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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责任概念是西方伦理学中的关键范畴"责任产生于自由意志!因此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责任首先
应该指向个人#自我!自我负责是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人只有对自己负责!才可能对社会#国家负责"面对责任!

外在表现为对自己凭借自由意志制定的法律的尊重!内在表现为对本心#灵魂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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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概念是西方伦理学中的关键范畴%但是中
西伦理学家们并没有对责任概念加以严格的界定%

康德指出#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
现(#'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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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道友信认为#西方伦理学中不乏责任的事实#但却
无法找到对应于责任的词语#而在东方#责任应当作
利他主义的理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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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来源
西方群体责任感的个体人格基础是在古希腊奠

定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苏格拉底%他清楚
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比喻为神派给雅
典人民这头麻木的公牛的大牛虻#为的是刺激雅典
人行动敏捷&充满活力%但他做了这一切#不是因为
他'生为雅典人(#而是为了他个人内心独特的'灵
异(#这种灵异'永远是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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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仍保持着自由意志的自发性和原发
性%这是一种介乎个人灵感!天才"和良心之间的东
西#但无论如何不是对外在既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
传统道德的适应#而是创造性地建立在个人自由意
志之上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表现出来#反倒是对传统
价值观念的一次否定#而不见容于当时的世俗舆论%

按照色诺芬的记载#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罪#

一是由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
了新的神(#一是他'败坏青年(就是唆使青年人不听
父母的教诲而凭自己的思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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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标
志着古希腊价值观念的一次大转折#旧的氏族血缘
公社遗留下来的自然而然的道德&责任&义务让位于
建立在公民私人或个体自由意志&理性思考之上的
群众责任感#氏族的保护神让位于理性的保护神#血
缘至上让位于理性至上%尽管这个理性随后就在柏
拉图那里#后来在斯多葛派和基督教那里异化为一
种对自由的压抑#对个人的限制#但已不是以人的自
然本性的名义#而是以更高的精神实体的名义了#对
氏族血缘伦理价值观的扬弃已深深地沉淀于西方精
神的基础之中#成为想抹也抹不掉的意识形态和文
化心理传统了%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个体主义精神
与群体责任感统一为真正完美人格的古典的典范%

不过#除了这种自己对自己负责!为了自身的完
善性"的人生态度之外#苏格拉底及其以前的希腊人
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完备的责任理论%这种责任理论
是由柏拉图和斯多葛派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柏拉
图在其-理想国.中规定了统治者!哲学王"&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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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生产者各自的职分#他们分别应当具有智
慧&勇敢和节制的美德#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体
现了最高的美德'正义(!或公正"%在柏拉图以前#

智慧&勇敢和节制都没有被视为人的一种职责#而只
是一些对人自己有利的品质或能力%柏拉图首先从
国家利益出发#把人自己所要求所向往的东西变成
了由'正义(所命令人们具备的东西#把个人意志的
追求变成了群体责任的规范%这时#人的愚蠢&怯懦
和无节制!即'过度("就不止是对个人自己有害#而
且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破坏了国家的公
正与和谐%这样#智慧&勇敢和节制已不再是一个完
整的个人!如苏格拉底"所必须同时具备的品质#而
是为了国家而扮演不同角色!统治者&保卫者&劳动
者"的强制性分工了%群体责任感从个体对自己的
责任中异化出来#首次成为了一种与人的自由意志
相对立的道德规范%斯多葛派则进一步将这种道德
规范确定为一种人人应当无条件服从的'逻各斯(#

即命运#并将其内容扩展为自豪&节欲&坚韧&沉着&

精明#以及谦虚&高洁&忠实&无惧&平和&宁静等等%

与此同时#那最核心&最重要的道德范畴也从柏拉图
的'公正(!正义"转移到了'忍耐(或'服从(上去了%

如果说#'公正(体现了古希腊道德意识的最高层次
的话#那么忍耐和服从就成了古罗马人所提倡的最
大美德了#它为西方意识形态向中世纪基督教过渡
作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铺垫%

不过#斯多葛派的忍耐和服从毕竟还表明#古代
人是把完成自己的责任当作自己个人的一种特殊品
质#即'刚毅(%基督教的责任感则是把人的最后这
一点'自傲(都摧毁了%基督教的最高德性是'爱(#

