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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编纂这本迷你指南？

培养伦理推理能力至关重要。它既能引导个人过上有道德的生活，

又能促进建立一个讲道德、尊道德的世界。我们将在这本迷你指南中阐

释伦理推理的基本原理，向读者介绍深入分析伦理议题和伦理问题必备

的认知工具和知识。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将伦理同依照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

行事混为一谈，未能认识到伦理是自成体系的。伦理由一系列概念与原

则构成，这些概念和原则引导人们确定何种行为会帮助或伤害到其他有

感知能力的生物。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伦理概念和伦理原则的定义具有

普遍性。这些概念和原则超越了文化与宗教，并通过诸如《世界人权宣

言》等文件呈现出来。个人无需诉诸宗教信仰或文化习俗便能认识到奴

隶制、种族灭绝、酷刑、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谋杀、袭击、诈骗、欺

骗、恐吓是不道德的行为。一旦我们将宗教信仰或文化信念作为道德判

断的基准，必然会导致信仰相左或信念相悖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

以共同的伦理概念和原则为指导，对常见伦理议题进行分析推理，这对

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详细研究一下伦理话语中用到的各种术语，我们能在几乎每种自然

语言中找到很多重要的伦理概念。所有语言都包含描述理想伦理品质的

术语，例如：仁爱、开明、公正、真诚、诚实、有同情心、体贴、高

尚。所有语言也同样包含很多描述负面伦理品质的术语，例如：自私、

贪婪、自大、冷酷、欺骗、虚伪、伪善、偏见、偏执、憎恶、有报复

心、残忍、残暴、暴虐。上述术语的本质含义不由神学思想或社会习俗

决定。同理，个人生活符合伦理道德与否也与神学思想或社会习俗无

关，而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是助人还是害人，是在提升还是在降低他人的

生活品质。

若要熟练地进行伦理推理，个人不仅要具备区分真正的伦理术语

与神学或习俗术语的能力，还需具备其他领域必备的各种认知技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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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能熟练地将推理过程分解成若干步骤，能熟练地从清晰性、准

确性、精确性、相关性、深刻性、宽广性与逻辑性等方面对推理进行评

估，并具备认知谦逊、认知毅力与认知共情等品质。

这本迷你指南并不能让读者一蹴而就地成为一个讲道德、尊道德、

守道德的完人，但它将切实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伦理

讨论将经常以无望的争执或令人沮丧的矛盾和误解而告终。成长为一位

睿智的伦理推理者需要时间和大量实践，这项任务没人能代替我们完成。

理查德·保罗

批判性思维中心

琳达·埃尔德

批判性思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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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功能及其主要阻碍 

“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

坏事，只需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

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伦理推理应当明确区分两种行为：提升他人福祉的行为与贬损他人

福祉的行为。前者我们应予以称赞，后者我们应予以谴责。培养伦理推

理能力极其重要，因为人性中有着自我中心、怀有偏见、自我开脱以及

自我欺骗的强烈负面倾向。社会中心论文化（特别是通过大众媒体）带

来的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负面倾向，并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只有

系统培养开明、诚实、正直、有自知之明、心系他人福祉等道德品质，

我们才能积极对抗上述负面倾向。虽然我们无法彻底地最终消除自身

的自我中心倾向，但在学习成为有德之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主动与

其对抗。

伦理的根基清晰明了：个体行为会影响到他人福祉。我们的行为可

以提升或降低他人的生活品质，我们有能力帮助或伤害他人。此外，从

理论上说，我们有能力认识到自身正采取上述哪种行为，这是因为我们

能运用想象力，将自身置于他人处境，设想如有人采取同样行动，我们

会遭受何种影响。

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至少会在口头上支持普遍伦理原则的共同核心

思想—例如，欺骗、诈骗、剥削、虐待、伤害或偷窃是不道德的行

为，尊重他人包括自由和幸福在内的权利、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谋求

共同利益（而不只是私利和个人的乐趣）、努力令世界变得更加公正人

道是每个人的道德责任。

甚至连孩童都对帮助或伤害他人的行为有一些了解。但不幸的是，

比起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孩童（与大人类似）更容易意识到自身所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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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

