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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认识的悖论问题
!

吴瑾菁

摘
!

要$道德认识悖论是道德认识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道德思维中的自相矛盾%一般可

分为三种主要形式$辨识悖论*知行悖论和德性悖论)造成道德思维的自相矛盾有多种原

因%我们可以从认识论角度*主体性角度和社会性角度对道德认识悖论的产生原因进行深

入探讨)道德认识悖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社会道德的发展*个体道德认识的形成具

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面的)道德认识悖论是一面+双刃

剑,)

关键词$道德认识(悖论(效应

+悖论,是我们通常在逻辑学和数学上使用的概念%指的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或陈

述',

!

)对于此类悖论%无数哲人与智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对它进行研究%时至今

日%人们仍然乐此不疲)+悖论,一词的英文可称为
X;<;47>

或
H6-A678

Y

%其中
X;<;47>

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而
H6-A678

Y

是指+自相矛

盾的语句,

"

)因此%广而言之%悖论具有除逻辑
)

数学悖论之外更广泛的含义)人们认

为%凡是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论点%与通常见解相对立的论证%思维中出现的各种各样

的疑难%乃至普通的自相矛盾的话语%都可视为悖论#

)就这个意义而言%道德认识中也

存在着大量的悖论现象%为我们认识道德*理解道德笼上了层层迷雾%也给道德增添了无

穷的魅力)道德认识悖论问题成为研究道德认识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或现象%应该对

道德认识悖论的形式*产生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道德认识悖论的形式

对悖论进行归类研究%有助于找到悖论产生的原因)在逻辑
)

数学悖论中人们已经

对有史以来的经典悖论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分为语义悖论和认知悖论两大类)由于道德

认识的特殊性%所以在对道德认识悖论进行归类时%并不能运用逻辑
)

数学悖论的归类原

则%而应以其在道德认识中存在的方式作出区分)因此%可以将道德认识的悖论分为三种

主要形式$辨识悖论*知行悖论与德性悖论)

&一'辨识悖论

辨识悖论主要是在道德认识的辨认与识别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现象%是人们观念中的

!

"

#

一般研究悖论的参考书及教科书上都是如此下定义的)关于逻辑
)

数学悖论问题的研究可参见下列书目$张

建军$"科学的难题!!!悖论#%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

社
$%''

年(杨熙龄$"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辽宁人民出版社
$%'+

年(乐秀成$"

CW\

!!!一条永恒的

金带#%四川人民出版社
$%'&

年%等等)

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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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瑾菁$关于道德认识的悖论问题

困惑与不解%是纠缠人们思想的+阿芬克斯之谜,)辨识悖论与道德认识的客体&对象'有关)我们!认

为%道德认识的客体有物质性的道德现象%主要表现为道德行为(有精神性的道德现象%表现为规则等)

主体通过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得到了道德上的+知,%形成了道德的观念)但是%无论是作为物质性的还是

精神性的道德现象%本身都是极为复杂的%这就导致人们在道德认识的过程中会产生善恶辨识上的悖论)

$0

关于+行为,认识的辨识悖论

通过对道德行为善恶价值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道德上的+应当,及+善恶,%这是道德认识形成的

途径之一)但是%有没有一种+行为,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没有异议的+善,呢0 苏格拉底早就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针对一般人所认同的不道德行为!!!欺骗和盗窃%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辩驳的观点"

)苏格

拉底的疑问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伦理学中一个无可奈何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任何道德行为%由于社会

环境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纯粹的+善,或+恶,的结论)

一般地%我们关于+行为,认识的辨识悖论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动机与效果的悖论)虽然说有善

的动机就会有善的效果%但我们经常会发现$善的动机带来了恶的效果(而恶的动机给我们带来了善的

效果)第二%目的与手段的悖论)为了善的目的%应该采取善的手段%但有时%却只有恶的手段才能达到

善的目的%恶的目的却带着善的名义)第三%情感与理智的悖论)即使一个行为不存在动机与效果*目

的与手段的背离%而是以善的名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是否就意味着不存在着善恶辨识上的悖论呢0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道德准则其适用范围往往是有限的%在不同条件或情境中所做出的行为有可能是或

