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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滞后的伦理根源包括传统伦理根源 、宗教伦理根源和现代伦理根源。传统

伦理根源主要有:儒家倡导的亲情伦理是狭隘有等差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人的功利主义;“官

本位”弱化了国人的公益观念 ,淡化了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宗教伦理根源是宗教伦理从未占据我国的主流意

识层面。现代伦理根源则是人们封闭的财产观和对待财富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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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益补

充 ,是推进社会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目

前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滞后。《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

赠情况分析报告》统计显示 ,2007年我国慈善捐助总

额 223.16亿元 ,相当于当年GDP 的 0.09%,其中个

人捐赠 32亿元 ,不到捐助总数的 15%。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 2006年美国慈善捐助高达 2 950.2亿

美元 ,为当年GDP 的 2.17%,其中个人捐助 2 228.9

亿美元 ,占捐助总数的 75%。另外 ,我国内地工商登

记的企业有捐献记录的不到 1%,与美国有相当大的

差距。中华慈善总会以往所得捐赠中 , 70%来自国

外和港台地区 ,内地富人的捐赠不到 15%
[ 1]
。在今

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中 ,政府全力抗震救灾 ,

社会各界踊跃捐赠 ,发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 、八方

支援的优良传统 ,但这是“因灾而捐 ,有难才捐” ,捐

赠的非常态化 ,也是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滞后的表现

之一。而慈善行为的经常化 、组织化 、规模化和制度

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事业 。本文拟对我国

现代慈善事业的滞后作一伦理剖析 。我国现代慈善

事业滞后的伦理根源包括:

一 、传统伦理根源

中华民族有一定的慈善的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 ,墨家就提出“兼爱”的口号 ,要求人们“爱无差

等”[ 2] 、“远施周遍”[ 3] 。道家也主张“损有余以补不

足”[ 4] ,号召信徒施舍多余财物以扶贫济困。儒家则

提倡“仁者爱人”[ 5] 。在形成慈善理念之后 ,相应的

慈善行为也随之出现 。例如 ,汉唐时期 ,我国成立了

以佛教寺院为主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宋元时期 ,我

国出现了官办慈善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 ,如范仲淹

创办的“义田”和朱熹建立的“社仓” 。然而我国古代

并没有出现现代语境中的慈善事业。现代意义上的

慈善是社会公众自愿的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

助行为 ,这种慈善行为具有经常化 、组织化 、规模化

和制度化的特征 。发达的慈善事业是公民社会的标

志之一 ,是社会文明的表现。悠久的华夏文明为何

没有孕育出发达的慈善事业呢 ?

由秦汉至新文化运动前 ,儒家文化一直是影响

国人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仁爱”伦理

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爱”伦理观与现代慈善有

许多相通之处 ,为我国传统慈善的出现奠定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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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基础。其一 ,儒家的性善论是国人善念善行

的理性基础。儒家认为人性本善 , “仁”是人先天固

有的善德 ,《孟子·告子上》云:“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

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儒家还认为人

天生就有同情心 , 《孟子·公孙丑上》曰:“恻隐之心 ,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 礼之端

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

四体也 。”人的善念和同情心是慈善行为的情感基

础。其二 , “仁爱”伦理观内蕴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

《孟子·离娄下》指出:“仁者爱人 ,有礼者敬人 。爱人

者人恒爱之 , 敬人者人恒敬之” ,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种将心比心 、推己及人

的思想 ,实质上就是人道主义。而慈善事业的精神

核心就是人道主义。其三 , “仁爱”伦理观勾画了未

来社会的慈善蓝图。《论语·学而》谓:“泛爱众 ,而亲

仁” , 并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仁。儒家提出

“大同” 、“小康”等社会理想 ,并构想了许多有关慈善

的蓝图 ,如:《礼记》曰:“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故

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

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 。《孟子·滕文公》谓:“乡田同

井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持 ,则百姓亲睦”。

“仁爱”伦理观虽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善良本

性 ,但其与现代慈善又有相悖之处 ,表现在:

