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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全球性社会公益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公益事业占据社会整体道德建设系统制高点

地位的客观现实, 要求我们从伦理道德层面研究公益事业,特别是分析公益事业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思想

脉络和流派渊源, 这对指导当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构建社会公益事业的伦理体系,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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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西方传统公益伦理思想”, 主要是根据西

方自古希腊始,经中世纪到近代传统公益事业发展及

其伦理思想的演进历史,选择西方公益历史传统的三

个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具有独特历史象征意义的伦理

精神, 表达的是具有鲜明阶段性传统特征的伦理主

题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

会事业 。它相信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是一种 “共同

的善”, 并且是和每一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的宏伟事

业 。它需要人们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人与人之间互

爱互助精神才能实现 。应该看到,当代社会公益事业

在整个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发扬中占有高端地位,是一

种特殊的需要强大伦理动力的社会制度, 是为达到一

定公益目标和伦理理想而建立的制度实体, 是国家 、

社会和个人对公民承担的 “制度化的集体责任 ”
[ 1]
。

当然, 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 都决定

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 决定着该社会公

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 。由于公益伦理 (Public

Welfareethic)各理论流派分类标准模糊不清但又差

异巨大,在时空和派系间呈现动态发展,彼此交错的

局面;所以这种划分不是绝对和孤立的,而是辩证和

动态的。比如说, 西方公益事业在其发展历史上, 由

于其行为主体 、行为对象 、概念的内涵外延 、行为类型

等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所谓 “公益事业” ( Pub-

licutility)与 “慈善” (Charity) 、 “社会保障 ” ( social

guarantee) “社会福利” ( socialwelfare)等概念的关系

经常处于混合 、重叠和替代之中。又比如 “公益 ”概

念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几乎可以等同于 “慈善 ”,

而西方近代出现的国家公益行为直接发展成为现代

福利 、保障制度;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信仰

及其伦理不仅是中世纪公益的典型意识形态, 也是西

方公益事业长期以来的核心价值之一。

　　一　城邦公益传统:希腊罗马时代的共同体精神

　　慈善在西语中主要有两种翻译:Philanthropy和

Charity,英语中的 “Philanthropy”来源于古希腊语, 是

由 “Phil”(爱 ) “Anthropy” (人类 )两词根缀合而成,慈

善一词的含意即是爱人类 , 通过个人的善举 , 即通

过捐赠 、提供服务或其他爱心活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

和灾难 , 促进人类福利事业的发展 , 改善人类生活

的质量 。而 Charity在早期拉丁语 (caritas)及希腊语

(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

行为 。现代公益的许多原则 、概念追根溯源,都与古

希腊罗马时代的公益观有重大渊源 。
[ 2]

柏拉图 (platon, 前 427 -347)在 《理想国 》中认

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导致了国家一切灾难的根本原

因,一个符合正义与公道的社会, 决不应该是一个贫

富悬殊很大的社会 。他认为, 财富是奢侈放纵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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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贫困是卑鄙龌龊的双亲 。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

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

幸福。为此,他主张实行禁欲主义的 “共产制 ”。亚

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 384-322)的社会公益思想主

要体现在 《政治学 》和 《尼可马科伦理学 》两本著作

中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 通过解读亚

里士多德的文本,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善与

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

的,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善对人类

最终意味着幸福 (eudimoia) 。亚里士多德的善,也就

是人所过的最好的生活,对善的追求和人类的好生活

而言, 德性都是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 德性的践行都

是中心性的和必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没有德性, 也

就没有人类生活的善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与

德性是有着普遍的社会关联意义的, 一个有着共同利

益 (善 )的及其共同追求的共同体, 是传统德性赖以

存在的基本社会条件 。德性是在共同体内部通过其

实践辩证地建立起来的。善本身是一种共同性的善,

德性则是一种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内在条件。可见亚

里士多德的公益伦理观是一种共同体精神的公益观,

他主张社会公益事业要以善德教育为基础,以公民的

幸福生活和城邦的公共利益为目标, 在维护奴隶制度

的前提之下,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良, 把公民引入幸福

生活的境界, 促进城邦的共同繁荣和维护其共同利

益 。他曾经这样称赞人的慷慨施予之举 :“在一切德

性之中 ,慷慨可说为人最钟爱 ,因为在给予着中 , 可

以有助于人 。”
[ 3]
。而另一位大哲梭罗也表达了类似

的德性观点 :“慈善事业几乎是惟一受到人类倾力称

赞的美德。”
[ 4] (P135 -145)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 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

