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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慈善思想的现代转化

管开明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8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全面复兴。2008 年汶川

大地震之后，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更是进入发展转型的新阶

段，公民的慈善热情高涨，慈善意识不断觉醒，慈善组织不

断增多，慈善活动形式更加多种多样。与此同时，中国的慈

善事业也正在遭遇伦理困境。“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

程”“尚德诈捐门”“宋庆龄石像”等事件引发慈善组织公信

力危机爆发，云南“丽江妈妈”事件、襄樊停止助学事件、郭
小娟风波等引发了关于慈善是否需要感恩的讨论。慈善事

业的内在动力机制离不开慈善伦理的道德指引和规范，慈

善社会急需慈善伦理的价值旨归与规范，构建当代中国慈

善伦理迫在眉睫。
传统道德文化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心

灵深处，它以一种内在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

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与风俗习惯

上。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所蕴含

的丰富慈善思想，影响着古代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

对当代我国公民慈善意识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着深远

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慈善文化，分析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在

继承其精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
一、从“仁爱”向“博爱”转化

“仁爱”是中国传统慈善伦理理念的核心，中国传统慈

善文化主张通过仁者爱人来实现少孝、中爱、老慈，进而达

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爱”是由儒家思想的内核———“仁”
生发而出的。在孔子看来，“仁”是人的本质，只有具备“仁”
才能称其为人，“成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求仁”的过程[1]。孟

子更是明确提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的论断，

确信仁是人性之所在。进一步，孔子把仁规定为爱人，从而

在仁中将人与爱统一起来。《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所谓“爱人”就是关爱他人。中华民族的优

良慈善品质———养老扶幼、邻里相帮、济贫赈灾等正是由

于这种“仁爱”的慈善理念衍生而出。
正是由于这种“仁爱”的慈善理念而衍生出了尊老爱幼、

邻里相帮、济人危难等一系列的中华民族优良慈善品质。
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具有普遍性，但在施行的顺序上

是以“亲亲”为起点进而向外扩充的[2]。孔子有言：“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孟子也说：“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孰为大？事亲是

也”。（《孟子·告子下》）这就是说仁爱的施行立足于孝悌，

首先在于“亲亲”，然后再向外拓展，由己及人，由亲及疏，

最后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由此，也就使得我

国慈善者的慈善行为往往是根据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

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原则来进行，慈善行为呈现出一种由

亲人到熟人再到陌生人显著递减的情形。一项有关民众慈

善意识的统计调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的人愿意对自己熟悉的人提供帮助，而只有近

三成的人愿意对不认识的人提供帮助。”[4]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

交往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和匿名

性也不断增强，这致使现代社会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

人社会转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以弱势群体为救助关怀

的慈善对象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因此，现代社会

的慈善伦理强调的是一种对陌生他人的关爱和帮助，这种

关爱和帮助必须超越自己、亲属、朋友和邻居而扩展到全

体社会成员，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和宗族没有等差、无条件

的“博爱”。同时，现代社会倡导的这种博爱还蕴含着一种

为帮助他人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要

求我们应在继承传统“仁爱”的基础上，注入时代因素，将

摘 要：发展慈善事业急需慈善伦理的建构。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建构要立足于传统慈善文化，实现儒家慈善思
想从“仁爱”向“博爱”，从“恻隐之心”向“公民责任”，从“个人道德”向“社会正义”，从“以民为本的仁政”向“以民
为主的民间公益”的转化。
关键词：慈善；儒家思想；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97-02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 哲 学 研 究 ☆

97



Theory Researc h
学 论理★ ★ ★ ★

“仁爱”进一步转化为“博爱”，使慈善对象超越亲缘、地缘

关系而惠及陌生人，无差别地对待一切需要帮助或救助的

人。
二、从“恻隐之心”向“公民责任”转化

儒家慈善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孟子的学说。孟子慈善

伦理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中天然存在

着“不忍之情”与“恻隐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心者，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离