是对一切人的普遍的爱#不但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
要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爱(在古希腊罗马不是一种
德性#因为它并不给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经常捉
弄人&陷害人#是应当'节制(的对象+它也不是一种
特殊的品质#而是人人都有可能犯的一种错误#它被
形象化为一个手持弓箭任意射人!或神"的顽皮孩
子%古希腊罗马这种主要是个别的爱!恋爱和友谊"

在基督教那里被普遍化和抽象化了#'人人皆兄弟(

的博爱精神并没有爱情所体现的那股强烈的激情和
欲望色彩#它只是一种理念或信仰#一种应遵守的行
为规则和应采取的内心态度%'你们要爱你们的仇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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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一种自发的情爱#而是一种责任%

然而#作为一种'责任(的爱终归是一种虚假的

东西%'对于诅咒你们的人#要为他祝福+对于辱骂
你们的人#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颊#你便使
那边脸颊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你便不阻止他
夺你的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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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
个第三者#一个真值得爱的人作为中介#来承担这一
罪过,我之所以能爱我的仇敌#只是因为我爱那个为
此承担责任的人#这样#我的爱就仍然可以是真诚
的%而这个人就是耶酥基督%在耶酥身上#抽象的
爱被具体化了#而具体的爱被普遍化了%耶酥作为
人之子#可以引起每个人最真切&最虔诚的爱+但这
爱又的确是不带情欲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它就是
对至高无上的太一&上帝和神性的爱%耶酥本人为
这种爱作出了榜样#他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说,'父啊#

赦免他们吧5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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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爱(作为基督徒的一种责任#就成了一场
表演%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欺性#但又的确是真
诚的&不带世俗利害考虑的&具有牺牲精神的%爱就
是一种最高的信仰%基督徒是充分意识到这种爱的
表演性的#他们知道#由于人的有限性#要达到这种
普遍的博爱是不能回避痛苦的#相反#在现实中爱的
追寻完全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受难的历程#只有当人
的灵魂超升到那沐浴神恩的彼岸#人才有希望领受
到永恒的爱的福祉#而惟有这种希望#才带给他们在
人世所受的苦难以某种意义%当然#一切责任如果
不带有&并且不意识到自己的表演性#就不是真正的
责任%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每个人就都应当
为自己确定合乎其身份的角色#罗马斯多葛派则把
角色的制定者和分配者归之于神意#认为人的任务
就是把神给自己规定的角色演好#而不要抱怨和怀
疑神的不公平%但只有基督教才把承担上帝所规定
和启示的角色当作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需
要#担当这种角色并不是将它作为一个手段去达到
具体的目的!如柏拉图指望国家稳定#斯多葛派追求
心灵的平静"#而是为了它本身%爱本身就是目的#

它就是信仰%爱本身是为了爱#它是得救的原因#也
是得救的结果#还是得救本身%这样#爱就不再只是
一种责任#而且也被理解为一种权利#一种人人具有
的普遍权利%只不过这种权利的授权者仍然是上帝
的神恩%人必得因自己的爱心而感谢上帝&爱上帝#

人不可以自傲%

近代以来#经过宗教改革#西方人将对上帝的爱
或信仰完全变成了个人的私事#使之淡化了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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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含义%人在现实世界对邻人所行的'事功(被否
定了#基督徒的信仰只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正
如两千年前苏格拉底也只对自己负责一样%与之并
行的是#在世俗生活领域中#在自然法学派和社会契
约论的影响下#近代西方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责任
感#即个人对近代法制社会所具有的责任感%在这
方面#古代的苏格拉底事实上已经作出了榜样#他不
仅把恭行正义当作他个人的私事#而且把服从法庭
判决视为自己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是他的行为
在当时尚未成为法的原理#只被看作他的一种个性#

一桩英雄行为%近代西方人则开始自觉地把法律的
惩罚当作罪犯个人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并作出了
法理学上的论证%

+@

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培卡利亚
主张#对人处刑必须得到他本人同意%黑格尔则进
一步认为#事实上#犯人在犯法之前早已给予了对这
类行为加以惩处的同意#所以他在犯罪的意志中逻
辑上已经包含着对自己的侵害!通过惩处"加以扬弃
的要求#因此#'认为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
!权利"#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

