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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善于善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善于善”，通俗的说法即 “很会讲道德”。人的道德活动是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但我

们从思辨的角度可以分解它。这种活动无非是心理的，而心理活动可以分解为知、情、意、行这四

个方面。善于善并不容易，有一般水平的认识不难，比较难的，是道德习惯的养成，道德情感的培

育，道德意志的锤炼，由此做到从善如流。个人拥有是帮助他人的前提条件，物质财富如此，精神

财富亦然。个人要善于善，看来一个社会也要善于善。人要善待社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教

导出来的，人的觉悟很重要，教育有利于人的觉悟提高，而机制的设计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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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再论”，是因为我曾论过，并且我相信自

己翻阅过去的已经泛黄的论文，一定会说出几句

自己以前没有说过的话。论文跟著作多少不同，

同一题目的论文最好不重复去写；在著作中倒是

可以重复自己过去写过的论文的相关内容，但也

尽量不作简单的重复；保障这一点的有效办法之



　
张楚廷：再论善于善

一便是不翻阅从前的东西。关于创造，有许多定

义，定义之一就是 “忘记过去”。忘记自己已写过

的东西。不用说十年后的想法很难与十年前的雷

同；十个月之后再论时就难以雷同，这对那些善

于忘记的人更是如此。最高的创造不只是跟别人

不同，更应有跟自己的过去不同，说自己过去之

未说，写自己过去之没写，想自己过去之没想。

不能再扯到 “善于真”上去了。“善于善”是

一句话，前一个善是动词，后一个是名词。作为

名词，善即道德；作为动词，则表示会去做，擅

长去做，“善于善”的通俗说法便是很会讲道德。

前提是，道德仍需要学的，撇开 “人本善还是人

本恶”的讨论，无论如何后天还是要学的，并且

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也不很容易学。

人的道德活动是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但我们

从思辨的角度可以分解它。这种活动无非是心理

的，而心理活动就总可以分解为知、情、意、行

这四个方面。

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夸大了认知的作用，忽

视了情感、意志、践行的作用。常有 “思想领

先”、“只要认识问题一解决，一切迎刃而解”，于

是，反复进行思想教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若不苦读寒

窗，就不会有好的成绩。对这一点，应当所有的

人都不难认识到吧，可是，能吃苦的，愿坐穿冷

板凳的，甘于寂寞的，特别是能长年累月如此的，

有个七八成的人就很不错了；另外两三成是因为

认识不到苦读的必要性吗？勤奋不一定出天才，

成了在他人看来的天才的，没有不勤奋的。也还

有一些是不愿意勤奋的，懒是人的天性，在后天

变勤。不勤劳种地就没有饭吃，又确实有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人；母亲给儿子胸前挂一个大饼，

让他不动手都可吃饼，可是，母亲不在了，饼也

吃完了，就等着饿死了。

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作一场报告，这个报

告不要一分钟，只需一句话：“公家的钱，不要装

错了荷包，不要装进私人口袋里去了。”这句话，

三岁小孩都听得懂；那些干部们还给人做报告，

告诫其他人如何廉洁奉公，不要把钱装错了口袋。

可正是在这些人之中，前赴后继，成了巨贪，把

牢底坐穿他都不怕。这些事实，是不是说明了认

识问题并非一切，人还要会红脸，知廉耻，明敬

畏，勤修炼，常忏悔，在平民百姓面前每天祈祷

一次。所有这些比认识问题更重要。

一个好的健康的社会，要有两根支柱，一根

是道德，一根是法律。只有法律，没有道德，法

律也挺不住；只有道德，没有法律，那些胆大包

天的人，哪管那么多。道德的底线没有了，护法、

执法的人从哪里来？有人藐视今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 “法制”，如此这样，遭殃的是社会，

而首先是平民百姓。那场被中央定性为浩劫的运

动，严重的后果是法制完全被破坏，更严重的是

道德的堤坝被冲毁了。精神的创伤，较之物质上

的创伤，医治起来困难百倍；据此，我们还任重

而道远啊。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担任主要负责人１８年，卸
任后进行离任审计，这是必要的、正常的。