问题就是城邦的公民资格问题 。在取得公民资格这

一问题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公民致力于公共事务 ,

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城邦 , 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

而努力
[ 5] (P316)

, 由此换来参与共同体内的各种权利

的分配。关于这一公民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指出:

“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 (城市 )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

团体, 一切杜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

些事业 ———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 在他们看来, 其

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

此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极高而最广

的一种,它所求的事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

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的 `城邦 ' , 即政治

社团 (城市社团 ) 。”
[ 6]

, 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的本性是

要求组成国家,结成社会,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人

才能获得最高的善,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谓城邦就是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结成

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在这里, 每个公民都有权力和义

务参加城邦的公益事业 。古罗马时代依然强调公民

义务优先 ,与古希腊相同的是 , 它们都将共同体作

为最高的善和公民个人充分展现德性的舞台。

古希腊罗马时代最著名的慈善理论家西塞罗认

为, “没有什么比仁慈和慷慨更能够体现人性中最美

好的东西了 。”
[ 7] (P110 )

。西塞罗曾深刻地分析过这种

捐赠传统 , 他直接把慈善行为 (捐赠和服务 )作为公

民的道德责任来论述 。在他的 《论责任》一文中 , 西

塞罗 分 析 了 人 类 慈 善 行 为 的 根 源 和 必 要

性 。
[ 7] (P117-119)

他把它们归结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

履行的道德责任 。慈善的最终根源是 “自然 ”为人类

所制定的社会与群体的原则 , 这就是以理性和语言

为媒介的公正 、平等和善良 。“自然 ”创造的一切为人

类享用的东西人人皆可享用。而在各种道德责任中

,个体应该担负的最重大的责任是为国家服务 。国家

是一种最亲密的社会关系 , 它把每个公民联系起来

,因此公民提供服务的最重要的对象应该是国家。西

塞罗非常赞赏个人为国家慷慨解囊 , 施财于公共利

益 。他认为 ,倘若个人行善时把钱用于修建城墙 、船

坞 、港口 、沟渠以及所有那些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

工程 ,那么这种善行比施惠于私益的善行更加正当

,因为施舍个人只能使一个人得到一时的满足 ,但是

公共工程的改善会使后代获得更加持久的恩惠。他

认为 ,人们应当遵循 “对受者有益而对施者又没有

损失”的原则 , 经常不断地为他人和公共福利做些贡

献 。 “好心为迷路者带路的人, 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

燃他人的火把,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燃了朋友的火把

而变得昏暗”
[ 7] ( P113-114)

西塞罗把个人的善行与个人

的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 , 慷慨行善是个人道德责任

的构成要素 , 它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自然法。换言之

, 承担道德责任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法则。
[ 8]

当然,要看到西赛罗的公益慈善是 “有等差 ”的,

要按小共同体的本位差序格局安排 “善意”, “按照社

会关系的各种等级来提供帮助 ”。
[ 9] (P191 )

另外西赛罗

虽主张个人资助社会,但强烈反对国家以社会的名义

强制个人, “不能打着国家旗号侵犯平民百姓的财产

权 ”,对那种 “装出一副民众之友的样子”煽动平均主

义的人要予以警惕。
[ 9] (P202-204 )

西赛罗的这一观点对

近代的自由主义公益观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 10]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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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公益传统:上帝的博爱精神

西方中世纪是教会统治的世纪, 最能反映中世纪

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特点的,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