者情感占上风或者理智占上风%而这对于善恶的辨识来说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正如苏格拉底所言

的那样%撒谎这一不道德的行为%在面对敌军*让孩子服药的时候%其行为价值是不能被判定为恶的%反

而是善的)出于对于病重而执拗的孩子慈爱真情%理智告诉你非撒谎而孩子就不会吃药%于是就出现了

撒谎的善这种特殊情形)但这一行为在日常状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具有善的意义)为了解决关于+撒

谎,行为的价值评判问题%人们提出了+善意的谎言,一说)事实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悖论%撒谎就是不

诚实%是以欺诈*谎言的形式展示对他人的不真诚%这种+恶,为什么要标以+善,的定义0 难道说还有

+善,性的恶0 +善,与+恶,究竟还是不是有区别的对立0

!0

关于+准则,认识的辨识悖论

行为与准则往往是分不开的)准则是指导行为的思想%行为是准则的后果)+行为,的辨识悖论往

往涉及对行为过程的辨认与识别(+准则,的辨识悖论涉及对行为指导原则的认识)指导我们行为的道

德准则不是唯一的%面对这多种的具有+善,的价值的道德准则%我们的道德认识是否就是清晰的%不存

在任何矛盾0 哪一个道德准则具有指导我们行为的优先性0

生命准则的道德价值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能否认定生命准则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0 当我们在以生

命不可重复的理由强调生命准则为重时%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原则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当提出道义

原则理由作为我们道德行为指导的同时%反对者可以有无数的实例来否定这一准则的道德性)不仅是

生命准则*道义准则%任何道德准则也都面临着如此的困境)农妇郭六在家乡遇大饥荒%丈夫外出逃荒%

靠女红无法赡养公婆时%只得+公然与诸荡子游,%以+夜合之资,维持一家生计&"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

夏录#')+节,与+孝,都是人应遵循的准则%应以+节,为重%还是应以+孝,为重0 若以+孝,论%"孟子-离

娄上#中谈到$+舜不告而娶,%+不告,为不孝%+无后,亦不孝%+孝,这个准则本身也是充满着悖论的)

&二'+知行,悖论

在中国传统道德认识理论中%道德认识是知行合一的+知,)只有行了的+知,才是真知%真知就一定

是能行的)王阳明说$+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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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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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认识的客体有多种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道德认识的客体是道德现象%并且%可以将道德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

性的道德现象%主要有$道德活动现象和道德关系现象%一般以道德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类是精神性的道德现象%主要有$道

德知识现象*道德规则现象和道德心理现象%一般以道德规则*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原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

('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而实际上%现实中的人往往做不到知行的统一)徐爱问阳明先生%世人都知孝*悌%却难见行孝*行悌%这

是为什么0 这是对知行之间悖论存在事实的思考)知行悖论一般地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首先%主观之知与客观之行之间的悖论)+行,总是在具体情景下的+行,%客观情况的复杂性%会使

指导+行,的道德标准受到拷问)因为%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并不一定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具有可行性%

知之+原则性,与行之+灵活性,会产生背离)这就会使我们做出行小恶而保大善的行为)再有%+知,是

个过程%已有之知不见得就是真善%如果照今天之知而行%却被行后所获得的新知否定了)我们常说的

+今是而昨非,%反映在道德认识上就展现了+知,与+行,的悖论)

其次%社会之+知,与自我之+行,之间的悖论)每个人的道德认识过程总是从接受他人及社会的权

威道德知识为起点的%在通过自身的行为实践之后%形成自我的道德认识)在这一行为过程中%观念中

已经接受的社会权威之知与亲身实践之间会产生背离%甚至是冲突%这就是知行悖论的表现)父母告诉

我们要诚实做人%而在行为中我们发现不诚实更能得到好处%诚实反而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乐于助人%

事实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帮助他人%否则会受到伤害%这类情况在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

再次%自我之+知,与+行,之间的悖论)王阳明针对徐爱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

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66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

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传习录#上'这为我们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真知提供了评

判的标准$那些知行不符*言行不一的人不是真正具有道德之知的人%而只是具有道德上的伪善)然而%

是否真知就必然能行了0 真知与行之间就不会存在悖论了0

!"

