该 在 于 帮 助 案

主实现幸福生活，也 就 是 帮 助 案 主 不 仅 实 现 利 益，更 要 收

获幸福。显然，要实现后 者 更 为 困 难。也 正 因 如 此，更 需

要社会工作这样的专业性助 人 活 动。⑥ 以 此 来 看，社 会 工 作

的伦理困境就是社会 工 作 专 业 本 身 的 困 境，这 对 于 社 会 工

作专业来说是其存 在 合 法 性 的 题 中 之 义。质 言 之，社 会 工

作的伦理困境，就是在 现 代 社 会 中 幸 福 生 活 何 以 可 能 的 问

题。

（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基本语境

首先，自由和理性是现代社会的特质。启蒙运动以来，

自由和理性等理念 开 始 了 在 全 球 的 扩 展。在 康 德 那 里，现

代人是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理性的人［３］ （Ｐ２３）。理性一方面

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增 添 了 无 尽 的 动 力，另 一 方 面 也 为 人 类

提出了难以克服的难 题，即 由 理 性 自 身 的 张 力 给 现 代 人 造

成了极大困境：当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需要用理性去支配时，

理性就变得只是一种 态 度 而 没 有 实 质 内 容，此 时 的 理 性 也

就变成了最大的无 意 义。而 在 其 现 实 表 现 上，人 们 恰 恰 会

因为理性的无所不在 而 变 得 无 所 适 从。这 种 无 所 适 从 的 必

然结果就是：人同自 己 的 劳 动 产 品、自 己 的 生 命 活 动、自

己的类 本 质 相 异 化，其 直 接 结 果 就 是 人 同 人 相 异 化。［４］

（Ｐ５９）

因此，“无人身的理性”造成了现代人 “自由得一无所

有”的状态。这直接导 致 人 们 把 全 部 意 义 简 单 地 归 结 为 对

利益的寻求，利益的 原 则 充 斥 着 全 部 的 日 常 生 活，人 离 幸

福生活也就越来越远。

其次，平等是现代人 追 求 的 经 常 性 目 标。现 代 人 平 等

的追求蕴含着一种悖 论：平 等 的 结 果 会 使 人 遁 入 一 种 纯 粹

的私人状态，但我们 恰 恰 还 需 要 过 公 共 性 的 生 活。平 等 的

社会恰恰意味着任何 人 的 任 何 利 益 在 原 则 上 都 应 当 得 到 满

足。所以，平等的背后 必 然 隐 藏 着 公 共 性 的 身 影，这 个 公

共性体现为个体之外的所有他者的存在。

这又会加剧个体走 向 原 子 化 状 态 的 进 程。现 代 人 极 易

成为被公共意见支配 的 原 子 人。人 们 表 面 上 在 创 造 只 属 于

自己的生活，但实际 上 却 在 过 着 一 种 千 篇 一 律 的 生 活。公

共意见充斥着生活的 大 多 数 方 面，可 是 幸 福 生 活 不 可 能 是

千篇一律的。幸福生 活 是 一 种 可 能 生 活，其 核 心 在 于 拥 有

既具体又普遍的生活 意 义。平 等 的 现 代 人 赋 予 生 活 的 只 可

能是 “不知来自 何 处”的 公 共 意 见。最 危 险 的 是，这 种 公

共意见只有着利益 的 身 影，而 无 道 德 的 任 何 痕 迹。幸 福 生

活似乎在现代人追寻利益的过程中渐行渐远。

最后，秩序是现代社 会 最 棘 手 的 问 题。按 照 涂 尔 干 的

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 在 充 分 地 职 业 分 工 基 础 上 建 立 起 来

