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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实践两难抉择中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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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在道德实践上往往处于两难的窘境 , 甚至出现人们知而不行或行之艰难的现象。

现实社会道德环境的欠缺 、人们道德信仰的游离 ,等等 ,是现实道德实践两难抉择的重要原因。 而建立一个

公正理想的社会环境 , 培养人们道德信念的内在机制 ,无疑是道德底线坚守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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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ople in the moral practice a re of ten in a dilemma o f mo rality in the current so cial reality , which leads to the phe-

nomenon of knowing w ithout doing or doing with difficulties.Deficiency of mo ral environment and fr eedom o f moral belief a re

the impo rtant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dilemma o f real moral practice.So establishing a jus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ing

the inte rna l mechanism of the mo ral belief are essential to stick to people' s mo ral bo ttom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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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准则是人们心中的法则 ,也应该是人们行

动的准则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知而不行或行

之艰难的现象却比比可见 。分析社会现实中人们在

道德实践上的两难窘境形成的原因 ,阐明作为社会

的人对道德底线坚守的价值与实践路径 ,这无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道德生活实践中的两难抉择问题

所谓道德实践的两难抉择 ,是指现实的社会关

系和环境所提供给人的善良意志发挥的可能性或空

间与人们的道德追求或者人性的本真状态相差甚

远 ,使得善良意志的外化 、道德行为的践行处于两难

境地 。康德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 ,我们越是经常 、

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 ,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的

新鲜 ,有增无减的赞叹与敬畏 ———我们头上的星空 ,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
[ 1]
这是因为道德法则本身就

蕴含着人类的善的愿望与追求 ,折射着人类的内在

追求 ,体现着人的道德情感的原生性 。例如 ,人性的

恻隐之心。虽然 ,我们不能说这种恻隐之心就是先

天的 ,但是必须看到“恻隐之心”体现人具有游离现

实存在 、纯然的善的属性一面。这也正说明了作为

社会的人所具有的善良意志或道德自律有其主体自

身的客观性 。由于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人 ,其善良意

志或道德自律的现实地外化受制于现实社会关系和

各种条件的影响甚至决定。当人本真的善良意志同

受现实社会关系及各种条件整合后的理性之间存在

着不和谐 、不协调时甚至冲突时 ,这就往往造成其善

良意志外化的障碍 ,便形成了人们道德实践的两难

境地。

二 、道德两难抉择的原因

内发性 、纯粹性或义务性的道德观念在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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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立的 ,事实上也是存在的 。但道德作为一种社

会意识形态本身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人作为社会存

在物 ,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 ,并受其影响甚至决定 ,

因而人们道德观念如何 、道德实践怎样是与社会现

实紧密相连的。所以 ,人的道德观念和现实的社会

环境是分析道德两难原因的主要因素。

(一)道德理念的犹疑

道德不仅要有实然性的一面 ,更要涵摄应然性

的一面。也就是说 ,一方面道德的内容要反映或受

制于社会当下的经济关系 ,但另一方面道德的内容

又要超越现实 ,指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应然状态 ,即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按照“应当”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举

止 ,这是合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虽然 ,人们是能够认识到个人是生活在“关系”

之中的 ,只有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 ,个人才能在

这样的良性关系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 ,认识到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人们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利益