'如果单单把犯人看做应使变成无害的有害动物#或
者以儆戒或矫正为刑罚的目的#他就更得不到这种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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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承认#犯人在犯罪前也是守
法的公民#这个法是他和其他公民凭自己的自由意
志共同制定的+作为有理性的存在#亦即逻辑上不自
相矛盾的存在#犯人在犯罪前后应具有同一的人格#

他触犯的是他自己制定的刑律%因此#认为他是根
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对自己的罪行加以惩罚#这是
以承认犯人具有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人格为前提的#

是对犯人人格的最基本的尊重%

萨特由上帝不存在和存在先于本质导出了自由
是人的本性#萨特甚至断言#不应说自由是人的本
质#而应说人就是自由%人一生下来就被判定为是
自由的#他无法摆脱自由选择的命运%萨特说,'事
实上我们就是那选择的自由#而不是我们选择了自
由%我们是被判决为自由的%(

)

E

*

F@F他说,'//人#

由于命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
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

并非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
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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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E)*有自由就有责
任#责任和自由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他指出#个人的
选择既不决定于某种主观的道德律令或客观的环
境#也不决定于他人#更不决定于上帝#它完全取决

于个人%因此#个人的行动及其后果#完全是个人选
择所导致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
担全部的责任%

二
!

责任的旨趣
在西方#由于责任的理论总是与个人相关的#所

以责任首先指向个人%真实的个人#善恶本性是不
定的%人的本性的不确定#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机会%

个人的意志决定自己选择为善还是为恶%恶的根源
正在于个人的意志具有的自由决定性%既然自由是
自己的自由#那么任何自由的人都必须准备为自己
的自由负责#真正的责任应该体现为对自己的自由
或自由的自己负责%这种责任观念是与西方文化的
基本精神相吻合的%西方文化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
个人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广泛地渗透于西方的
社会生活%西方文化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
自我选择&自我支配&自我控制#普遍坚信人在宇宙
中的中心地位#坚信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坚信自我人
格的独立性&绝对性和不可侵犯性%

古希腊民族由于缺少平原和耕地#以从事航海
业和手工业为主%这种商业贸易的传统#以人与人
之间的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作为内在支撑#加速
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的解体#私有制逐渐以
制度的形式体现了对个人劳动及成果的肯定#将个
人从社会共同体的人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德谟
克利特的'原子论(率先从自然哲学上论证了个体性
原则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则#他的原子不可分的思
想表达了公民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由此而来
的人格的绝对性%智者普洛泰哥拉直接提出,'人是
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
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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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人
自己(的哲学任务%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
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世界的最终目的#必须通过
他自己而达到真理%人是独立的决定者#是自己让
自己作出决定的主体%

中世纪虽然将一切个体的灵魂统一为没有部分
的精神实体$$$圣灵#表面上打破了单个人外在的
独立不倚性#但每个人的灵魂在尘世生活中相对于
别的灵魂仍是独立不倚的#它独自面对上帝%按照
-新约.与-旧约.的记载和'话语(#以色列人信仰他
们的全能上帝的经历#就突出表现出了独立的个人
与上帝的沟通和交往%信仰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在
主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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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对宗教神学和世
俗权力对人的奴役#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我实
现%布克哈特分析#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
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团体的一员$$$只是通过
某些有别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而现在#'人成了
精神的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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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个人主义高扬的时代%

洛克从政治哲学角度提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
自由不受侵犯#是人的天然的权利%笛卡尔'我思故
我在(的命题所表达的#正是人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体
独立性%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从纯哲学的角度证
明#就像单子是不可入的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自
主&不可通约的%在对实践理性的考察中#特别是对
道义论的论证中#康德反复强调了人必须被视为目
的而不是手段%