的组织化世界［５］ （Ｐ９１），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组织

内，业缘关系逐渐取代 血 缘 和 亲 缘 关 系 一 跃 成 为 人 们 交 往

的主要载体和形式，但 现 代 组 织 在 理 性 化 的 悖 论 下 极 容 易

处于松散的状态。这意 味 着 个 体 只 是 在 固 定 的 职 位 上 完 成

固定的工作，维系组 织 存 在 的 可 能 是 些 干 巴 巴 的 制 度，但

缺少了个体应该得到的有意义的组织生活。

如果说组织化的生 活 是 现 代 人 的 必 然 选 择，那 么 组 织

应当为人们创造幸福 生 活 提 供 基 本 的 保 障。但 在 现 代 组 织

中，恰恰很难寻觅到 意 义 的 踪 影。如 果 说 幸 福 生 活 来 自 于

一种内心秩序，或者说 就 是 一 种 充 满 意 义 的 有 秩 序 的 内 心

感觉，那么现 代 组 织 就 应 当 承 担 起 建 构 意 义 的 重 要 任 务。

平等理念支配下的现 代 人 既 然 无 法 独 自 创 造 出 意 义，也 只

有寄希望于组织，但现 代 组 织 却 只 能 加 剧 人 们 的 道 德 真 空

状态。没有什么是能 够 规 约 人 们 行 动 的 公 认 准 则，个 体 的

意愿很难成为组织认 可 的 标 准。组 织 存 在 的 原 则 只 来 自 于

利益。组织生活只能 给 个 体 提 供 一 个 职 位 和 一 份 工 资，但

却无法作为生活意 义 生 成 的 源 泉。在 此 意 义 上，幸 福 生 活

失去了 “组织保证”。

综上所述，诸如理性、自 由、平 等 和 秩 序 这 些 充 满 内

在张力的概念足以让 现 代 人 在 实 现 幸 福 生 活 的 征 途 中 举 步

维艰，这是现代社会的 “二律背反”。自然地，它们同时构

成了社会工作的伦理 困 境，这 是 现 代 社 会 为 社 会 工 作 设 下

的 “伦理陷阱”，它构 成 了 社 会 工 作 伦 理 困 境 的 基 本 语 境，

即作为一种 可 能 生 活、道 德 生 活 和 内 心 秩 序 的 幸 福 生 活，

与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间的 “格格不入”。幸福生活能否包

容自由、平等、理性等 内 涵，是 社 会 工 作 者 在 进 行 实 务 之

前必须进行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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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主要内容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 主 要 内 容 是 指 由 利 益 问 题 的 永 恒

