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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超：中国人能否建立起公德观念？

作者：刘东超 阅读：212 次 时间：2006-12-16 来源：光明网

    人类社会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家从生活中提取的抽象范畴和创构

的艰深观念体系，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观念和信条。这两个层面当然

是密切联系着的，二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代内地学界对于中国

思想史的研究中，大多研究的是前面一个方面，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则略显 薄弱一些。

因此，今天加强后一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这也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在后一方面的研究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陈弱水先生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

究结合起来，较好地探索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发挥过作用的“公”、“义”等观念和

信条，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在此，我们想以《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对

华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探索来展示一下他的研究对我们的可能启示。  

  在这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对华人精神世界的历史性缺失进行了考察。陈先生通过对

宋以来的童蒙书、家训和善书的梳理和勾连得出一个深刻切实的结论：一个方面，“从

童蒙书、家训可以明显看出，近世中国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抱持疏离、疑惧的

态度。世道险恶是人们对社会的一个基本看法，进入社会活动时，要随时小心，避免受

害，在家中，要严防外界的侵袭”（第151页）；另一个方面，从这些读物中还可以看

出，在近世中国，“宗教社群和不少人士都强力鼓励慈善的心理与救贫济危的行为，对

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和救援，是近世中国社会伦理意识的核心”（第151页）。从表面看

来，陈先生在此揭示的两个方面在逻辑上似乎构成某种矛盾，但在真正的中国传统社会

现实中，二者确乎同时存在且可构成互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许正是前者的产物

和救治措施。而话到此处，我们自然想到的是，在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真实和思想真实

中，这两个方面到底哪一个力量大，到底哪一个是社会生活和思想的主要方面？陈先生

指出：“疏离的社会观可能比较普遍，力量也可能比较大。”（第152页）对此，他给出

了自己的直觉根据和逻辑根据：“疏离的社会观与慈善救济是不同性质的观点。前者是

普遍存在的心理习惯”，后者“是一个被宣扬的价值”，由于宣扬它的“机制是松散

的，也缺乏社会组织上的配合，渗入人心的程度如何，颇可怀疑”（第152页）。也就是

说，疑惧和疏离构成中国近世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而救援和慈善则是次要的方面。  

  陈先生做的是历史研究，但这种研究和现实

生活仍然密切相联。他的结论在今日华人世界中

仍然有着表现，那就是公德心的缺乏和公共规范

意识的淡薄。也就是说，这种疑惧和疏离本身既

表征着、同时又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公共领域的

弱小，并因此导致了人们对这一领域意识的淡薄

和对这一领域规范的漠然。对此，陈先生揭示了

台湾社会中至今仍然存在的许多现象（比如普遍

存在的明知交通规则但不遵守的行为，第64~65
页）予以证实，实际上这些现象在当代内地也并

不少见。  



 

  问题在于华人精神世界的这种来自历史的缺

失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它深刻影响

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对此，陈先生指出：

“第一是为社会带来混乱。当社会状态已发生重

大变化，公共领域急速扩大，而公民水平却仍低

落之时，社会自然不易维持良好的秩序。缺乏秩

序的结果则是个人与社会整体必须耗费许多资源应付这种混乱的局面，进而导致生活质

量常有不升反降的情况。另一项影响则是现代化直接受到阻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华

人社会所面临的最艰巨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使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种种政治、行政、法律

制度得以建立生根，这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软件基础工程。由于这些制度、法规大都和公

共事务有关，如果没有健康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它们很难顺利运行，经常只能沦为纸上

之具文。”（第64页）  

  应该说，陈先生的结论是符合中国近世和近代社会的史实和逻辑常识的，他也为我

们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但是，他揭示的华人精神世界的这个历史性缺失

是不是会永远“缺失”下去呢？或者说，这种缺失是否是华人精神世界的宿命呢？我觉

得他对日本文明进程的考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日本社会公共领域的弱小和对公共领域规范的漠然，在明治之前及明治初期，无疑

也是极为严重的，这也是日本政府和整个知识界大力推行公德的原因。那么，华人社会

经过努力，显然也可以改进公德水平。这是因为文明开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是人

类社会演进中确定不移的趋势，是人类物质文明长期稳定提高的必然结果。华人社会想

要脱离开这一必然性是不可想象的。而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如何通过人的自觉努力来

实现这一历史必然性。这又涉及本文开头所谈的思想创构和思想运用的关系问题。  

  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今中外道德资源的开掘、阐发、创构和宣扬，影响社会大众

的生活和信仰，使之符合今日人类文明的较高道德水准，这是中华民族克服这一历史性

缺失的必由之路。当然，如果政治的力量也能够给予推动，那就会事半功倍了。  

  《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陈弱水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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