第一 ,儒家的“仁爱”是狭隘的 、有等差的 ,而现

代慈善所倡导的博爱是广泛的 、平等的。国人讲究

“亲疏有别” ,将亲情之爱放在第一位 。《论语》认为

“事亲”是“仁”的核心 。《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 ,

事亲是也” 。国人的“仁爱”是从爱亲开始 ,以孝为核

心 ,先亲后疏 ,先家后国 , 是一种有先后等差的爱 。

“仁爱”伦理观与我国牢固的宗法制度和浓厚的家族

观念相辅相成 ,其实质上是亲情伦理观 ,这种亲情伦

理观构筑了中国的熟人社会 ,勾勒了国人对亲人 、熟

人 、生人关注度递减的心理路线。因此 ,一方面 ,亲

情伦理为慈善创设了血缘基础 ,另一方面 ,这种亲情

之爱是狭隘的 ,它往往表现为亲帮亲 、邻帮邻 、熟人

帮熟人的互济互助模式 ,难以惠及陌生人。而现代

慈善是建立在平等的伦理基础上 ,主张一视同仁地

对待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国独立于家和国之

外的作为社会公益的慈善事业相对滞后的伦理根源

之一 。

第二 ,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人追求

功名利禄的心理 ,这与现代慈善是相悖的 。儒家推

崇“入仕”以救民于水火 ,主张积极入世 ,通过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 ,以追求内圣外王 ,安邦治国为

最高目标。儒家推崇“学而优则仕”[ 6] ,褒奖“两耳不

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7] ,认为入仕施展政治

抱负 ,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是大善 。荣格指出 ,一切

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 8] 。儒家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

强化了国人的功利主义。现代慈善是一种无偿的救

助行为 ,其捐赠与受赠是相分离的 ,捐赠者把救助弱

势群体作为个人的社会责任 ,把捐赠作为日常生活

的一般构成要素 ,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心理 ,主观上

也是不求回报的 ,因此 ,慈善一般而言是淡泊功利 、

非功利或者超功利的 。个人过于追求功名利禄 ,慈

善就处于其视野之外 ,这是我国慈善事业相对滞后

的又一伦理根源。

第三 ,儒家伦理的官本位思想弱化了国人的公

益观念 ,淡化了国人的社会责任感 ,与现代慈善不协

调。国人对政府和官员的期望值过高 ,认为政府万

能或者政府应该万能 。从古到今 ,我国重大救灾赈

荒活动都是以政府为主体 ,救灾赈荒均由政府组织 。

这种全能政府的行政观将本该由社会或者民间组织

解决的事情划归政府 ,从而导致如下弊端:一是历史

地形成国人的角色定位 ,认为社会公益事业属于政

府职责 ,与个人无关。因此 ,国人的公益观念弱化 ,

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淡化 ,正如 100多年前梁启

超所言 ,即是公德缺乏 ,“我国民所最缺者 ,公德其一

端也”[ 9] 。二是我国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

组织和第三部门先天不足 ,成长缓慢。

二 、宗教伦理根源

宗教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是一种

认识人生和世界的方式。宗教与慈善自古就有不解

之缘。亨利·艾伦·莫曾对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作过精

辟的概括:“宗教乃慈善之母 ,不论是从思想上 、还是

产生过程上 ,莫不如此。”[ 10]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中 ,慈

善理念是宗教伦理观的共同内涵 ,也是宗教信徒慈

善行为的重要精神力量。西方慈善事业最初发轫于

宗教组织 ,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欧美国家慈善事业

的重要推动力量。

基督教以《圣经》作为教诲信徒的文本 ,其宗教

55

彭　红/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滞后的伦理剖析



理论的基点是原罪说或谓赎罪论 ,世俗教义是个人

对善事和集体福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基督教教

义的长期陶冶下 ,基督教信徒把慈善视为日常功课 ,

把捐赠作为日常生活的一般构成要素 ,把慈善看成

是自己的事情 ,是维护自己的人权。现代权利理论

指出 ,人权包括实证权利和道德权利两种 ,关心人爱

护人也是人权的一种 ,是人的一种道德权利 ,人们在

行使这种道德权利的过程中能获得精神满足和人格

成长 。据调查 ,美国基督教信徒中有 80%的人积极

向慈善事业捐赠 ,而不信教的人群中只有 50%的人

向慈善事业捐赠。在西方 ,宗教组织还发挥着慈善

事业的组织作用。在教会周围 ,凝聚了一个庞大而

牢固的志愿者群体 ,他们以义工的形式服务于慈善

事业。作为公民社会的第三部门 ,志愿者群体在扶

弱济贫 、公共事业 、社区管理 、社会福利乃至维护人

权等方面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力量 。

我国历来是宗教影响力较小的国家 ,国人很少

信仰宗教。原因之一是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

位 ,以至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儒教。儒家思想的内核

是亲情伦理观 ,它与宗法制度相辅相成。华夏族远

古时期的祖先崇拜沉淀为牢固的宗法制度 ,而自然

崇拜则形成多神教的文化背景 ,新文化运动后又衍

化出无神论的主流意识形态 。亲情伦理观的现世追

求是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的终极目的是光宗耀祖和

福荫子孙 ,因而国人大多以先祖先贤或者子孙亲人

为精神寄托 ,很少以宗教信仰作为精神追求 。虽然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佛教也在隋唐时期就