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基点决定了个人即道德行
为的主体%脱离个人#群体无道德可言%说一个群
体道德行为是不良的#其实质是说这一群体中的一
些个人的道德行为是恶的&不能容忍的%同样#说一
个群体道德行为是优良的&值得褒扬的#其实质是指
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善的&值得作
为楷模的%道德行为如果不能指向个人#那无异于
虚无#世界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无个人主体的道德行
为%在西方#即使个人有绝对的自由#也不仅意味着
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自己设定自己目标#而且意味着
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能推卸责任给环境和
别人%基于此#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肩负
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一个对自己都不能负责的人何
以向他人&向社会&向国家负责1 西方伦理学虽然也
强调对社会&群体的责任#但对社会&群体尽责的目
的是在尽责的过程中获得个体的幸福%西方文化即
使讲个人服从群体或服从普遍精神!或上帝"时#也
首先以承认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为第一前提%西方
文化即使在讲对别人尽同情&互助&友爱&谦让的责
任的同时也允许个人内心里想着自己的幸福和快
乐#也时刻不忘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强调
每个人在对社会&国家&他人尽义务时#不要忘记使
自己保持幸福#使自我价值不断实现这一最基本最
切实的责任%简而言之#尽社会&群体之责不能以牺
牲个体为代价%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把生活的目的归结为个体的
灵魂安宁与平静#而要达到灵魂安宁#维护群体&国
家的整体利益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他主张个体要为

群体服务#但却反对以此来剥夺个人的幸福%他说,

'凡想安宁生活的人#就不应该担负很多的事#不论
是公事还是私事%也不应当担负超乎他的能力和本
性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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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亚里士多德强调'把理性作为行为的
准则(#把握中道#以城邦政体的精神和法规约束自
己#以公正&友爱来调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亚里士
多德虽然强调'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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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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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
人生理论的支点还是在个体%在他看来#良好的社
会政治制度和和谐的城邦#乃是个体幸福与道德完
善的基础和条件%

近代西方伦理学试图把个人的追求&爱好和对
幸福的渴望与社会的义务&责任结合在一起#一方面
肯定个体原则是最高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对于
人类全体应怀有极大的仁爱之心#强调要顾及社会
的共同利益%但近代伦理学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个
体%这可以从社会契约论上得到说明,社会&国家&

君主是个体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财产而订立契约
的产物#遵守法律和为国家和君主尽义务最终是对
自己有利的%国家&君主确保个体及其财产的安全#

是个体向国家&君主尽义务的前提条件%国家诞生
的前提就是保护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西方伦理学认
为责任是指向个人的#基尔凯戈尔就曾断言,'群众
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幻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
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

把个人降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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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可能
向社会&国家负责+即使强调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也应
该具有普遍精神#也首先以承认人的个体性和独立
性为第一原则%

三
!

责任的承担
康德说过,'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

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
物%(

)

+

*

"存在主义也认为#个人的选择既不决定于某
种主观的道德律令或客观的环境#也不决定于他人#

更不决定于上帝#它完全取决于个人%因此#个人的
行动及其后果#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

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
推诿于外部因素%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
个人主宰他自己#把它存在的责任全部放在自己的
肩膀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人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
由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一个神经系统正
常的人都有意志自由#完全能独立地作出决定%人
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因而也自然是他自身行为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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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体%自由包含责任#责任体现自由%从这个意
义上说#'自由既是一件幸事又是一个负担%假若选
择得好#我们只需感谢自己+假若选择错了#受谴责
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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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

%也许#一个人成
为罪犯有着社会的其它方面的原因#然而他也不能
推卸自己的责任%作为道德主体#人应当毫不犹豫
地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责任是不可推卸给他
人或因外部因素而减轻的#因为责任与自由意志牢
不可破地连在一起%责任就是人负起自己自由的重
担%人一旦被抛到世界上来#就要承担自由的重负%

责任是由自由延伸出来的#是无时不有的%责任是
自由的逻辑要求#最极端的自由要求最极端的责任%

'无论我们做什么#我都不能在哪怕是短暂的一刻脱
离这种责任#因为我对我的逃离责任的欲望本身也
是有责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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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6创世纪.中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遂了自己的心
意%但随之而来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结束#两人
开始为自己的生存操心%这意味着自由意志分裂了
他们从前与自然&上帝之间浑然一体的状态#从此他
们必须对自己负责%