●	“这不公平！他得到的比我多！”

●	“这些玩具她一个都不让我玩！”

●	“他打我！我又没惹他！他是坏蛋！”

●	“她答应过我的！但现在她不愿意把洋娃娃还给我啦！”

●	“骗子！骗子！”

●	“这不公平！你已经玩过啦！现在该我啦！”

伦理决策需要深刻的洞察力 

不幸的是，如果伦理原则仅仅停留在大家口头上达成一致，重要的

道德目标就无法实现，世界也无法变得更加美好。只有将伦理原则付诸

行动，其效用才能得以体现。但这要求个人具备一定的认知技能与伦理

洞察力。

就道德而言，这个世界并没有以清晰明了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

自欺欺人的虚假宣传大行其道；公众讨论和媒体传播做不到不偏不倚，

容不下开诚布公的辩论；大量资金被用于说服人们以单一视角看待世界

大事。此外，由于我们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往往先入为

主，将他人与他国以善恶来划分。人类总是认为自己属于善的一方，敌

人属于恶的一方。

“我们必须消灭世上的邪恶。”

“现在，我们必须与恶魔划清界限。”

“我们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恶魔作斗争，我们终将获胜。”

“要么与我为友，要么与我为敌。”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2002 年

而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被视为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道德之举其实

应对之进行深入讨论；而一些看似颇具争议的行为却实为显而易见、不

言自明的道德之举。同一行为在受到特定社会、宗教或政治群体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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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的同时，往往也遭受其他群体的道德谴责。

通过榜样和鼓励，我们可以养成重要的认知品质。我们能学会尊重

他人权利，不以满足一己私欲为重。但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分辨怎样

是帮助他人，怎样是伤害他人，而是我们天生倾向于只关注我们自身及

与自身紧密联系的人。

这种倾向在国家、宗教团体与民族群体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事实

上，很少有群体能像重视自己的生命和福祉一样重视其他群体（其他国

家、教派和民族）的生命和福祉。很少有群体在为自身谋求金钱、权

力、威望与财富时还能考虑到自身行为对其他群体所造成的后果。这种

倾向导致（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很少有人自始至终以同样的伦理原则对

待“外来者”。这种秉持双重伦理原则的行为在生活中几乎比比皆是且

明目张胆。

简言之，无论内心多么渴望行有德之事，只有获得正确的道德认

知，人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如果将自身一系列道德认知同自身

利益、个人欲望与社会禁忌混为一谈，人们便无法做出正确的道德行

为。受道德感驱使的人必须学会自我批判与社会批评的技巧，掌握道德

自省的技巧，还必须识别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道德判断陷阱：道德

偏狭、自我欺骗和不加鉴别地依从。

很少有人深思过获取世上道德相关事实的难度；很少有人善于发掘

这些事实的道德意义；很少有人能觉察到自身的道德矛盾，或清晰地将

一己私利和自我中心的欲望与真正的道德行为区分开来；很少有人曾深

思过自身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评价，并将这些道德评价贯穿起来，使之成

为条理清楚的道德观点；很少有人深知伦理推理的复杂性。因此，日常

生活中的道德评价时常成了真道德与伪道德、道德洞见与道德偏见、道

德真理与道德虚伪的混合体。

自我中心主义——伦理推理的主要阻碍 

人类倾向于从狭隘的、谋取私利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擅长自我

欺骗及合理化是人类的典型特点。即使证据摆在眼前，我们仍固执己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中文版）06