在我国流传并得到发展 ,但宗教在中国从未占据主

流意识层面 ,这是亲情伦理观和无神论使然。

当然 ,我国古代文化的包容性与当下社会所允

许的宗教信仰自由 ,也给予宗教一定的发展空间 。

因而从古到今 ,中国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宗教信仰

者 ,如佛教信徒 ,称僧人或尼姑;道教信徒 ,称道士;

除了僧尼道士 ,还有其他的善男信女。但追根溯源 ,

这些信徒信仰宗教只是权宜之计 ,或迫于生计 ,落发

为僧;或看破红尘 ,遁入空门;或习武学艺 ,成佛门弟

子。其他的善男信女求神拜佛 ,捐赠财物行善亦带

有功利色彩 ,或为求子 ,或为祛病 ,或为祈福 ,或为平

安 ,或为赎罪 。总之 ,自古以来 ,宗教在中国的影响

力都比较小 ,相应的宗教慈善自然也难成气候 ,这是

我国慈善事业相对滞后的又一伦理根源。正如中国

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指出的:“在西方是宗教慈善事

业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等 ,教会组织将救苦救难作

为自己的一项职责 ,教徒则把行善当作自己的必修

功课;在中国则是官办的慈善事业 ,中国被称为充满

着父爱主义的国家 ,官吏被称为父母官 ,老百姓被称

为子民 ,救灾济贫一向被认为是官方应该承担的一

项职责。”[ 11]

三 、现代伦理根源

现代慈善事业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慈善捐赠 ,而

捐赠行为与人们的财产观念有直接联系 。西方宗教

伦理对财富的尊重和对公共意识的强调 ,使人们以

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对待私人财产。再者 ,西方社

会契约意识浓厚 ,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其私有财产的

受保护程度较高 ,有利于公开私人财产和捐赠私人

财产 。在美国 ,人们认为富人仅仅是财富的看管人 ,

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 ,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

越大。大慈善家 、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如果富人死

的时候仍然富有 ,那他死得很可耻!”
[ 12]
他指出:“我

们时代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当的管理财富 ,使得富人

和穷人仍能在和谐的关系中相处如兄弟 。”[ 13]西方资

产过亿的富豪中一些人把绝大多数财产捐赠给社

会 ,建立慈善基金会 ,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 ,让财富

致力于社会公平。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到卡耐基的

《财富的福音》 ,再到比尔·盖茨《未来之路》 ,西方顶

级富豪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利用财富引导社会发展

的方向。

在我国的富豪中 , 也有许多捐赠捐献的义举 。

例如 ,在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 ,许多名人

和企业踊跃捐赠。但是 ,富豪中亦存在偷税漏税 、道

德绑架 、人身依附 ,慈善冷漠 、富而不贵等负面现象 。

这与国人的财产观有关系。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

的儒家伦理强调“亲亲尊尊” , “亲亲”伦理观含有强

烈的家族意识 ,国人非常重视家产的继承与守护 ,将

导致家产流失的行为视为不孝和不才。“亲亲”伦理

积淀成国人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惜财”意识。国人不

愿意进行慈善捐助 ,偶尔为之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

佑或者散财消灾 。再者 ,一些人认为慈善是少数富

人的游戏 。实际上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慈

善是社会公众自愿对弱势群体进行无偿救助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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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少数富豪的行为。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

害300多亿的善款善物中 ,大多数源于普通个人捐

助 ,并且前往灾区作义工的众多的志愿者亦是普通

个人 。

与西方人较开放的财产观相反 ,国人有不露富

的思维定势和对待财富的矛盾心态 。不露富的思维

定势与均贫富和杀富济贫的伦理文化背景相关 。我

国历史上均贫富和杀富济贫的事例以及当代中国对

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形成完善的体制 ,导致了

国人不公开的封闭的财产观 。一方面 ,儒家伦理重

义轻利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 12]

,视钱

财如粪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 13]

;另一方面 ,为富

不仁者的见利忘义和均贫富的伦理积淀 ,使中国社

会的仇富心理比较普遍 ,从而塑造了国人追求财富

又鄙视财富的矛盾心态 ,形成了国人集聚财富又隐

匿财富的传统习惯。而私有财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捐

赠文化的基础。在国人看来 ,捐赠财产犯了露富大

忌。这种思维模式使我国的富人捐赠难以形成气

候。同时 ,部分富人也缺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 ,少有

感恩的心态 ,以我所得回馈社会 、帮助弱势群体的氛

围远未形成。因此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仅仅依赖于

政府和少数富人的义举 ,这可以说是文化的缺失 ,也

是我国慈善事业滞后的现代伦理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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