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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前言

1997年我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经过两次大改动，出了第三版，销量突破十万册。有
些地方政府和大专院校拿此书作为思想工作的重要参考书。殊不知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王国乡的开导
，我才从事道德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的。在1985年前后，中国准备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市场经济
所要求的道德和传统计划经济的道德非常不同。我感到需要对此做一番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市场
经济的推行必将遭遇极大的困难。但是我困惑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讲自利的理性
经济人之上的，而道德是反自利的。这二者如何能统一起来。难道市场经济就不需要讲道德吗？我认
识王国乡最早是在1982年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上。以后我们经常交流经济学方面的心得，但我
并不知道他对伦理学有研究。在80年代中偶然和他谈起我对两种经济制度下的伦理标准的困惑时，他
对我说，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其实是讲利益的，市场经济也讲利益，二者并不矛盾。这一句话开导了我
，从此我开始了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的研究。这个结果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后来我又知道，王
国乡还对美学有研究和心得。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极具创造性的学者，融会贯通许多社会科学。要不
是他在北大当学生时被打成“右派”，从此被耽误了二十多年，做了二十多年的苦力，他这一辈子会
有重大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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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从两个典型案例看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1.1 2008年雪灾“不感恩事件”凸显中国人的
道德实践困惑1“不感恩事件”引发的道德争议2008年初春，我国南方遭受50年未遇的特大冰雪灾害。
高速公路因路面冰冻而封闭，铁路因电力与通信设备遭冰雪破坏而停驶，数以百万计的急于回家过年
的旅客滞留途中，忍受着寒冷与饥饿的折磨。在这场冰雪灾害中，涌现出众多抗冰救灾的英雄模范人
物，他们的英模事迹在媒体与网上广为传播，并以其彰显的高尚道德风范感动中国。其中湖南省衡阳
市衡东县农民刘吉桂免费救助44名落难乘客的事迹尤其引人关注和敬佩。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普通农民的感人故事，却因媒体在报道与传播中的情节失真与过分炒作，而在各种媒体上引发一
场有关道德是非问题的激烈争论。最初的争论只是围绕中央电视台指责被救人“不懂感恩”展开的。
随着事件的进展，事实真相的曝光，争论的范围也随之扩展，涉及道德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向深层次
推进。媒体把这次由“不懂感恩”引起的争论及其全过程称为“不感恩事件”，也有称为“感恩门”
的。“不感恩事件”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2月19日，湖南卫视在网上发布一条消息，内容称：遭遇50
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天气，衡东大浦镇一位普通村民刘吉桂义务救助了44名落难乘客感动了中国，而即
将登场的湖南卫视“2008元宵喜乐会?春满人间”则将这45位有缘人请到节目现场，让他们过上一个热
闹、团圆、喜乐的元宵佳节⋯⋯2月21日，湖南卫视邀请刘吉桂参加“2008元宵喜乐会”，并将20多位
被救乘客接到节目现场，当面向刘吉桂敬酒，表达感恩之情，场面热烈，令观众感动。主持人何炅介
绍说，刘吉桂家并不富裕，却让这些乘客在自己家中免费吃住了四天。乘客到来时房子上挂的都是肉
，等乘客走后已经空荡荡了。2月21日，中宣部将刘吉桂兄弟定为“抗冰英雄谱”重要典型。2月22日
，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及全国各大
新闻媒体均以2000字的篇幅，在“抗冰英雄谱”中将刘吉桂兄弟隆重推出。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刘
吉桂英模事迹的梗概是：1月26日凌晨，一辆由广东开往湖北松滋的长途大巴客车，在行至京珠高速公
路衡东段时，因路面冰冻打滑而侧倒在高速公路旁的排水沟中。车上44名乘客（其中除7名男士外全是
妇女和小孩）全部下车，无助地站在风雪交加、寒气凌人的高速公路旁瑟瑟发抖。正在大家急需救助
的危难时刻，刘吉桂出现了。他首先设法将高速路边金属护栏打开，引领落难乘客到他家生火取暖，
并立即烧水煮饭，为乘客端来热汤饭菜。接着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又组织村民将翻倒在排水沟中的客车
拖出扶正，还用担架将受伤司机抬往医院救治。眼看风雪不止，乘客短时间难以上路，他们三兄弟又
忙于为乘客安排住宿，并冒着风雪前往数公里外的镇上采购供给数十人所需的日用食品。刘吉桂只是
一个普通农民，家境并不富裕，只靠务农为生，有三个孩子上学，两个读高中，家庭负担很重，但却
能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免费为44名受困乘客提供四天食宿日用，其精神可嘉，令国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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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很容易读懂的书，它写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这又是一本结构严谨、内涵深邃的书，
它写给每一位研究与思考中国问题的学者。身处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们，正在享受着市场经济
带来的财富创造与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在忍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病：贪污腐败的滋长、贫富差
距的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面对这些切肤之痛，普通大众需要“良心”上过得去，而学者们
则要追问引发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我们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这正是本书作者试图
去揭示的。开篇作者从两个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不感恩事件”和“孔子诞辰事件”人手，将其中
反映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普遍道德实践困惑和理念困惑一一呈现，之后通过对四种现行高校伦理学教
材的质疑，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剥丝抽茧，条分缕析地回答了这些困惑和质疑，并提出了一系列引
人深思的现实问题：社会中的“道德败坏”现象是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
底、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就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而言，是在市场化改革以后有所提升，还
是有所下降？当代中国人在媒体宣传中和在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无私利人”、“无私奉献”的道德观
，是市场经济道德观，还是计划经济道德观？中国人在市场化改革道路上是应当继续前行，还是应当
再回到贫穷却充满“道德理想”的计划经济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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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说到底，道德就是不违反事理常规。不允许损人利己，不允许高人一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市场
经济同样是不违反事理常规。借钱要还，说话算数，没有欺骗，老实做买卖。这样的经济恰好是效率
最高的经济。经济学达 到这个地步，就跟哲学、伦理学差不多了。它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我认为这
就是王国乡的这本书所希望传达的道理。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
书虽然是一部寻常的学术著作，渊源于作者焦心苦虑的构思；然而，它又不是一部常见的学术著作。
它的一大半来自苍茫大地，是千百万饥饿农民和劳苦大众的呻吟，另一半则来自炼狱者深沉的问难与
呐喊，是雕肝琢肾的章句。　　——张森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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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序推荐。敬畏自然，
呼唤良知，为已修德。《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根据经济学的“等边际
理论”证明下列论述是真理：“人性自利”是“人必须满足需要才能存活，才能幸福”的同义语。人
性自利是众善之端，是人类道德产生、社会形成、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市场经济道德的本质不是无私
利人，而是自利不损人。只有人人追求最大利益，才能形成市场价格，调节资源配置，实现富民强国
的目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骄人成就的关键在于扩大个人自利的自主权利。社会制度正义的标准是
无损一人地增进社会利益。保障个人自利的自主权利是实现平等、自由、民主的制度正义的先决条件
。个人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是无损他人的自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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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完美结合，领先全世界的研究水平。未来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
作者的思想将不朽！
2、在读杨小凯的回忆录时，我们就意识到，如林昭者并不少，王国乡添列其中。这个人的历史，比
他的书好看，这个人的灵魂比他的理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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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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