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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ss of faith in the contemporary seems to have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but also caused a wide range of social concern. Endless material needs not 

only alienate people, make people fall into the trap of egoism, sensualism and 

consumerism, distort people's social nature, but also cause great pressur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k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uman beings increasingly 

pollution and deterioration, mak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seriously hindered. At the root of it is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faith 

has become indifferent, or material enjoymen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faith. This 

paper takes the essence of moral belief as the starting point, discusses how moral belief 

is possible and how to rebuild it in contemporary real life, and hopes that in any case, 

people can play the role of moral purification, self-policing, introspection and self-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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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仰失落在当代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无尽的物质需要不但异化了人，使人陷入利已主义、感官主义和

消费主义的陷阱，扭曲了人的社会本性，而且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使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污染和恶化，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究其根本，

是人类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冷漠了信仰，或曰物质的享受成为首要的信仰。本文

则以道德信仰的本质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当代现实生活中道德信仰何以成为可

能及其怎样重建信仰，并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能发挥道德净化思想的作用，

自警、自省、自律，不致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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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现代性”重大价值问题。在社会不

断进步的今天，信仰危机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信仰危机以困惑、

忧患、幻灭的形式呈现，是走向“新的信仰”的推动者，从而导致享乐主义的

出现。例如，空虚和挫折导致了表现形式为自杀、吸毒、嗜酒等的毁灭主义和

表现形式为谋杀、无政府状态、骚动的暴力行动；不关心自己配偶和子女的幸福，

其表现形式为离婚、殴打孩子和妻子等。这些享乐主义在现代都已成为通病，

流行甚广。所以，信仰危机通常被用作贬义，常被认为发生在心理脆弱、思想

不坚定、缺乏知识和理性洞察力的人身上。其实恰好相反，那些心理成熟、思

想深刻、博学多才、阅历深广的人才会有对人类的最深层、最内在、最本质的

终极价值的关切，正是他们面对困惑、怀着多愁和忧患的冲动寻找着精神家园。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危机乃是信仰主体不断追求自己终极目标的一种心理

过程或精神驿站。

1  道德信仰的本质

既然时代呼唤道德信仰的回归，那究竟何谓道德信仰 ?

以上客观要求人们必须确立对道德的信仰，并将道德之善作为自己终极的

价值追求。为了研究道德信仰的本质，我们不能不将完整的道德信仰从逻辑上

分离出来。这种分离从理论上讲只能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道德信仰

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信仰，它必须包含人内在的道德结构；另一方面，作为主体

的人的信仰又必然指向一定的客观对象。这样，道德信仰就被分离作为信仰对

象的道德客体和作为信仰者的道德主体。

首先，从它作为客体性对象存在来看，道德信仰至少包括三个内容。其一，

道德本体与价值。道德的本体构成是将道德作为一种实在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

它解释着道德的起源、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合法性等形而上学的问题，完成着

道德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例如康德以先验理性为

根据给道德做出了本体论证明，确立了人必须将道德作为一种终极的义务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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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德的本体与价值构成对道德何以存在的论证，突现了道德存在的社会价

值，使人对道德产生了一种信任感、迫切感，解决“我们为什么要自觉地做一

个道德人”这一基本问题。因此，道德的本体与价值作为道德本体的对象性存在，

是道德客体存在的前提与条件，也是道德信仰能够形成的关键所在。其二，道

德理想与目的。道德理想与目的是在对道德存在的确认中根据现实发展的趋势

而对人做出的理想化设计。一方面，这种理性设计必须立足于现实，脱离现实

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无人能及的理想模型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也是现实所

不能认同的。另一方面，这种理想设计是对现实发展趋势的预制，又必须超越

现实，引导人向更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目标而努力。因为，道德理想是人之为

人的一种价值关怀，是支撑起人生活勇气的力量。如果道德生活没有了目标与

理想，那么将会信仰失落、生活绝望、缺乏意义。由此可见，道德信仰的客体

构成中，道德理想是何等的重要。其三，道德原则与规范。道德规范是根据道

德的基本理论而对一定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它是道德评价

的基本标准，是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准则。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家庭道德规范、

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三大领域。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规范的要

求是截然不同的。但作为规范，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具体的行为方式，对人提出

规范性的约束标准。这是一定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在道德体系中，他居于

主导和核心地位”是道德信仰目标指向的具体内容。

其次，是道德信仰的主体性本质。道德信仰在其客观方面是客观的，是社

会现实的客观反映。道德活动与其它历史活动一样，道德主体既是剧中人又是

剧作者，在道德活动的一切环节上，道德主体无不把自己的目的与意图渗透其中，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