相权衡时 ,才能做出最终合乎人的最大利益的行为

选择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对此认识却往往更

多地停留在“知”的层面 ,而缺少对道德准则或规范

的理性分析 、整合 、吸纳的强化过程 ,使得道德准则

并没有成为多数人长期恪守的行为准则 。

究其原因 ,是因为人们道德理念的犹疑 ,人们内

心深处没有形成一个坚定而牢固的心理约束机制 ,

即康德所说的“心中的道德法则” 。在中国古代人们

相信神或报应 ,当大多数人要做一件不符合道德的

事时 ,就会受其对神威的害怕而约束自己的行为 。

而进入科学理性的当代中国人无法认同传统的伦理

道德本体 ,无法从中摄取规约自我行为的力量 。同

时 ,尽管现代人害怕自身的不良行为所带来的内心

耻辱 ,害怕在自己“灵魂上”留下永远冲刷不掉的污

点 ,但现实利益的诱惑 、欲望的驱动 、制度的模糊 ,从

而使人的内心不能形成有力的道德维系力量 。因

此 ,在道德理念犹疑 、道德自裁力量无力 、制度环境

模糊的状态下 ,人往往处于道德抉择的两难境遇 ,要

么困苦于道德的自我救赎 ,要么受降于当下现实的

利益与欲望。

(二)道德实践的外化受阻于严重失衡的现实

利益

人的本性既有求善的一面 ,也有趋利避害的一

面。在现实的境遇中 ,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选择自

己的行为时 ,是要对这种行为的代价与利益的获取

进行权衡的。通常只有在他认为可能收益高于可能

代价的时 ,至少是平衡时 ,才可能选择这种行为 。

在常态下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几乎每个人

都希望社会公正 、他人善良有正义感 ,甚至都对社会

的消极 、失范 、丑恶等社会现象予以抨击 。然而 ,在

事实上 ,当利弊失衡时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又在做

自己所不赞成的 、甚至鄙视的行为 ,以此来进行体

制 、制度缺失或无力下的自我利益的保卫或自救。

这是由于 ,一方面 ,人们关于道德的本真认识在生活

的实践中却往往很难得到认同 ,即使具有朴素的自

觉的道德意识的个人知其应所为 ,但在实际的生活

中却深感自身的力量之微弱 、影响之有限 ,而后又禁

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而突破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随

波逐流;另一方面 ,当人们坚持按照自己本性善的一

面与社会的消极力量做抵抗时 ,不但不能扭转这种

趋势 ,而且会由于对自己善本性的坚持而受到不公

或伤害 ,而这样的不公或伤害又往往无处得到伸张。

因此 ,在现实的境遇中 ,人本性的趋利避害的一面与

社会的消极力量妥协 ,并且无形中助长了这种消极

趋势的发展 。而且 ,人们往往感觉到这样一种经验

现象:“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 ,而不道德的人则

往往是幸运的” , “吃亏的往往是君子 ,而得志的往往

是小人” ,并且世俗文化对这种现象所表现出的冷漠

与麻木又强化了“好人做不得”的负面经验 。

这表明人的本性的两面性矛盾斗争在社会现实

道德环境的作用下 ,道德观念往往被现实的利益所

遮蔽 、所消解 。因此 ,就目前来说 ,仅强调义务的道

德观可能会让道德坚守者举步维艰 ,而不道德者则

可能更加肆无忌惮 。这样 ,在社会现实层面上 ,道德

坚守者往往成为正当利益实现中的弱势群体 ,而不

道德者却因之而获得不当之利 。其结果 ,社会的公

平正义遭到践踏 ,社会的良好风气难以持存 ,利益失

衡及其差距越来越大。

(三)传统伦理的消极影响

从总体上看 ,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现了

时代性 ,但是它仍这样或那样地带有传统伦理的消

极性色彩。传统伦理往往把道德自觉与个人利益的

正当性对立起来 ,一味强调个人的义务和牺牲 ,完全

忽视道德实践者的合理权利与需求;个人面对伦理

规则没有主体地位 ,没有权力 ,只有义务 ,个人的存

在价值受到漠视 。在这种伦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中 ,

伦理规范的出发点是建设高尚而纯粹的道德 ,将道

德置于人的现实存在和自然需求的对立状态 ,从而

使人的现实行为选择常常处于非此即彼的矛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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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 ,一方面 ,人们的善良意志的外化受到传统

