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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道德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

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聚，物质文明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伴随而

来的却是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信息技术发展的全球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网络化、以及经

济市场运行的非规范化。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

在公共道德领域慢慢演变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种危机——道德危机。从根本上说，道德

危机是道德权威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道德判断陷入没有公准、没有客观尺

度的道德相对主义。从实际看，道德危机的现实危害和负面影响有时并不特别明显，但长此

以往，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不可小觑。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一个道德混

乱或败坏的国家或社会，其最终必然走向衰败和灭亡。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消除人类面临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

更不用说消除由人类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所引发的各种人为灾难。我们以追求幸福和实现现

代化的名义毫无节制地掠夺赖以生存的地球，使地球的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为了一己之私，很多人不惜对大自然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一国之利，许多国家不惜对

别国转移污染，以邻为壑。近年来，我们身边发生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道德事件，从“红心鸭

蛋”到“黑砖窑事件”再到“三聚氰氨”，从“艳照门”到“空姐门”再到“酒瓶门”，层出不穷，我们

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道德在整个社会还有一席之地吗？ 

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道德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原因在何处？我试图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造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

的因素纷繁复杂，加上自己才疏学浅，只能作一浅显的分析，能够引起大家对当今中国社会

道德危机的关注，即已达到我最初的愿望。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一是中国人是自己割断了道德的根，破坏了道德的本。中国传统道德是被中国人自己毁

掉了，被反传统反掉了。如今的国人津津乐道于韩剧中的“礼仪道德”，却完全忘记了其中很

大一部分正是我们失去的“传统”。“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但全面的反传统思潮

与运动又使中国人的精神陷入虚无。面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彻底丧失了信心，

他们迫切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够立刻享受到西方人所享有的自由以及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

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全盘颠覆传统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其结果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作为

维系家庭、社区关系、职业伦理的功能荡然无存。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国

书”，到五十年代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浪

潮一波接一波，中国人与祖先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道德、

规则、价值，精神也就逐渐被掏空，堕入了道德危机的深渊。 

二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观。“不管怎么赚

钱，别管我通过什么方法赚钱，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成功，就应该得到崇拜”，“一切从个

人出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服从于自我价值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这就是金钱社

会的道德现状。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题为《用发展眼光看中国》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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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出，道德缺失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他说，“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

公共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加上道德的滑坡，

使人们一切以钱为标准，以拥有金钱和财富的多少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价值。但我们却没有

意识到，虽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道德水准却逐年下降，正应验了那句“世界上任何

经济的腾飞无不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唯利是图的金钱观致使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两大痼疾，其一，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靠

恶意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其二，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坑蒙拐骗而致富。

长期下去，原本就已经苍白无力的道德体系更加支离破碎。 

三是法制的不健全成为道德危机的“软肋”。我国法律基本制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

法可依”。近年来，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

进步，很多新型的犯罪不断出现，却没有相应的法律与之配套，从而导致在道德领域出现盲

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屡禁不止，虚拟的网络更是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人

肉搜索”，人们在网络上毫无忌惮的谩骂，以揭露他人的隐私为悦，这些现象法律上尚没有

给予明确的界定。“法无禁止皆自由”，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皆可以去做，即使与道德标

准不符合，也不会被定义为违法。以上种种，都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更甚者就是常

听到法官的受贿与犯罪，摧毁了人民的最后的依赖屏障，更摧毁了人民对真理的最后信心。 

四是信仰的缺失是导致道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

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确，没有了对头顶星空的敬畏和追寻，就不会、也无法

坚守心中的道德法则。信仰缺失造成了社会道德危机。中国社会今日的道德问题，根源就在

于缺少了这种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体系的支撑。中国文化中，原本并不缺乏宗教情怀。而

且，相对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还有其独到之处，即官方所坚守的儒家信仰，既“畏天命”，

又“敬鬼神而远之”，对各种其他宗教或信仰采取一种相对宽容、兼蓄并存的态度。1949

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时期都是呈现一种主流信仰与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1949年到

1979年期间，虽然宗教信仰被作为反动落后的东西抛弃，但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也使我们拥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拥有“舍小我、顾大家”的高尚情

操。但不幸的是，1979年以后我们陷入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真空的状况。市场经济和个人

主义的发展使共产主义理想多停留于宣传层面，而政治信仰功能的减退又未能由宗教信仰及

时的弥补，致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信仰真空。信仰的缺失使个人无法找到“终极关怀”，无

法实现生命的根本转变，从而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永无休止。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

唯一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无暇正确认识自身存在于其间的整体世界和各种关系，无法获得

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社会、他人乃至人伦关系都仅仅成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条件、

工具、手段。个人由于丧失了和整个世界的丰富完整的联系而使自我成为单向度的占有财富

的“挣钱机器”，道德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哪里没有信仰，哪里就没有道德，没有了信仰

的道德约束作用，道德危机不可避免的产生和蔓延。 

当然，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远不止上述几方面，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相对落后等等，

都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今天，道德的重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道德重建过程中，作为一名宗教工作者，如何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

任和义务。用宗教信仰来进行道德教化，具体到道德领域，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宗教伦理思

想体系、宗教道德规范中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新世纪宗教工作的重大课题。认真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陷入日益严重、不断蔓延的道德危机的人类社

会来说，又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