的。”这种有目的、有意图，又渗透着主体的情感与意志的过程，包括道德观念、

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形成了道德信仰的主体性构成。它们三者作为道德信仰

的主体性构成要素，使道德信仰由外在的对象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认识与心理，

这一转化不完成，道德信仰的客体构成即便如何正确、如何完善，对于道德主

体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效应。



·27·
道德信仰与社会目标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201004

2  道德信仰何以成为可能

基于以上对道德信仰的分析，可以看出道德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

那么道德信仰又何以成为可能呢 ? 首先，我们从人生对信仰的道德需要来分析。

人生的有限性直接体现在生命的有限性中。人生总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

过程，其中死亡是一个令古人和今人都感到焦虑的事实。虽然人们力图从各种

角度去证明死亡的不存在，如佛教的三世轮回，基督教的复活等，但一个不可

改变的事实则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是永远无法摆脱的。由此看出，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不能达到无限的快乐。对人生来说，不仅生命是有限的，人的一切活动

都是有限的，这种人生的残缺限制了人、约束了人。可见，道德科学如果将意

义置于有限的生命中，道德也就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至多不过是人为了一时

满足感官快乐的工具，而这种快乐随着生命的终结又必然失去意义，道德就可

有可无了。正是在对有限生命的超越中，道德为个体寻找到终极的存在价值，

它不因个体生命的终结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具有无限永恒的魅力。可

以说，人生的有限性造就了道德信仰存在的价值，使道德信仰有了生活的基础。

除此以外，道德信仰还是人生创造性的实现。人既是有限的又是未完成的，但

它却绝不囿于自身的这一特性而无所事事，人类正是在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

足时，才能表现出创造性、超越性，以求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人类不需要创

造和设计未来，而只遵从生物本能而生存，那么信仰也就失去了价值。正是有

了创造，而人类又对此深信不疑，这就使人类对未来有了充分的信心，使信仰

有了存在的意义。其次，社会也需要道德信仰。道德活动始终以个体活动为依托，

但个体的存在始终不能脱离群体与社会，群体与社会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最直

接的外部环境。只有在与群体和社会共同发展中，个体的完善才有可能。作为

外在性的社会，首先表现为人在创造社会中，社会对人而言具有先在性。社会

的外在性还表现在它的发展对人的意志具有变异性特征，从而使社会与人的意

志相分离；对人来讲，人总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去行动。正因为这些社会的外在性，

使得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从而使世界既合目的

又合规律，这就为道德信仰的生成提供了条件。社会的可塑性也使道德信仰生



·28·
道德信仰与社会目标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20100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成成为必然。社会的可塑性其逻辑条件首先在于人的参与性。失去了人的存在，

社会及其道德就不能存在。因而人对社会及其道德的参与性使信仰的生成有了

意义，使人在参与中可能将自己的愿望渗透其中，使社会的发展变化可能沿着

人所信仰的目的与意志发展变化。社会的可塑性作为社会及其道德的根本特征，

预示了人可以通过认识，正确地参与其中，从而创造出更合理的社会。社会是

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任何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这是人创造社会历史的前提。

社会中的人不仅需要道德的管理与约束，同时也需要道德追求与信仰，这是社

会赖以存在发展的力量。人的道德追求只有立足于其上，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这是社会的外在性对人的基本要求。

3  重建道德信仰

道德信仰之所以需要重建，关键在于道德失去了对社会生活应有的制衡作

用，从而使道德信仰体系成为一个空洞的精神存在，无法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使现实生活呈现为行为的无规则化。这种状况是有害的。所以，道德重建势在

必行。由于道德本身是主体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社会活动，它是主体在以价值信

仰为目标的追求中对自我的一种自我约束即自我超越。因而道德的重建最终必

须体现为主观的主体观念的重建、价值目标的重建。首先，是对道德的信仰。

道德重建对个体来说，是一个“该不该”有道德的问题。如果个体在观念上否

认人是应该具有一定的道德的存在，那么，道德对他就完全失去了作用，道德

重建就失去了可能。因而道德重建的个体责任首先是确立道德作为应该的信仰

意义，那么就要恢复对道德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对道德的信仰只是道德信

仰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完成这一基本条件之上，还必须将其上升为终极信仰，

即道德不仅保障着社会生活的运行，而且它本身就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

只有道德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种包括着对道德之善的终极信仰的道德信仰才能使人不断地超越物质生

活的局限，超越现实的局限，在不断的发展中提升人，改造人，将一个只具本

能欲求而未完成的人塑造为一个现实的完成性的人，塑造为一个符合自己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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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人。除此之外，还必须对自己有信心。因为对信仰者来说，信仰意味着

信心，意味着它能唤起人意志的潜力，坚持不懈，奋斗终身。这样，即便是面

临多难的选择，主体也会一如既往地向着既定目标努力，成全道德人生。最后，

我们应该相信这个社会。从个体德性来看，对社会的信任，一方面使个体德性

充满信心。当个体对社会有了信心，他就不再消极、颓废。他的道德追求在现

实中有了希望，就不会以消极的态度去成全自己，而力求在改变现实中成全自己。

这样就不会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望而放弃对信仰的追求，

这就使个体德性踌躇满志。

总之，道德是立人之本，立国之基。一个人仅有物质，不管他多么富有，

失去道德力量的支撑，难以挺立；一个社会就犹如一座大厦，不管多高多华丽，

失去道德力量的支撑，就会倾斜，最终将轰然倒塌。我们要挺立做人，社会大

厦要屹立东方，就需要弘扬正气，重拾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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