俄狄浦斯神话中#俄狄浦斯受命运的捉弄#无意
中杀父娶母#尽管出于无意#但他仍然把这一罪行归
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辩解自己是无意犯的
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而是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
了王位到处流浪#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最
终成就他完整&高大的人格%安提戈涅神话中#克瑞
翁下令禁止埋葬波吕涅克斯#因为他烧毁了祖先的
神殿#吸饮族人的血%而古希腊人相信#死者如果不
予埋葬#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安提戈涅既不能违
反法律又必须尊重神律#这就形成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不可挽救的命运面前#安提戈涅必须作出选
择%她毅然遵守神的律条#埋葬了哥哥波吕涅克斯#

因此被囚禁#她并未以命运来推托自己的过错#而是
自杀身死#以死亡来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今道友
信说,'责任的事实看看苏格拉底就知道#在西方早
就存在的%他在战场上无论如何艰苦也不离开指定
的阵地+作为年长者又唤起年青后辈真正的学问精
神#他教导的不是诡辩家们所传授并产生了财富的#

作为追求此生荣华之工具的辩论术#而是作为人宁

死也要遵守的真实值得的方法的哲学%//晚年#

他因不实之罪在法庭受审时#用与哲学家相称的堂
堂风度富于逻辑性地论述自己的信念#完成思想家
的使命%最后#如果要越狱的话#朋友们已做好准
备%尽管可能成功#但他还是说,自己总教人奉行正
义而生#所以必须顺应正义#而遵从法律就是正义#

故现在应该依法而死#于是从容地遵命服毒%无论
就哪点看#都无不完成了人的责任%//那正是完
美地实现责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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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自由意志都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绝
对正确的#但只要他们行使了自由意志#他们就必须
为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表
现于外时#就是行为#而人们是否对他的这个行为负
责#要以他的主观意志是否故意为准%如果他的行
为出于他主观意志的故意#那么他就要对这种行为
承担责任#'凡是出于我的故意的事情#都可归责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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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将对法律的遵守作为责任承担的
方式%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人们的善恶&法律等观念
都与自由意志相关#和关于自由意志的认识相关#

'意志自由与我们有关善恶的理念相关+另一方面#

它又与我们关于认识本质的观念撕缠在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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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每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因而是
个人尊严的体现%西方人自觉地把法律的惩罚当成
犯罪人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并作出了法理学上的
论证%犯人在犯罪前是守法的公民#这法是他和其
他公民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制定的+作为有理
性的存在#犯人在犯罪前后应具有统一的人格#他触
犯的是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根据自由意志对犯罪人
加以惩罚是以承认犯罪人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格为
前提的#是对犯人人格的基本尊重#也是对法律的最
高尊重%

除遵守法律以承担责任这种外在的方式#西方
人用精神上的忏悔这种内在的方式来完成对责任的
承担%忏悔意识在西方的建立与西方文化对人性
'恶(的理解密切相关%西方文化有一种预设,罪是
一种普遍的道德缺陷#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
存在便不可能不犯罪#罪是存在的一个不可剥离的
本质维度#存在便是罪%西方文化认为#只要有肉体
生存着#人类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恶#恶是必然的%人
生于罪恶#存在于罪恶#死于忏悔自己的罪恶%摆脱
恶的有效方法就是把真实的自我从肉体中分离出
来#使灵魂超世净化#这需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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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把自己由于年幼无知
和受人蛊惑而犯罪归咎于自己天性中与生俱来的犯
罪欲望#这与俄狄浦斯将自己无意识的犯罪行为归
于自由意志#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地#卢梭也在
-忏悔录.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客观的&置身事
外式的揭示#不回避自己的自由意志对自己的任何
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同时又把通过忏悔将自己的灵
魂提升到至美的境界%这种忏悔意识形成了西方罪
感文化的核心观念%

西方人认为责任产生于自由意志#因此人必须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认为命运即便是外来的#但可以

通过命运的降临看清自己的'本心(#因此不能推卸
责任%认为责任首先应该指向个人&自我#自我负责
是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人只有对自己负责#才可
能对社会&国家负责%西方人虽然也强调对社会&国
家的责任#但对群体尽责是为了追求一种个人的满
足感和愉悦感#而且#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是与
个人所享受的权利一致的%西方人面对责任#选择
毫不犹豫地去承担#因为只要是行使了自由意志#人
就不能为自己行为的过失找寻借口#推卸责任%就
承担方式看#外在表现为对自己凭借自由意志制定
的法律的尊重#内在表现为对本心&灵魂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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