教会系统的公益慈善事业, 因此人们把教会公益视为

中世纪公益的典型形态。西语中 “慈善 (Charity) ”一

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 “仁爱 ”、“基督之爱 ”、“为上

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 (基督教 )色彩。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公益伦理思想由古代世

俗主义的 “Philanthropy”即人类之爱逐步转变为信仰

主义的 “Charity”
[ 10] ( P121)

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 ·阿

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慈善行为与宗教行为是合一的。

他在《神学大全》中说:“去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孤儿寡

母,作为要求来说是一种宗教行为,作为动机来说, 是

一种仁慈行为;保持自我不受世俗的污染,是节制行

为或某种相同的美德行为。”基督教是通过对上帝的

信仰, 通过自我在世俗生活中的博爱善行而赎罪, 获

得拯救 。

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个字:“博爱 ” (fraterni-

ty) ,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在 “爱”的基础上的,

“爱是无可比的 ”, “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 “你要尽

心 、尽性 、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

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
[ 11]
基督教认

为:每个人是按上帝的样式造的, 人的灵魂里有上帝

的形象,所以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 同等地无私为

一切人谋利益 ,因为上帝是同等地爱一切人的 , “神

的恩典是不加区别地赐给全人类的 。”
[ 11] (P343 )

“爱的

本质 ,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 , 不求自

己的益处 , 反求别人的益处 。”
[ 12] (P76)

使徒保罗说:

“既然现在你们有余,那么你们只有帮助那些不足的

人才是公平的。”
[ 14]
纵观基督教的公益慈善历史, 可

以发现基督博爱精神是宗教公益精神的核心。

基督教还进一步提出了施予神学以及 “分享的

原则”, 号召人们效法基督, 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

提倡创造财富不是为了奢华的生活, 不是为了虚荣

心,更不是醉心于积累则富成为财奴, 同时大力提倡

简朴生活,主张将富余的财物与人分享。革利免等神

学家还提出了 “有用性原则”, 提倡财富的使用应以

实际需要为准,而不应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大肆挥

霍 。

通过基督教的一系列教义, 基督教把人对上帝

的爱与普遍地满足人的需要联系起来 。应该看到, 宗

教公益精神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方公益伦理的核心

精神,宗教信仰对西方公益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当然,中世纪的教会公益既有脉脉温情

的一面,但是也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 “为了讨好巴

结天堂里的统治者 ”
[ 13]
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

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

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它罪恶的公正的惩罚, 就是对

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 14] (P218)

,基督教

的公益伦理无可避免的要反映中世纪统治阶级的意

志和利益, 由于基督教自身教义的逐步修正, 神学体

系的日益精致,基督教公益伦理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具

有代表性的伦理思想,并长期作为西方公益事业的主

流价值观之一而影响至今 。

三　人文公益传统:人道主义精神

宗教的慈善道德包含了神道掩饰之下的人道主

义思想,而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神道的公益道

德观在不断的 “祛魅 ”过程中隐退, 而人道的公益道

德观逐渐成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主线 。纵观西方近

代以来整个公益事业发展的历程, 无论是哪门哪派,

都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人文主义精神贯

穿其中,或者叫人道主义, 可以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

起,人道主义思潮的涌现,整个西方公益事业及其伦

理面貌为之一变,焕发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

质 。人道主义由于作为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公益事业

发展整个历史的主流核心价值, “人文公益 ”自然成

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又一重要传统 。其主要特点

是:

1.以 “人道主义”精神为价值核心

人道主义 (humanism)人道主义又称作人文主

义,泛指一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

尊严和权利,关于人的本质 、使命 、地位 、价值和个性

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 。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一切社

会活动的出发点.以此来反对宗教迷信,尽可能地增

大人类公益福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尽可能发挥作为

社会和作为个人的作用。

人道主义对人的尊严 、自由 、平等的推崇 , 一方

面张扬了人性的高贵和人类价值与目的的重要性 ,

从而使人有尊严地 、幸福地生活成为一种人权的要

求,一种对社会 、政府的公益权利 。 17、18世纪的政

治道德哲学把人道主义当作检验统治阶级和政府的

政治合法性的武器 ,并以此来挑战国家的社会福利

制度和政府的社会政策 。而统治阶级也把改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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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生活状况 , 对穷人实施某些有限的救助 , 当

