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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本《善恶的彼岸--大学生道德的时代状况》。这是一本对自１９７８年至今的
大学生道德状况进行“描述性研究”的书。作为一名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我被它深深地激动了。
书里描述的许多现象，是我所熟知，并曾经思考、怀疑甚至批判过的。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重读”它
们的机会，在渐渐变得世故和麻木的内心里重拾过去的感喟；同时，它又向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道德演变进程的背景下审视大学生社会的种种道德时尚，探寻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最终走向。一、
源和流：道德探索的多方位描述在人类漫长的道德发展史上，善恶的界定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二元对立
的命题。判定孰谓善，孰谓恶，乃是人类进行道德探索的必由之路。要想冲破旧道德的束囿，就必须
对旧的善恶标准进行修正甚至重建。《善恶的彼岸》一书选择大学生道德状况的描述性研究来作为构
建现时代善恶标准的突破口，确实是独具匠心之举。大学生作为一个兼有年龄优势（他们风华正茂）
和知识优势（他们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落，无论在思想观念、知识架构，还是生活态度、行为方
式上，都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缘。在道德探索方面，大学生所处的知识化环境、他们道德理念的尚未
定型以及由于其社会角色未定而带来的试错机会，都足以使他们在道德领域里，成为一条最引人瞩目
的锋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对传统道德善恶标准的怀疑、冲击和否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
上），都可以看作是新型道德、新的善恶标准的啼声初试。正因为此，该书认为，“大学生承担起了
当代中国道德探索的特殊使命。”然而，正如该书主编任剑涛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的，大学生的道
德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复杂加上骤变，使人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准确描述与恰当评论大学生道德
的时代状况，是一种十分困难的事情。”时下的报刊上，描述大学生道德状况的文章亦自不少，但不
是视野过于狭窄，就是结论流于片面，总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在试图总体把握近
十多年来大学生的道德状况方面，《善恶的彼岸》一书无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基于“道德
的善恶法则从来都是相对的”这一伦理背景，作者认定，“当代中国道德探索的合理性应当不容置疑
地得到确证”。虽然书中各章系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显然所有作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由于背负着
厚重的传统道德遗产，中国社会的道德再生之途显得异常艰难，社会成员普遍缺乏道德理想、道德批
判能力，以及道德行为的独立抉择。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社会道德的健全都刻不容
缓，因此，必须充分肯定道德探索的合理性，而不是以众人之善为是，以众人之恶为非。当然，道德
探索是一柄双刃剑，在目前的特殊情景下，难免会操之过急，带来许多也许是不必要的失误，从而降
低探索的有效性。自身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道德探索，更是如此。有鉴于此，《善恶的彼岸》对大学
生的道德探索采取了既批评又辩护的多维审视方式。诚如《前言》所说：我们对道德探索的批评，并
不是针对探索者大学生人身的攻击，而是基于对探索道德的更完善结果的期望；我们对道德探索的辩
护，并不是对探索者大学生不足的袒护，而是基于对探索道德的历史作用的信任。 正是有了这样切实
的基础，才使本书既没有一味嘲笑大学生的幼稚偏激，也没有过分夸大象牙塔里的蹈扬奋进，而是站
在变幻的时空之外，冷静地凝视着时代的道德从善恶的“此岸”走向“彼岸”。 其次，全书十章，设
置了十个切入点，分别从整体描述、道德史、政治道德、经济伦理、性道德、知识追求、个性发展、
反思传统、人际关系和道德关系调节等角度出发，对大学生道德的时代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这
种分解式的描述便于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大学生道德的整体发展过程。各章由不同作者独立完成，水
平或有参差，但这种风格各异的文本形式，正好符合了大学生道德多彩多姿的状态，而且弥补了一般
此类文章材料来源不广的缺陷。各章主旨明确，互相呼应，合并观之，不失其整体风貌。《前言》和
第一章“整体性描述”尤见功力，为后面各章的形象描述提供了理论背景，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书中
每一部分的叙述都并非单纯的描摹和简单的善恶评价，而是将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丰富的
材料、生动的描绘，突出事件背后所具有的道德探索的意义，竭力使读者在明了大学生现时道德状态
及其由来的同时，把握大学生道德发展的流向，思索道德探索的未来，从而进行自我内心善恶法则的
重塑。任剑涛先生在《前言》中称：“从主观目的上讲，作者们无疑是想提供具有可靠性的描述，具
有说服力的解释，具有启悟性的评论，具有希望性的展望。”事实证明，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二、善与恶：道德转型期的宿命困惑在《善恶的彼岸》各章节中，作者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一个事
实：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们或多或少地拒斥着旧道德，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定型。“
道德真空”的无处不在往往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一切价值判定似乎都处于流变之中。也正因为此，善
恶的法则才会从“此岸”向“彼岸”过渡。在对旧的道德营垒冲击最力的大学生中，这种道德法则的
缺失更为严重。他们勇敢地对旧道德的束囿发出了挑战，但几乎无人能设立一个自足的道德体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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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仍然只能在“传统父亲”和“西方来客”（王一川语）的双重阴影里徘徊；他们离开了善恶的
“此岸”，却始终望不见彼岸的土地，而只能在茫茫大海中漂流；他们不愿意接受强加于他们的“他
律”，但又找不到普遍的“自律”法则，只能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更重要的是，在相对滞后的社会
道德体系面前，他们的背叛显得无足轻重，他们缺乏足以支撑这种背叛的持久的思想力量，许多人一
踏出校门，就变成了彻头彻脑的现行道德维护者。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困惑。在他们的道德探索未曾
被社会接受之前，大学生是无法证明其正确性与合理性，以取得坚定的道德信念的。这些道德探索大
多数时候不过是表现为一种“时尚”而已。对此，《善恶的彼岸》的作者也承认，所有事实，“并未
突破性地显示大学生由旧的善恶标准的'此岸'跨越到新的善恶标准的'彼岸'的成功。”非但如此，在本
书作者对大学生种种离经叛道的思想或行为进行谨慎的批评和辩护,并展望道德探索的未来时，这类道
德预言同样显得底气不足，其善恶标准仍然是不确定的。也许我们应该回溯中国大学的道德发展史,籍
以求得道德预言的助力？然而结果依旧是令人气沮的。我们一面赞扬“五四”时期的罢课风潮、自由
恋爱，一面（激烈或温和地）指责当代大学生的厌学好商、性爱随意，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后人
，会或不会，将这二者相提并论？在我们对种种“道德危机”表示忧叹，或是对某些道德时尚（如“
上山热”）击节叫好的时候，焉知这不是历史跟我们开的又一次玩笑？道德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这样下去有陷入不可知论的危险，况且也容易被某种人用来作为逃避道德的时代责任的渊薮。如果我
们承认，一代人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依据（我们所认识的）
时代的需要，来确定我们的善恶法则的。无论遇到多少暗礁，兜了多少弯路，我们总是在向着彼岸进
发。而每一张精确无误的海图，都是用无数船只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画下自己的航道，纵然这是一
次谬误，也可以给后来人一点警示。我想，《善恶的彼岸》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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