世纪初%鲁迅*胡适*李大钊*闻一多等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向传统封建道德观念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说是时代的文化

革命中道德认识上的先行者)在他们的批判对象中首当其冲的是封建主义的+忠孝,道德观念%他们对

封建+孝,观念宣扬的愚忠愚孝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鼓励*号召大家努力挣脱封建枷锁以获得个性

的自由与解放)然而就是鲁迅%为了对母亲尽孝%不使寡居的母亲伤心%接受了家中安排的妻子)为了

尽自己竭力反对的+孝,%鲁迅以自己的婚姻作了代价)在那个时代%有相当一批人在道德认识上走在了

时代的前列%而在道德行为上却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三'德性悖论

德性是道德认识和行为积累的结果%体现了道德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德性中出现的善与恶的

自相矛盾%实际上反映了道德认识悖论的存在)中国俗语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总结了这个事实)为

了更好地说明德性悖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德性分为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

)德性的悖论有三种情

况$公德与私德的悖论%公德的悖论%私德的悖论)

公德与私德的悖论)在具体的个人身上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其一%公德善*私德恶)古人云$+忠

孝不能两全,%为国尽忠往往就不能为父母尽孝)+忠,体现的是公德%+孝,体现的是私德%在成就公德善

的同时是以私德恶为代价的)其二%公德恶*私德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么一种现象$家中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楼道里杂物乱堆*尘土飞扬(家中讲究卫生%外面痰迹斑斑)更有甚者%在家可能是个慈父%对

国家和民族却可能是个叛徒)最后%人前时为善%私处时为恶)古人对此类悖论现象深有感触)一个善

良的人在面临无人监控状态时会克制不住自己去为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牧羊人的故事就对这一

现象做了很好的解释"

)明末怪才金圣叹在回答+夫子四十不动心,的试题时写下$+穷山空谷之中%黄

金万两(露白蒹苍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0 曰$动*动*动),

#

公德的悖论)一个人的德性表现是多个方面的%往往会在公德之中的某一个或一些方面表现出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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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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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与私德问题是目前国内外伦理学界讨论颇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关于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与概念也是众说纷纭)本文是从最

一般的意义上区分公德与私德%将私德视为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品德%公德视为除私人品德之外的品德内容)梁启超说%+人人独

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从对谁有利的角度区分公德与私德%凡对己有利之品德为私德%凡对他人有利之品德

为公德&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

卷%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若从生活空间区分%私德大致可以与家庭道德

并列%公德大致可以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相列)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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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瑾菁$关于道德认识的悖论问题

而在公德的另一个或一些方面表现为恶)比如美国革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深受民众爱戴%他一生

为美国人的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并以诸多发明造福人类)但是%他又坚持种族歧视%这不能不说是其

公德品性上的污点)他写道$+世界上纯种的白人%从比例上来说%是非常少的)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

人%或者是黄褐色的)所有的亚洲人%主要是黄褐色%在美洲&除了那些新到的之处'全都是黄褐色)而

在欧洲*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人*俄罗斯人和瑞士人的肤色通常属于我们会称为8

2/;<-,

Y

1的颜色%日耳

曼人也同样如此)这里面%只有撒克逊人才是例外)在这个星球里面%撒克逊人和英国人一起构成了白

种人的主体)我但愿他们的数量能够增加),

!这种种族主义的品性显然是他的一大污点)