伦理的消极性的制约 ,往往在高尚而纯粹的道德的

面前望而却步;另一方面 ,即使人们遵从道德规范 、

实施道德行为往往不是其高度自觉的结果 ,甚至会

造成以公理和社会的名义而追求欲望和个人利益 ,

形成虚伪的人格品性 。当代伦理道德规范的出发点

是建设高尚而纯粹的道德 ,但因有悖于人的自然本

性而丧失了道德吸引力 ,反而使社会的道德行为总

量大大减少 ,实际上成为与反道德的力量。

综上所述 ,人们在道德抉择中所处的外部制度

环境 、人们的善良意志外化的无力以及人的道德信

仰的犹疑 ,都造成道德行为选择的两难困境。尽管

如此 ,我们仍旧必须坚守用以维系和牵引人类得以

继续存在的道德底线 。正如何怀宏先生所说:“我们

生活在一个复杂和转型的现代社会中 ,可能遇到很

多的麻烦 ,可能要做出妥协和退让 ,但某些做人的底

线是不能退的。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最高 ,就把最

低的也放弃了 ,不能因为成不了圣徒 、英雄 ,就索性

作一个坏人。不能因为社会不是太理想 、或者别人

做得不是太完美 ,就给自己的行为放行绿灯 ,更不能

`既然你也不是太好 ,你也有一点私心 ,那么我就什

么都可以做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 2] 14因此 , 在现

实的环境下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建立

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环境 ,培养人们道德信念的内

在机制无疑是道德底线坚守的根本所在 。

三 、道德底线的坚守

道德底线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所应

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最

低的或最基本的要求 ,即基础性义务 ,是与一个人的

社会角色相关的每一个社会人必须恪守的义务 ,它

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丧失最基本的良知和尊严的最

低防线。

(一)道德底线的定位及其坚守的价值

道德底线对道德主体具有基本性和普适性。一

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互

作用的主客体关系 ,极端的自我甚至损人利己者是

不可能普遍化的;另一方面 ,在当代社会中 ,每个社

会成员都具有个体性 ,表现在多元的价值观上 ,而那

种具有超越自我利益 ,富于牺牲精神 ,处处谦让的崇

高道德尽管存在 ,但是缺少使每个人都拥有这样品

格的社会现实基础 ,因而在当下也是不能普遍化的 。

正如有的学者所讲的:“在社会生活中 ,每个人的生

命活动 ,他的利益和需要都同他人有着普遍的联系 ,

因而 ,个人的行为总是要关涉他人 、关涉社会的 ,道

德底线由此排除了损人利己和高尚自我主义的普遍

性 。” [ 3]此外 ,底线道德在心理上也获得了一种最普

通的感情支持。人的行为除了为理性支配外 ,情感

的驱动作用也是巨大的 。人的道德情感可以有所不

同的表现 ,但人的恻隐之心 、同情心 ,善良意志则是

人所普遍具有的 ,这就使底线道德为人所接受提供

了稳固的心理支持 ,并具有普遍的可行性 。

底线道德的坚守对个人主体以及对社会群体

(国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 ,底线道德对个体主体

的价值 ,是能够被个体主体用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

交往行为 ,妥善地协调和他人的相互关系 ,并且顺利

地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固守底线道德 ,是一种生活

的智慧和做人的艺术 ,也是争取事业取得成功的最

基本的保障 ,也是人实现高尚道德的基点 。其次 ,底

线道德对社会群体主体的价值 ,是能够被所有群体

成员自觉遵守底线道德的内在合理结构和社会运行

机制 ,使本群体得以顺利地运行 ,并能够用来指导和

约束群体具体个人以及其群体的交往活动 ,妥善协

调具体个人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尤其对目前我

国而言 ,底线道德 ,所要达到的状态是初善的秩序 ,

具有重要意义。底线道德的效用就是能够指导国人

形成最基本的交往活动的行为 ,有益于建立和维护

国内最基本的社会秩序 ,保障社会局面的安定 ,促进

各行业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此外 ,每一种文明都

必须具有道德底线 ,只有道德底线的存在 ,才能防止

人的集体性“道德失范”与无意识的全面堕落。

(二)铸就坚守道德底线的合力

从理论上讲 ,坚守道德底线具有普遍的可行性

和重要价值 ,但在现实的生活上却需要建立和培养

坚守道德底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从而形成坚守道

德底线的合力。

1.培养道德信念的心理机制 。“道德的根本力

量来自基本的`良知' :来自在所有人那里都以某种

方式存在着的最起码的恻隐之心和最基本的是非观

念 。” [ 2] 14在伦理史上第一个提出良心概念的德莫克

利特认为 ,良心是一种羞耻之心 ,是对自己错误行为

的判断能力 。问题在于如何将每个人内心中的“良

知” 、“良心”在其监督和评价人的行为过程中真正地

发挥作用 ,指导人的行为 ,并形成理性自觉而直接的

外化出来。可以肯定 , “良知” 、“良心”可以通过内在

的心理机制的整合 ,在理性的正确牵引下 ,进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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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的道德信念 ,这样 ,就使我们不至于因外在环境