娄下》）。这种恻隐之心、同情心是“仁”的端始，它构成人做

善事的内在动力。正是人的情感中所天然存在着的怜悯与

同情才促使人们去关心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有

对他人痛苦的怜悯与同情才引导人们去恶从善促成个人

的慈善行为，去爱人、去扶贫济困、去救助弱者，从而促进

慈善行为的广泛普及。
以怜悯和同情为基础的人的基本道德情感是慈善行

为的重要心理驱动力，但仅靠情感激发的慈善行为具有不

稳定性和不长久性。一方面，这种情感是一种内心体验，个

人主观性较高。另一方面，这种情感是通过想象而达到情

感的共鸣从而激发慈善热情，由于时间的变迁和距离的远

近，人们的慈善热情会逐渐减弱。正如康德所说，同情作为

一种经验型情感具有偶然性，它只能在其“正处于自己的

高潮而还未退潮的那一刻，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5]。
同时，单纯以恻隐之心作为行善动机的传统慈善意识

不符合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是对

他人幸福和利益的关注，而恻隐作为道德情感是出于对他

人不幸的一种忧虑、担心与关切，它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和

解除他人的痛苦。现代社会虽然是以个体为本位，但个体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每个

社会成员只有通过合作互助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

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一定要有对社会负责、对其他

人负责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这

样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美好。”[6]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是

所有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共同责任，“人类共同体的任何人

都不应对其他成员的命运漠不关心”[7]，人人都有主动接受

和履行慈善的权利和义务。全体社会成员创造性地进行社

会互助是推进社会和谐的方式，通过社会互助能让他人感

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回报社会。只有强

调这种基于公民责任与义务的慈善意识，人们才能以一种

国家主人翁意识姿态自觉地帮助其他陌生社会成员，人们

才能把获得国家或者是其他社会成员的救助看作是公民

的一种权利，社会弱势群体才能基于这样的权利以一种平

等的心态而不是“被可怜被同情”来享受救助者的援助。
强调慈善作为公民的责任并非完全否定传统慈善伦

理中的“恻隐之心”。“同情与怜悯”是人类所普遍共有的善

良意志，它天然存在于人的情感之中，它对于引导人们去

恶从善与促成个人慈善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要

唤醒藏于人性深层的这种潜在意识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

意识，在吸取“同情怜悯”理念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公民意

识，以“恻隐之心”为起点并与现代公民责任义务意识相融

合，用“恻隐之心”来巩固和强化当代慈善，形成基于共同

体意识下的权利义务观念。当两者沉淀为慈善主体内心一

种更为坚固的责任义务感时，慈善参与者便能以一种更加

平和、平淡的心态自觉自愿地去践行各种慈善活动。
三、从“个人道德”向“社会正义”转化

在儒家思想中，仁爱作为一种美德，原本存在于我们

人性之中，需要通过自省或其他的修养功夫来达到。孔子

认为，仅仅洁身自好并不足以称为“仁”，只有走向“爱人”，
才能算是“仁”。《论语》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

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可见，“安百姓”是君子爱

人的最高境界，救济贫困的慈善行为是仁人君子之大德，

行善是人们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价值工具和个人修养的一

种主要方式。
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中，奉行慈善体现的是

一种个人价值观，是个人对高尚品德的追求。慈善的目的

只不过是个人品德的完善，慈善行为源于完善自我品德的

需要，行善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因此，传统慈善行

为只是一种受内在道德力驱使的自律要求，没有强制性的

他律，没有实现行善的内在要求与社会责任等外在约束的

有机结合，没有上升到社会的道德规范层次。慈善意识仅

仅停留在个体觉悟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自律———他律———
自觉的升华过程，没有发展为慈善主体行善的道德自觉。
这样一来，慈善行为往往局限于个人道德领域，慈善救助