私德的悖论)私德表现也是多个方面的%不同方面的私德也会体现出不一致%这就是私德的悖论)

慈爱子女*孝敬父母都是私德的表现%有的人能表现慈爱的德性%却丧失了孝的德性(孝敬父母%关爱配

偶也是私德的不同方面%有的人能有孝德%却没有为妻之德或为夫之德66这些私德悖论都是生活中的

常见现象)"灰姑娘#的故事家喻户晓)故事中狠心的后母恰恰是出于对自己亲生女儿的爱%才会对灰

姑娘那么恶毒%从这位后母身上就形象地展示了一个人身上的私德悖论)

二*道德认识悖论产生的原因

任何事物及现象的产生都绝非偶然%必定有着一定的根源)道德认识悖论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现

象%其背后一定存在促使它产生的原因)分析事物及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从更深一步的程度去研究这个

问题%以期获得对于事物及现象的更为全面及深入的把握)分析道德认识悖论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分析$认识论根源%社会性根源%主观性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道德认识始终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无论如何不能脱离认识论的角度去谈论道德认识的悖论问

题)道德认识悖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道德认识是在已有道德知识基础上的认识)所有的认识都离不开以往知识的积累)与科学

认识相比%道德认识更强调继承%而非创新)就个人道德认识而言%道德认识是个体在接受道德知识基

础上%加以个人理解而形成的%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道德认识悖论也就产生了(就社会道德认识而言%

每一个社会都是新旧道德并存的%当人们接受新道德之后%就会对旧道德产生诘难)尤其是在一个社会

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及动荡的时代%新道德观念伴随着新的时代到来%旧道德观念虽是强弩之末%

也还有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在人们的思想中盘踞)当两种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不仅在人的思想中%也

会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自相矛盾)

其次%道德认识中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将思维中已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思维习惯称为思维定

势)思维定势会让我们的思维活动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来进行%节省思维过程中的时间及精力%但也容易

让我们陷入思维的僵化%表现出保守性)例如%正是眼见太阳的东升西落%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地球才

是宇宙的中心"

)+杀人偿命,是道德认识上常见的常识%对于这一常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来就无人

提出异议)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杀人偿命都是大快人心的)但当人们提出尊重生命权利及人人平等的

道德命题之后%+杀人偿命,的道德常识就显现出其内在的逻辑悖论了)+杀人偿命,是一命抵一命%当被

害者已不复存在*无法复活了%再杀害一条人命能否补偿被害者0 并且法律惩罚的目的是改造违法之

人%剥夺了生命的罪犯如何体现对人的改造0 杀人者以暴力剥夺了人的生命%是否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在

正义的名义下以暴力手段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0

再次%道德认识本身的有限性)任何认识都只能看到事物发展的一个侧面*一个过程和一个阶段%

这就是认识的有限(这就决定了在认识过程中%从事物发展的一个侧面及过程所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结论

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更是倍增认识道德的难度)当对于道德的认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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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角度与侧面展开%其得出的结论又会与以往的认识之间产生矛盾与悖论)此外%在对同一对象

进行认识时%从不同的方面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本身就会产生矛盾%就如行为辨识悖论中的

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对立与矛盾正是从行为的不同角度进行认识时得出的自相矛盾的结果)

事实上%道德认识中的悖论是道德认识本身必然具有的现象)无论是就道德认识主体%还是道德认

识客体来说%都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道德认识主体是人%既有理性%又有情感)理性与情感就是一

种矛盾%但却统一存在于道德认识主体中)作为道德认识客体的道德现象也是复杂的%并充满着各种各

样的矛盾)当内含有理性与情感之矛盾的道德认识主体对充满矛盾的道德现象进行道德认识时%产生

道德认识的悖论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二'社会性根源

道德认识不同于其他认识形式之处在于它还是一种社会认识)作为社会认识%意味着不仅道德认

识的展开是以社会生活为背景%而且其认识的对象也是社会性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多层次性决定