性所牵涉出的社会工作 （者）对待利益问题的态度困境。

因为社会工作的伦理 承 诺 实 质 是 引 导 受 助 者 通 向 一 种

幸福生活，所以社会工 作 者 在 实 践 中 要 做 的 就 是 利 用 各 种

方法为幸福生活的实 现 创 造 条 件。社 会 工 作 的 伦 理 困 境 也

恰恰在此时 凸 显 了 出 来：幸 福 生 活 在 现 代 社 会 何 以 可 能。

因为利益问题始终是 阻 碍 幸 福 生 活 实 现 的 重 要 因 素，所 以

对幸福生活的讨论就无法回避它。

利益问题之所以 重 要，蕴 含 着 两 层 意 思：它 既 是 全 部

生活得以可能的基本 前 提，也 是 幸 福 生 活 本 身 内 在 的 逻 辑

起点。人当然要在基本 生 存 得 以 满 足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去 追 求

更高需要，这是就人 的 自 然 属 性 而 言 的。在 追 求 道 德 性 和

秩序性的幸福生活时，实 质 上 就 是 人 能 否 超 越 自 然 本 性 而

获得一种类本质，也 就 是 真 正 属 于 人 的 本 质 的 过 程。这 种

本质是人特有的，其实 现 过 程 恰 恰 是 在 改 造 自 然 的 实 践 过

程中得以可能的。

因此，对幸福生活问 题 的 讨 论 绕 不 开 利 益 问 题，但 需

要警惕的是，不能让 利 益 成 为 幸 福 生 活 的 全 部 内 容。而 这

是现代社会极易给人 布 下 的 陷 阱，也 是 利 益 为 社 会 工 作 布

下的陷阱。说到底，幸 福 生 活 作 为 一 种 被 感 知 的 状 态，必

须内在有生活意义。这 个 意 义 的 起 点 来 自 基 于 利 益 博 弈 的

实践，但最终 的 目 的 是 将 利 益 问 题 进 行 否 定［２］ （Ｐ３６６）。

社会工作 （者）如何 辩 证 地 对 待 利 益 问 题，就 构 成 了 社 会

工作伦理困境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深层主题

通过对社会工作身 处 其 中 的 现 代 情 境 的 阐 发，以 及 对

于利益问题永恒性的 承 认，社 会 工 作 伦 理 困 境 的 更 为 深 层

意蕴就彰显无余了，那 就 是 社 会 工 作 如 何 在 现 代 性 条 件 下

证成自身。简言之，社会 工 作 是 否 有 能 力 在 现 代 情 境 中 贯

彻自己的伦理承诺，这 也 就 是 社 会 工 作 的 专 业 性 与 非 专 业

性之间的永恒张力问题。

实际上，社会工作是 一 门 特 殊 的 学 科，它 需 要 在 实 践

中不断地证明存在 的 合 法 性 问 题。这 个 实 践 过 程，表 面 上

看是在帮助受助者解 决 实 际 问 题，本 质 上 却 应 当 为 受 助 者

通向幸福生活提供 帮 助。换 言 之，社 会 工 作 专 业 及 其 从 业

者需要在实践中贯彻 幸 福 生 活 的 基 本 信 念。这 就 是 社 会 工

作专业的理论承诺，也是其专业性的突出体现。

关于幸福生活的承 诺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伦 理 承 诺，是 建 立

在真正伦理问题基础 上 的 一 种 实 践 指 向。现 代 社 会 的 基 本

特征以及现代人的存 在 方 式 使 得 生 活 意 义 问 题 变 成 了 最 为

迫切的问题。人自己 创 造 属 于 自 己 的 世 界，世 界 只 有 为 人

而存在才是真正有 意 义 的 存 在。这 个 过 程 的 实 现，恰 恰 在

于人通过实践为世界 赋 予 了 多 重 意 义。社 会 学 的 目 的 是 要

发现赋予意义过程的 真 实 逻 辑，社 会 工 作 却 需 要 在 实 践 中

贯彻这种意义，结果就 是 锻 造 出 了 一 种 现 代 样 式 的 幸 福 生

活。

正因如此，社会工作 及 其 从 业 者 承 担 着 最 为 艰 巨 的 任

务。仅仅去解决利益 问 题，仅 仅 去 思 考 关 于 利 益 解 决 的 策

略问题，不仅降低了 社 会 工 作 的 存 在 价 值，也 遮 蔽 了 一 些

重要问题，更可能加剧了已有问题的严重性。

社会工作的使命 就 在 于，帮 助 现 代 人 寻 找 到 “作 为 人

而成为人”的方法。具 体 地 说，使 平 等、自 由、民 主 和 理

性等现代特质具有坚 实 的 内 容；让 现 代 人 建 立 起 一 种 内 心

的道德秩序，使得利益 问 题 能 够 在 更 具 道 德 性 的 现 实 基 础

上获得圆满解决；为 使 个 人 与 他 者 能 够 和 谐 共 存，去 建 立

一种个人与他者相统一的社会意识。

这些看起来异常艰 巨 的 任 务，正 是 社 会 工 作 专 业 的 使

命所在，否则社会工 作 就 没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了。因 为 把 帮 助

有困难的人作为全部 旨 趣，必 然 会 陷 入 对 利 益 的 无 休 止 的

争论和难以抉择当中。关 于 利 益 问 题 的 讨 论 只 可 能 是 一 种

无聊的争论，因为其 间 没 有 任 何 伦 理 的 身 影，更 不 可 能 奢

谈什么生活意义和幸福生活。

利益问题的永恒性和 现 代 情 境 的 基 本 状 况 使 得 社 会 工

作的非专业性特质也 非 常 明 显。在 分 析 现 代 人 与 幸 福 生 活

的距离时，我们已经 明 确 指 出，当 那 些 现 代 社 会 特 有 的 理

念根本无法给现代人 一 种 确 定 性 的 生 活 状 态 时，人 的 社 会

属性的实现就会变 得 异 常 困 难。这 时，人 之 自 然 性 的 本 能

就会无限膨胀，直至 成 为 全 部 生 活 的 指 导 原 则。利 益 问 题

便遮蔽了幸福生活的问题。

社会工作在实践中 急 于 满 足 受 助 者 的 各 种 需 求，急 于

见到可量化的成 功 标 准。殊 不 知，悖 论 就 在 于，对 利 益 问

题的讨论始终无法达 致 最 佳 的 结 果，因 为 现 代 人 在 利 益 面

前永远是平等的，不存 在 一 种 完 美 的 制 度 设 计 能 够 满 足 全

部相关者的利益 诉 求，此 其 一。其 二，由 于 执 著 于 眼 前 利

益的实现，社会工作早 已 把 自 身 的 伦 理 承 诺 忘 记 得 一 干 二

净。这就出现了一 个 “意 外 状 况”———伦 理 问 题 被 实 际 的

社会工作偷 换 成 了 利 益 问 题，伦 理 困 境 也 就 无 从 谈 起 了。

这个问题的致命性在 于，社 会 工 作 也 在 自 己 的 实 践 中 将 自

