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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伦理学亦称道德哲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道”在

伦理学的意义中，主要是指人们的行为原则和规范。春秋战国时期，道德二字连用，成为一个

有意义的词语和概念，它是一种做人的资格。道德毫无疑问与人有关，纯自然行为当然不存在

道德诘问，道德是人的内在规定性，道德即是抽象的，是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但同时又是实

践的活动，道德就是行道有所得，这个道，应该是指人生应该走的路。道德就存在于我们身边，

就反映在我们每天的行为处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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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ics, also known as moral philosophy,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Greece as a discipline.
In the sense of ethics, "Dao" mainly refers to the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human behavior.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word 'morality' was used in conjunction,
becoming a meaningful term and concept, which was a qualification for being a person. Morality is
undoubtedly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Pure natural behavior certainly does not involve moral
questioning.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normativity of human beings. Morality is abstract and a universally
existing code of conduc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practical activity. Morality is the path that leads to
gains. This path should refer to the path that life should take. Morality exists around us and is reflected in
our daily behavior and actions.
Keywords: moral dilemma; value orientation; citizen

1 引言

当今社会资源极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很

美好，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就

会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因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思想观念错综

复杂、多元共存的状态。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不仅为大家带

来了社会民主宽容和个性自由，也容易带来道德败坏，引发

价值缺失、道德迷惘和主体异化等问题。于是，树立正确的

道德价值导向，就成了当前中国公民教育的一项迫切任务。

对道德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

于我们进行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当代道德价值困境

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然而，人们的道德却并

没有一同增长。我们之所以会走入道德困境，正是因为我们

有着很多世俗的欲望，忙着追求财富、忙着斤斤计较，人们

把对物质的追求作为第一目标，人为物所困，导致了道德败

坏、精神家园坍塌，人们缺少了高尚的精神追求，一切向“钱”

看，精神世界常被金钱所惑、物欲横流。贪图享乐似乎已经

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追求，人们现在大多不是在为理想而奋斗，

而是为了欲望而奋斗，人们把信仰和利益联系起来，不是因

为观念信而信，而仅仅是为了得到利益才信。即人不能自己

支配自己，更多的行为和追求都是被利益所支配，物成为了

人的主人，人被物牵着鼻子走，因此现在社会上一些不文明

不道德的行为便能够解释得通，商品拜物教导致信仰异化，

从而也导致主体地位的异化[1]。当问到小孩子们，你们的梦

想是什么时，已经很少听到诸如我要当科学家之类的远大崇

高的梦想，反而小孩子们更加想做来钱迅速轻松的明星、网

红之类。因此，当代社会道德困境就是人不是自己的主人，

丧失了主体地位，而将物质作为奴役自己的主人，并且心甘

情愿为了物质去勾心斗角，看不到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

类似于陶渊明世外桃源一样的精神境界不再，这就要我们再

追溯康德的实践理性中的道德自律思想。生活方式奢靡拜金、

生活中不吃苦耐劳，贪图享乐，内心世界的迷茫无知等方面

都是道德丧失的表现。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一直注重道德，

因此我们被称为“礼仪之邦”。具体表现为：尊老爱幼、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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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人，宽容对待他人、严格要求自己，强调“内圣而外王”