了道德认识必然产生自相矛盾的悖论现象)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复杂社会关系主要是从社会道德关系之中产生并形成的道德认识%在不同道

德关系中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认识%这与一般认识中自相矛盾现象存在的原因是一致的)就一般认识而

言%始终是在认识对象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中认识对象的%因而得出的认识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联

系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德认识也是如此)作为对社会道德现象的认识%对不同现象进行认识就会有不

同的结论%当这些结论以整体面目出现在认识主体的思想之中时%就会有矛盾的存在)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社会生活是活跃的*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太阳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新的%这就决

定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就道德认识而言%其从社会道德现象中获得的知识只是一种概要性的知识%是

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认识!

)概要性认识在面对生活复杂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社会历史的局限性)道德认识虽然是主体自觉自愿的认识%是主体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认识%但

这种认识也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不能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发生)因此%每一个人的道德认

识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善恶有时并不一定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它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运行机制及

文化氛围是相关的)时代让每一个人的道德认识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三'主体性根源

道德认识是带有主体性特征的认识%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特征)主体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利益*兴

趣及爱好出发认识社会道德现象%从而使道德认识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

首先%主体利益的多元性)主体接受什么*拒绝什么*形成怎样的道德认识%往往是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是出于利益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准则之间的悖论与冲突往往反映的就是主体利益的冲突)主体利

益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同一主体身上的不同利益需求的冲突)

其次%主体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认识能力的局限)主体认识能力是有限

的%也是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的)我们往往会将某一种道德准则视为唯一正确的道德准则%除此

之外的都被看作是恶的)这是道德认识上常犯的独断论的错误)这种独断论的认识在面对复杂道德现

象时必然会产生悖论)其二%知识能力的局限性)每个人所能认识的对象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由此

表现出来知识能力的局限性)德性悖论就强烈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中国公众身上的公德缺失现象的原

因之一就是+公,之观念的缺失)其三%感觉经验的局限)道德认识与个人的感觉经验有关%人们往往从

自身经验中得出关于某一内容的道德认识)而感觉经验又是有局限的)就如道德认识悖论中的+节俭

悖论,%节俭是美德%这是每个人从自身感觉经验中能得出的结论)凯恩斯则提出%一旦节俭成了普遍的

社会风气%就成为恶了%因为节俭导致社会整体购买能力下降%社会出现+滞胀,状态%反而造成了经济的

萧条%就一定意义而言%是奢侈促成了社会的繁荣)

最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道德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包含有理性*情感与意志在内的复杂过程)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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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本质来看%体现的是道德理性的自觉选择%充分说明了道德认识是以理性为统率的情感意志过程%道

德认识过程中的情感应自觉服从道德理性的选择与判断)但实际上%往往由于情感的力量过于强大%道

德理性力量反而显得微不足道%这就会产生道德认识的悖论)这也就是说%由道德理性得出的认识与道

德情感得出的感受是相反的)柏拉图早就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比喻为驭手和烈马的关系$烈马极力挣

脱驭手的驾驭与驭手极力驾驭烈马形成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律背反)理性过于强大会伤害人的自然情

感(而情感过于热烈会导致走向错误的方向)就普通人而言%一旦没有处理好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道德

认识悖论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三*道德认识悖论的效应

道德认识悖论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认识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对个人及社

会的道德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道德认识悖论对于个人及社会所带来的后果效应是极为复杂的%在一

定范围内%道德认识悖论带来正面*积极的效应%同时%又会具有负面*消极的效应)就这个意义而言%道

德认识悖论是一面+双刃剑,)

&一'道德认识悖论的正面效应

把+悖论,视之为洪水猛兽%认为+悖论,就是矛盾%就是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正如逻

辑
)

数学悖论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一样%道德认识悖论的存在对于道德的发展也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