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瓦解殆尽———因为助人活动自古就有，

即便缺少一个 “社 会 工 作”也 是 “无 伤 大 雅”的。社 会 工

作到底如何处理专业 性 与 非 专 业 性 之 间 的 关 系，也 就 是 如

何处理眼前利益与长 远 利 益 的 关 系，也 涉 及 到 由 利 益 问 题

的解决能否达致幸福 生 活 的 问 题。这 构 成 了 社 会 工 作 伦 理

困境的深层主题。

质言之，理解社会工 作 的 伦 理 困 境，实 际 上 就 是 在 理

解现代人的存在 状 态，就 是 要 问 那 个 “使 人 成 为 人”的 意

义能否在现时代得 以 实 现。只 不 过，这 个 意 义 虽 然 生 成 于

个体的行动中，但无 往 不 是 个 体 与 他 者 共 享 的，也 即 是 我

们经常所说的那 个 “社 会”的 体 现。在 实 践 中，人 们 时 刻

都在赋予日常生活以 意 义。但 此 过 程 总 是 需 要 一 定 的 指 向

性的：是指向于幸福 生 活 还 是 指 向 于 利 益 最 大 化，这 是 分

歧的根本。毕竟利益问 题 在 现 代 性 的 拓 展 过 程 中 被 无 限 地

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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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学的使命 在 于 不 断 阐 释 思 想 与 生 活 之 间 的

张力———意义———的话，那 么 社 会 工 作 的 使 命 就 在 于 能 否

为意义的建构寻找到 现 实 的 可 能 性。幸 福 生 活 也 就 是 在 这

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注　释］

①　这种例子 在 实 践 中 比 比 皆 是。如，社 会 工 作 者 是 否 应

该为案主的利 益 而 撒 谎；社 会 工 作 者 是 否 应 当 为 案 主

的利益而损害 其 他 人 或 组 织 的 利 益；如 果 案 主 的 需 要

直接威胁到社 会 工 作 者 自 身 的 生 命，社 会 工 作 者 该 如

何应对等等。

②　即使将利益 原 则 进 行 等 级 排 序，然 后 据 此 顺 序 来 衡 量

具体的 实 践 困 境，也 不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问 题。因 为，

利益等级是 依 据 某 种 “理 由”编 排 而 成，仍 然 缺 乏 合

法性论证。

③　典型的如美国 《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台湾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等。

④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利益 解 决 方 案 中， “少 数 服 从 多 数”

就是一个典型。实 际 上 这 只 是 一 种 程 序，并 不 能 解 决

真正的问题，因 为 在 平 等 的 名 义 下，少 数 人 的 利 益 依

然具有至上性。任 何 人 都 无 权 以 程 序 合 理 来 剥 夺 别 人

的利益。就算剥夺了，也要给出合法性论证。

⑤　其实，自从理性、平等、自由和人权等理念诞生 以 来，

现 代 人 就 始 终 无 法 自 如 地 运 用 它 们 去 获 得 一 种 生 活 的

根据。这些抽象 性 的 信 念 无 法 给 人 以 确 定 性 的 生 活 状

态，且极易使人 不 再 追 求 高 尚 的 东 西 而 只 沉 迷 于 对 利

益的寻求。这也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和社会学、

社会工作的问题意识。

⑥　实际上，在 日 常 生 活 中，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互 助 形 式 还 有

很多，亲 属、邻 里、好 友，包 括 政 府 的 救 助、社 会 的

慈善等，并且这 些 助 人 活 动 的 历 史 比 起 社 会 工 作 要 久

远得多，形式也要灵活许多，也无需太多的专业 知 识，

因为这些 互 助 活 动 重 在 满 足 受 助 者 的 各 种 利 益 需 求。

唯有社会 工 作，一 直 标 榜 自 己 是 专 业 性 的 助 人 活 动，

但多数时候，其 无 法 与 上 述 其 他 助 人 活 动 显 著 区 别 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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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４］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 ［Ｍ］．中 共 中 央

马克思恩格斯 列 宁 斯 大 林 著 作 编 译 局 编 译．北 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涂尔 干．社 会 分 工 论 ［Ｍ］．渠 东 译．北 京：三 联

书店，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ＹＵＡＮ　Ｊｕｎ－ｇ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ＰＲ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ａｎｙ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ｓ　ｎｏ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ａｍｅ．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ｈｏｗ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ｌｉｆｅ．Ｉｔ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ｈａｐｐｙ　ｌｉｆｅ；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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