的相对负拉力与内在善良意志的正拉力之间的矛盾

而变得无所适从 。

然而 ,道德信念的建立是需要内在的心理机制

作为保障的 ,而这种内在的心理机制构建的根基在

于人的存在的关系性———相互依存与促进 、相互排

斥与限制 ,并且这种关系不是单一的 、线性的 ,往往

是多重的 、复杂的。在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主

客体的关系 ,人人都希望自己处于主体的位置 ,如果

能做到主客体的关系是保持互利的 ,那么主客体的

关系将是和谐的自然的 ,个人将会在自我控制中 ,产

生自我满意 ,由此得到的快乐支撑着他并使他能够

比较轻松地继续做出道德行为的努力 。可见 ,道德

信念心理机制的构建有赖于个人与他人(社会)幸福

相关性或一致性的认知观念的确立 。

2.道德底线坚守的制度保障。基于人的道德理

性 、道德意志是有限的 ,人的本性具有欲望无度的一

面 ,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 ,

个体的良知 、良心是很难遏制这种无度欲望的不断

外化 。因此 , 在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 ,特别是由于

体制 、制度缺失或无力而造成道德失范的境遇之下 ,

我们就要诉求于完善道德的制度环境以应对当前社

会出现的道德问题。

首先 ,加强道德制度化建设。道德建设起于制

度 ,而终于道德 。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

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

事 ,甚至走向反面 。” [ 4] 富勒也认为 , “造成民族不幸

的道德丧失 ,不是人们的卑劣 、邪恶和不正 ,而是他

们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 [ 5]当前社会现实中种种制度

安排在客观上造成遵从道德的行为所需要付出的代

价过高 ,而违反道德的行为成本很低 ,风险极小 ,甚

至在无需成本 、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就有利可图 ,加大

了人们不遵守道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

制度化建设就成为必要 ,使整个社会通过各种制度

安排 ,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 、正义与秩序。因此 ,

守住人们的道德底线必须加强道德制度化建设 ,使

人们从不得不这样做到自觉自愿的行为 。

其次 ,从制度上保障德行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建

立社会道德激励机制 。在道德生活中 ,不能只强调

义务道德 ,应对弘扬道德风尚的人给予物质的奖励

和社会的认可 ,对危害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恶行

进行相应的惩罚 ,以便给那些既有益于个人自身完

善又有助于他人福利的品质提供培养和发挥作用的

环境 ,与此同时 ,又能够有效地遏制那些不道德行为

和恶劣品质 。也就是说 ,人们在道德实践中 ,所获得

的经验和教育应是以一种正向的力牵引着 ,使人们

从经验中获得福德一致的观念 ,在心理上获得一种

情感的支持 ,最终使道德这种外在的约束力量转变

为人们自觉自愿的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

3.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人文环境 。社会道

德人文环境 ,即社会道德舆论 、社会道德风气等等 ,

是道德维系的力量之一 。社会道德舆论是大多数公

民对社会出现的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的共同倾向性

看法或意见 ,反映了大多数公民的道德愿望和追求

以及价值观念 、心理趋向和情感态度 。

社会道德风气是社会群体趋同一致的道德价值

取向 、行为方式 、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 ,人们对此自

然而然 、习以为常 。因此 ,要想社会道德舆论发挥作

用就必须要言论公开 、自由 、平等;要想形成良好的

社会道德风气就得引导群众认识正确的道德价值取

向 。作为生活在集体中的社会成员 ,人的观念 、行为

是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的。公正自由的社

会道德舆论以及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能够形成一种

氛围 ,一方面使真正履行道德的人既成为人们普遍

爱戴和钦佩的对象 ,又成社会认可和奖励的对象;另

一方面使违反道德行为的人既成为人们藐视和愤慨

的对象 ,又成为社会排斥和惩罚的对象;公正自由的

社会道德舆论以及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正是起着引

导与监督的作用 ,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拥戴和

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遏制 ,同时 ,也会使人们在对道

德问题的反思中形成并提高对社会责任的意识 。因

此 ,公正的社会人文环境在引导人的道德行为选择

上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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