道德认识悖论的实质是提出道德自身存在的问题及不完善之处%在提出新问题的时候要求人们解

决问题%弥补道德中的不完善之处)正如+帮助他人是美德,这一行为悖论中所揭示的那样%帮助他人的

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积极的*善的后果%可能会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产生一批只等别人帮助的社会的懒人)

这一认识悖论事实上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在实现社会慈善的同时做到社会公正)当这一

认识悖论经过人们认真思考并得以解决之后%社会道德就得到了发展与提高)随着社会道德生活的日

益丰富和发展%道德认识悖论将会不断涌现并得到认识%新的道德认识悖论会随着新的道德生活而出

现)如此循环往复%道德在历史中得以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社会道德水平及道德理论得以不

断的发展)

从个体角度看%道德认识悖论的提出促进了道德认识能力的提高)道德认识悖论使人看到了道德

认识过程及结果中内蕴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从而锻炼人们思考问

题*回答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两种人$一种人以接受现成的

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为满足%不喜欢有困惑与思考(一种人并不满足于人云亦云%喜欢思考问题并以解

决问题为乐)前者的道德认识是从众的*毫无个人思考的认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遇到复杂的

道德生活%就会失去自我的道德判断%人云亦云)后者则形成了自我的道德认识%能独立认识并解决道

德问题%体现出成熟的道德认识能力)这充分说明了道德认识悖论的存在在给人们提供思考道德问题

的同时%拓宽了人们道德知识的视野%提高了道德思维的能力%最终使道德境界得到提高)

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看%道德认识悖论的提出在客观上有助于防止独断论和道德话语霸权%促进有

差异的道德思考%维持在尊重差异前提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原

因之一就是各执己见)人们囿于自己的片面观念%坚持以自己所见否认他人所见%争执与矛盾就此产

生)这是人们认识上的缺陷)在道德认识中%就是以非善即恶来看待一切的现象与行为)道德认识悖

论让我们正视问题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要求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与立场重新审视道德行为与准则的价

值%从而实现不同种群的人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相互理解%减少由价值观念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与冲

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正视道德认识悖论%让我们理解多元价值观并存的事实%塑造一

个宽容的世界)

&二'道德认识悖论的负面效应

道德认识悖论是一把双刃剑%在造成正面效应*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社会和个体的道德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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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造成了负面效应%具有消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再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对于道

德认识的悖论也是如此)一定要对道德认识悖论产生的负面效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道德认识上的悖论形成了善恶命题相互矛盾这样一种情形%极易造成思维混乱%模糊道德评价标

准)无论是辨识悖论*知行悖论还是德性悖论%都是以自相矛盾的认识结果反映在认识主体的思想观念

之中)倘若认识主体分辨能力不强的话%就会被认识悖论所混淆%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道德认识理论

中的相对主义观点%正是这种负面效应的突出表现)

道德认识悖论给不良行为的自我辩护提供了空间%不利于社会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道德认识悖

论在模糊道德评价标准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道德教育工作的展开)因为道德教育是以社会主导价值

观对受教育者施加的系统影响工作)当整个社会都普遍缺乏道德评价标准的时候%社会主导价值观就

无从谈起%更遑论社会道德教育工作的展开了)美国教育者曾极力主张要让孩子自主选择价值观%不能

以教育者的价值观影响学生)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价值澄清,

!理论的教育努力是失败的%结果是全

社会普遍缺乏价值观)因为就学生而言%始终是未成年人%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认识能力上都是不成熟

的)让一个不具备选择能力的人在名目繁多的价值观面前选择%这是不现实的)

道德认识悖论所造成的道德价值标准冲突%给现实社会特别是给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带来

动荡不安)道德认识悖论反映出了不同道德价值标准共同存在的客观事实)正如前文所见%不同道德

标准的存在既可能带来相互之间的理解%也可能会造成以一种标准否定另一种标准并由此带来相互之

间的冲突与斗争)当今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民族冲突的现实%以及由此导致的平民的灾难%无一不是

在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下做出来的)这告诉我们%道德认识悖论的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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