作自己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来推行 。这样 , 以人道

主义的道德动机为出发点 , 以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

为目的的人权理论 (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 ) ,就

成为 19世纪以前社会公益福利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道

德意识形态依据。在这种人权观念的支配下 , 对遭

遇不幸的人们实施人道主义的救济 , 提倡举办各种

公益慈善事业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穷人,就成为西

方各国的公益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选择 。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树立了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

和人际关系准则 。人类历史已经形成了 “尊老爱幼.

扶弱济贫.友爱助人.和谐共存 ”的观念和伦理, 人类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生存 、安全 、

归属和爱 、尊重及自我表现 、相同的权利与机会等等

的需求,人道主义要求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

人 、尊重人 、关心人,在此基础上推动人们的道德意识

和道德责任感, 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 、团结 、友爱 、互

助的新型人际关系, 要求人们坚持推己及人, 与人为

善的为人原则,用人道的方法对待一切人 。近代以来

社会公益事业的转型与发展, 恰恰是配合社会发展,

争取在不同层次上满足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需要方

面提供保障,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对人类的整体人文

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因而成为近现代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的精神孵化器。

2.以 “利他主义”为主要行为原则

利他主义 (altruism)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道德

原则和学说 。源于拉丁文 alter,意为 “他人的 ”。“利

他主义 ”认为人有两种本能, 即个人本能和社会本

能,前者表现为利己心,后者表现为利他心,只有发展

利他主义这种社会情感对抗利己主义情感,才能发展

出普遍幸福的社会
[ 15] (P656)

。 “利他主义既是天生的,

也是本能的,利他主义是家庭同情心的广泛外延。那

些经过竞争淘汰而幸存下来并形成现代大型民族的

人们,也正是那些具有普遍同情心并近似于利他主义

本能的人们 。”
[ 13]

利他主义认为 ,实施慈善捐赠或志愿服务的个

人 , 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把改善社会 、解决弱

势群体的生活困境当做自己的一种使命。
[ 16]
这种人

类使命主要产生于仁爱 、同情 、怜悯 、慈善等利他的道

德情感 。 “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

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 。”
[ 17] (P497 )

人的本性是倾

向于快乐的,这些人性中的本来要求就会导致人对他

人的同情,进而关心整个社会的利益。 “人性中任何

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最为引人注目

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倾向” “慈善 (也

就是伴随着爱的那种俗望 )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

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一种厌恶 ”
[ 17] (P420)

人对他

人的慈善动机和道德感来自于人的天性和天性中既

有的同情心 、怜悯心和爱等特质, 是人的本性中自然

地指向他人和自己的幸福,并对他人和自己有用的性

质,它是自然美德,并引导人去恶从善。爱人是一种

自然美德,这种爱和怜悯心其实就是人类自爱心的扩

展,它使人产生对他人的爱和关注。 “我们必须爱自

己,我们的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 从这种

情感中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

我们生存的人。”
[ 18] (P289)

自爱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

其本身也产生对他人的爱,对他人幸福的关注而导致

利他的行为 。

3.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为主要目标

追求社会的普遍幸福,一直是西方公益事业孜孜

以求的主要目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了西方空想社

会主义者 、功利主义者等的公益伦理思想之中, 他们

均以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幸福为己任。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是建设一个没有剥