见。我们常常做出公然违背伦理原则的行为。此外，我们坚信自身的所

作所为是正当合理的。

换言之，人类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思想狭隘、自我中心的思考者。在

某种程度上，这完全说得通。我们能感受自身的痛苦，却无法感受他人

的痛苦；我们重视自身的想法，却忽略他人的想法。年岁虽渐长，同情

他人、接纳异见的能力却并未随之长进。因此，我们常常无法进行真正

的伦理推理。

但是，通过探讨伦理议题，我们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正确的

指导与大量的实践能培养我们相应的品性，并帮助我们掌握从对立的伦

理角度对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估的技能。

几乎每种不道德行为都源于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欺骗，而

自我欺骗源于某种思维逻辑的缺陷。例如，希特勒坚信他对犹太人的残

酷迫害是正确的。他的残忍举动源于“雅利安人优于犹太人”这一错误

信念，他认为犹太人是当年德国诸多问题的根源。希特勒坚信消灭德国

境内的犹太人是为了实现德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道德的。他漏洞百出的推理给人类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与痛苦。

如果我们希望成为有德之人，我们必须面对以下事实：每个人都有

自私自利、怀有偏见、自我开脱、自我欺骗等倾向；而人类思维的这些

缺陷正是造成人类诸多痛苦的根源。因此，只有通过系统的培养，形成

公平公正、诚实正直、有自知之明与深切关心他人福祉的品质，才能为

伦理推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伦理推理要求我们即使面对自身强大的私欲，仍能采取正确的行

动。有道德的生活要求我们学会控制天生的自我中心倾向。仅仅提倡过

有道德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个人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采取正

确的行动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心甘情愿牺牲自身私欲和既得利

益，从而承担起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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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模式 理性思维模式 

尽力争取
私利 

顾及他
人权利
与需求 

尽力证实现
有思维模式
的合理性 

努力看到事
物的真相 

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于伦理的大部分见解源自对人类行为中前后矛盾之处的深

刻认识。例如：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别人一套标准。

伦理推理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中必定存

在相互关联的病态倾向。请你确认一下，在下面所列举的倾向中，哪

种倾向在生活中最为明显，哪种最不明显。当你阅读下列内容时，请

扪心自问：下列倾向是否出现在我的思考过程中？（如果答案是“没

有！”，请再仔细想想。）

●	 	自我中心主义式记忆：往往会“遗忘”不能支撑我们观点的证据

和信息，“记住”那些有利的证据和信息。

●	 自我中心主义式短视：看问题往往极度狭隘，想法绝对。

●	 自我中心主义式公正：往往自以为掌握了“真理”。

●	 	自我中心主义式虚伪：往往忽视昭然若揭的前后矛盾之处——说

一套做一套；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别人一套标准。

●	 	自我中心主义式过度简化：往往偏爱过度简化的观点，倾向于忽

视那些重要而又真实的复杂问题，因为这些复杂问题会迫使我们

调整自身信念或价值观。

●	 	自我中心主义式视而不见：往往对与我们赞同的信念或价值观相

矛盾的证据和事实视而不见。

●	 	自我中心主义式直接：往往过度泛化我们的直接感受和经验。当

我们生活中的某件事或某些事对我们而言是好的或坏的时，就认

为整个生活都是好的或坏的。

●	 自我中心主义式荒谬：往往忽视我们的想法中暴露出的“荒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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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批判性 
思维的人

不注重培养
认知能力

培养认知能
力的目的只
是为了谋取
私利，无视
他人的权利
和需求

培养认知能
力，在实现
自身利益的
同时，也尊
重他人权利
和需求

被自私的批
判者操纵，
易被洗脑

操控不谙世
事的人

行为尽可能
直率坦诚

最终成为受
害者或盲目
的加害者

（直接或间接
地）伤害不谙
世事的人

公平公正地
对待他人

心地善良但
自我欺骗

不道德，
自以为是，
自欺欺人

有道德，有同
理心，公正

自私的批判者 公正的批判者

三种人格整合模式

（为保证理论阐释的清晰性，此处将人格分成了各不相同的三类，其实三
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