始终处于较低的个体互助的状态，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

展。正如拉斐尔所说，如果仅仅是依靠个人自身美德去实

施帮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活动，那么慈善的覆盖面是有限

的；只有当慈善成为一种社会正义时，它才逐渐成为整个

社会的公共责任[8]。
社会正义是一个具有制度内涵的概念，它将正义实践

于律法上，具有所有人在任何地点都要履行的一种义务的

含义。具有制度倾向的社会正义对于构建良好慈善秩序、
保障慈善活动顺利进行意义重大。如前所述，现代慈善不

仅包含对他人的同情与感恩，也包含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

义务感。现代慈善要求改变传统慈善仅仅将其作为个人美

德的观念，将其由个人修养的范畴扩展为公共意识的范

畴，将其从个人美德的层次上升为社会责任与社会正义的

层次。
将“个人美德”提升为“社会正义”并不是对将慈善作

为个人伦理与个人美德的否定，个人伦理和个人美德的价

值导向是当代中国慈善伦理构建的基础。现代慈善事业、
慈善活动需要每个慈善参与者以个人美德为价值旨归和

导向，需要千千万万个社会成员个体去实现。我们需要个

人美德对慈善活动的激发与巩固，同时需要基于社会正义

的规范伦理来避免个人美德的主观性，克服慈善活动的不

稳定性。
四、从“以民为本的仁政”向“以民为主的民间公益”转化

儒家认为，“仁爱”是仁人君子的高尚道德品质，如果统

治者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能超凡入圣。《论语·雍

也》记载：“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孟子·公孙丑上》载：“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君主一旦将“仁爱”美
德推己及人，努力做到尊民、亲民、爱民，（下转 1 2 4 页）

98



Theory Researc h
学 论理★ ★ ★ ★

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因此，君主为

政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历

代封建王朝的一些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推行“仁政”，大批诸

如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官办慈善机构纷纷兴起，这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与这种“仁政”思想相匹配，慈善救济的主要甚至是唯

一的合法提供者是政府。在传统儒家慈善思想看来，民间的

慈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的“不仁政”，因此往往受

到制约和打压。孔子对学生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济灾民的

评价是这样的：“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

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孔子家语·致思第八》）。孔子认为子路这种行为是在标榜

自身美德，显示君主的无德。慈善本来是人人皆应为之的义

举，但因这种“仁政”思想被扭曲为统治者借以显示其恩惠

的工具。无疑，这种思想挤压了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

降低了公众参与社会救助的热情和责任感，影响甚至挫伤

了民间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我国，慈善事业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但慈善事业并不是政府社会救济

功能的延伸[9]。社会救助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不能把政府的

社会救助与“慈善”混为一谈。慈善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志

愿性的民间活动，这决定了民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10]。政府

在慈善事业中的责任主要是健全制度、营造舆论。政府应

该反思自身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认识到自身

能力的有限性，信任并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各阶层、各群

体积极参与到慈善活动之中，充分尊重参与慈善事业的社

会各方，充分保护参与慈善活动各方的合法利益，不断激

发全社会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充分认识到慈善事业的

民间性，对于建构我国慈善制度、培育慈善文化和慈善生

态具有指导意义[11]，有利于促进我国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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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对她们进行一些技

能的培训，增长相关技能知识，提高她们的文化素养，另一

方面，也要加大宣传力度，现在是网络比较发达的时代，在

农村使用手机、电脑也较为普遍，而且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

还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知识，所以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创建相关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平台对农村妇女进行医疗

保健、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发布一些医疗保健、法
律等相关方面的信息，设置咨询问答、妇女健康知识讲座、
婚姻法解读等栏目，可以让农村妇女足不出户就能受到教

育，掌握相关的医疗保健常识和法律常识，懂得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提高农村妇女重视自我的意识，提高文化教

育水平，这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学习，有利于农村妇女传统

观念的改变，促进农村妇女综合素质的发展。
3.要建立完备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保障机制，调动农

村妇女参加健康向上活动的积极性，自觉参与到新农村建

设中。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农闲时间带领乡村女性文

化骨干、领导组织文化活动，发挥表率作用，定期开展“文

化下乡”活动，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二人转大家唱”活动，

激励其他妇女参加。二是要为参加健康向上活动的农村妇

女提供适当的物质奖励，比如在参加“扭秧歌”“广场舞”
“二人转”等娱乐、健身活动时可以给他们提供服装、相关

设备、资金上的支持。三是在开展医疗保健培训或讲座时，

可以给她们发放一些与活动相关的产品，增加她们对讲座

知识的了解，由于生理特征和社会角色不同，农村妇女比

男性面临更多特殊且复杂的健康风险，因此需要关注和重

视其医疗保健意识。四是要建设村图书馆、学习资料室，提

供有益于女性身心健康发展的书籍，提供有价值的科技致

富报刊，为女性的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是相关部门要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健全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关注本村

妇女的生活动态，解决农村妇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要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和家庭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崇尚科学

文明，反对封建迷信，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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