削 、没有压迫 、没有穷人,财产公有 、人民平等互助 、安

居乐业 、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在 《乌托

邦 》中,莫尔说:“理性劝告和敦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

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那里的人都享有社会保

险,救死扶伤,敬老爱幼, 老人受到特殊照顾,病人受

到热心照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同目前正在从事

劳动的人一样的照顾 。全岛的人都号召人人相互帮

助.以达到享受愉快的生活这一目的, 理性使人 “以

人道主义的名义 ”, 尽量减轻别人的贫穷和困苦, 照

顾到别人的康乐和幸福, 。 “要以公共利益为前提,

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的所得, 这就尽到了博

爱人类同情人类的义务 ”。康帕内拉在 《太阳城 》中

说到:“使大家都成为富人, 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

同时又都是穷人, 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

产 ”。圣西门的社会公益主张概括起来有 “满足人民

的需要 ”.“促进无产者福利的提高” 、“保证社会的安

宁 ”等三个方面。他并把它作为社会制度的 “惟一的

和固定的目的”。圣西门设计了相应的 “实业制度 ”

作为其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 提出了许多天才的建

议 。 “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 后

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切并非严格的是经济的思想

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 ”
[ 19] ( 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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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幸福 、公正的和谐社会, 他在

《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中说到, “大自然的意旨是

要野蛮制度走向并逐步达到文明制度;文明制度走向

保障制度;保障制度走向简单协作制度 ”, 他认为按

照社会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文明必将被和谐制度取

代 。个人的幸福和一切人的幸福达到一致;人们自由

沉浸在自己的情欲和爱好之中;欧文的 “劳动公社 ”

是他构思中的理想社会制度,他主张财富和飞速发展

的社会生产力不应仅仅是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

奴役,作为大家共同的财产只应当为社会大众的公共

利益服务,提出消灭私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 欧

文在其社会公益思想不断提出的过程中, 也逐步将自

己从慈善家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较为真实 、全面 、系统地

展现了近代西方社会公益精神的思想之光,成为近现

代社会公益制度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公益伦理思想发

展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社会公

益理论的形成 。 “空想共产主义是刚刚开始发展的

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 ”。
[ 20] (P414)

空想

共产主义虽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代表的是当时不

成熟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

能实现的, “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 他们就不得

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 ”。
[ 21] (P282、284)

但作为

一种理想,却充满了人文关切和社会公益意识, 他们

积极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来设计未来理想的社

会模式,从而唤起了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

精神, 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改革, 对积极促进建立

健全近现代社会公益制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功利主义倡导把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作为

评价行为价值的标准, 也是道德活动的唯一目的, 从

而指出,给他人慈善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实现途

径 。休谟说, “公共的功 利, 是正义的 唯一源

泉 ”,
[ 22] (P166 )

把慈善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联系起

来,认为而慈善则有利于公共利益。

在边沁看来,社会公共利益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的

总和, 只要计算得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总是

一致的,总是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一致的。穆

勒言称:“承认功利为道德基础的结果,换言之, 最大

幸福主义, 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

例;行 为 的非 与 它 产 生 不 幸 福的 倾 向 为 比

例 ”。
[ 22] (P212 )

穆勒同时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不同更有

质的差异。提出快乐既有量的差别,也有质的不同。

而他把快乐分为低级和高级两种,低级快乐是肉体感

官欲望的满足,高级快乐则是精神上的满足。如, 为

他人幸福做出牺牲 、牺牲者则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幸

福 。穆勒号召人们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牺牲

自己福利, 因为这种利他的行为是高级快乐, 它是对

美德的向往和追求 。穆勒提倡每个人为了增加社会

幸福总量和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对

自己的与别人的幸福平等相待 。他说 “功用主义的

道德观确认人类有为别人福利而牺牲自己福利的能

力 ”
[ 24] (P18)

并声明 “功用主义所认为行为上是非标准

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

有关的人的幸福 。”
[ 23] (P18、33)

应该看到,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公益事业正

在全球性兴起, 在建设我国的社会整体道道系统中,

当代的社会公益事业占据着制高点的地位,这一历史

的和当下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从伦理道德层面研究

社会公益事业及其伦理思想。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所谓近现代的社会公益事业及其体系,主要的还是发

源于西方传统公益事业,故而研究西方传统公益伦理

思想, 对指导当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公

益事业的伦理价值体系,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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