等等。但如今，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因此道德价值

追求也已经变得多元化，我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高速发

展的网络技术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了解到世界各国的道

德价值追求，由于社会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人们很容易被网

上的信息迷惑从而产生扭曲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标准受到

了双重或多重标准的影响，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道德

问题，长期树立在人们心中的诸如“以和为贵”、“德才兼

备”、“舍己为人”等价值观念逐渐淡漠，价值观念普遍迷

失，因此许多人被外国价值追求所迷惑，主张民族虚无主义

与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由此便产生了道德困境[2]。

3 产生道德价值困境的原因

3.1 社会道德失范，过分追求利益

现代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多元化。一些人的利益被道

德准则破坏，存在着不当得利现象，使善恶因果链发生断裂，

自然会产生抛弃道德的行为，道德信用丧失[3]。社会飞速发

展，物质文明进步，精神文明滞后，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人

们追求的东西似乎没有变，无非是一些财富、权利等与利益

息息相关的东西，甚至利益原则逐渐成为了人们价值选择的

第一选项。甚至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失衡，举例电视剧《扫

黑风暴》，诸如“孙兴”一样的坏人因为有钱有势就可以逍

遥法外，而像是“徐英子”那样善良单纯的好人下场惨烈。

另外，一些诸如“董耀”这样身居要职的官员竟然是杀人不

眨眼的凶手，一直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不仅没有做到为人

民服务，更是道德严重败坏，工作作风极其恶劣。而一些像

是“高明远”这样的商人更是为了牟取暴利而道德败坏，诚

信缺失、制假贩假、用最差的原材料修筑工程，反观我们当

今社会，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假鸡蛋”、“地沟油”、

“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产品戕害了无数大众百姓，严

重损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及人的生命。这样的事情

会严重打击到人们崇尚道德的信心，必然导致道德价值认同

的困境，扭曲人们的道德认知，颠倒黑白，滋长人们心中的

道德冷漠。道德败坏的现象已经对道德价值追求造成了恶劣

的影响，因此，重建价值共识已刻不容缓。

3.2 模糊集体概念，强调个人利益

现在社会人情淡漠，人们只注重自身利益，对待他人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尊老爱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牺牲奉献

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

置自己生死于不顾：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毛泽

东立志救民于水火；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4]。可现在

竟然会针对“老人跌倒扶不扶”这样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其

中不仅是大家人情淡漠、没有爱心，更是一些老人道德败坏，

对于出手相救的路人不仅不心怀感激，竟然反咬一口要敲诈

勒索，最终才会导致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关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有

一种说法，一些人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否定集体利益，

二者无法同时兼顾。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人们割裂

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但其实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

下，社会是人的社会，一个集体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没有

哪个人是可以脱离社会、脱离他人独自生存的，而个体中又

包含着集体，个人的发展也就是集体的发展，与人方便就是

给自己多一条路走，个人与集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谐

共生。个人利益的实现是集体利益实现的前提条件，集体利

益是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辩证地

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利益的实现有赖于集体的帮助，个人在

集体中能够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集体利益的实现则有赖

于集体中的每一位个人的不懈努力，众人拾柴火焰高，达到

1+1＞3的效果，集体利益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个人利益[5]。

通常我们宣传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第一，个人

利益第二，但是并不会扼杀正确的个人利益，很少有人会存

在着绝对的理性，将自己的一切私欲与利益抛之脑后，只为

了他人和集体服务，因此，一位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正当的

个人利益是无法成功的。

4 化解道德价值困境的措施

4.1 以制度建设作为保障，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高

一个社会的制度优良，可以提高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

纵使社会有为非作歹的恶人，也会有制度做最后一道保护屏

障，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制裁，价值共识的根基也牢靠。因此，

社会还是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单单靠人的自

觉意识是无法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的，必须要以制度建设作

为根基，以此来督促公民形成和夯实社会的道德价值共识，

民主法治是基本的国家制度，是制度建设的核心[6]。一个国

家是否政治清明就要看这个国家对民众呼声的倾听有多高，

这就是民主法治的一个重要表现。民主法治是让人民自己当

家做主，是提升社会认同的基础，是一种有序的利益博弈机

制，是道德价值共识构建的有力保障[7]。形成道德价值共识，

有利于解决人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对民众

进行道德价值教育，是建设道德制度的小单元，有利于激发

民众学习道德价值的信心，是道德价值共识构建的动力来源

和框架支撑。

4.2 弘扬公共文明精神，提升公民崇高美德

幸福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公平正义的基本制度框架，更需

要具有优良德性的善意公民的公共参与，否则再好的制度也

只是纸上谈兵。只有民众的素质提升，道德健全，才能够建

设现代民主政治文明。首先，教育公民美德应该强调爱国，

爱社会，爱人民，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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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行的做到这些要求，保护国家利益，爱护社会环境，友

善对待他人，这是能够促进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观念前提。其

次，公民的公共参与是践行公民美德的实践路径。就像一个

班集体一样，布置的任务需要大家每个人都去做好自己的那

部分，整合起来后，一个任务才算真的完成，反映到社会也

是如此，具有公共美德品质的公民个体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其

公共价值，这样就能形成“德性塑造公民，公民影响社会，

社会发展出发达的公共领域的良性循环，公共文明精神由此

也得以弘扬[8]。如果每个人没有参与感，不履行公共道德规

范，社会就是一盘散沙，毫无秩序可言。

5 结论

建设良好的道德秩序与体系有利于抵制思想道德领域

的错误思潮，从根本上改变现如今道德滑坡的现象，营造风

清气正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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