道德很高的人，距离法律边沿还有一片十分

宽阔的地带，他用不着担心触犯法律。有知法犯

法的，还有不知法而触犯了的，所以需要在进行

道德教育的同时，也要进行法制教育，光有道德

治国是不行的，人治是不行的，还是要两根支柱。

我离开书房时，一定把灯关掉；白天见走廊

上还亮着灯，我亦必去按下开关；水龙头在滴水

时，我肯定会去关紧。没有人提醒，我的习惯，

我的良心早已提示。吃自助餐时，我一定不会一

次添得太多，宁可吃得不够时再去加一点。这叫

习惯，习惯成自然。

善于善并不容易。认识上没什么困难，专门

去做善的学问，即做伦理学还是不容易的。我也

写了一本 《伦理学》。有一般水平的认识不难，比

较难的，是道德习惯的养成，道德情感的培育，

道德意志的锤炼。由此做到从善如流。

在善上的更高要求是，少索取，多给予。怎

样才能多给予呢？你本身的东西不多，拿什么给

予？有多少可给予的？于是，你自身必须更富有、

拥有更多。怎样富有呢？实现物质财富的富有，

实现精神方面的富有，都是富有，各有各的困难。

前者可能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后者则可能是

大知识分子 （科学家、艺术家、诗人等）。一个社

会，需要两方面都富有，否则就是跛脚的，走不

了多远，或者叫作难有可持续发展。还是两条腿，

不能有短板；如此，步伐才坚实。

个人拥有才有条件帮助到别人。这个道理并

不难懂。你拥有，才能资助；你一无所有，给穷

人的只有同情，但他的饥饿你无能为力，他在寒

冷中颤抖，你只有怜悯。有同情、有怜悯较之无

动于衷还是强很多，但有道德的作为有限。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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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那就是，凡人都首先是为自己生产的，有

了多余，就拿去交换，于是有了市场；好心的人，

就无偿地帮助他人。自己不拥有，不富有，再好

的心，对饥寒交迫的他者何助？

特别富有的社会，如何关注穷人？如何缩小

贫富差距。这已有了许多有效机制。例如，高额

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经由一些良好的机制来大

力发展慈善事业。卡内基的名言为慈善事业做出

了理论说明：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赶紧在

离世前把财富捐出去吧。卡内基、比尔·盖茨、

巴菲特等美国的亿万富翁都是这样做的。

个人要善于善，看来一个社会也要善于善。

我还记得一个例子，另一位美国亿万富翁把

巨额的财富洒向学界，而不图任何回报。不要求

受捐赠者一定要何时何地出什么成果，做什么项

目。在如此自由的环境下，学者们更有可能去选

择那些特别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重大的科学成果、

经济学成果为何有那么多出现在太平洋东岸的那

片土地上？原因并不难知晓。

关键并不在人的觉悟有多高，机制及有关的

建制上的设计更重要。ＮＢＡ这样相对较小的项目，
为何能做得很精彩呢？也在于他们善于设计；有

关的制度，ＣＢＡ基本上都学了，其他国家的也学
着这样做了。问题不在繁简，而在合理。

前面说的是物质财富的拥有与道德的关系，

现在讨论精神财富的相关问题。这就要说到１８９８
年 （即１２０年前）建立的国际知识产权组织。这
是一个重大事件。

知识是各人脑里的，是天然私有的。 《理想

国》是柏拉图的； 《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的；

三大力学定律是牛顿的；解析几何是笛卡儿创立

的；天体定律是属于开普勒的；《实践理性批判》、

《天演论》是康德的；《小逻辑》是黑格尔的；《红

楼梦》是曹雪芹的； 《数论导引》是华罗庚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谷建芬……

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从法律上明定了知识的私

有产权。绝大多数国家遵循。几乎所有国家的法

律都有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法律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也有了一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１８９８年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建立，保证了整

个２０世纪的文化科学的繁荣，出现了一个被称为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尤其是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可
正是在那个时段，我们的社会陷于大动乱，还出

现了所谓 “白卷英雄”（恕我不点出该 “英雄”的

名字，他也是受害者）。更有 “知识越多越反动”。

正值知识大爆炸之时，我们所面临的却是知识的

荒芜；从而，把我们与世界水平已拉近了的距离，

再度扩大了。近四十年来，我们急起直追。但追

别人和被别人追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过，落后

老远，连追赶的资格都没有，那更不是味道，只

能瞪着眼睛看别人跑。

有一点，国人都明白，那就是精神领域、科

学文化领域、知识再发现和创造的领域，较之物

质领域里的追赶要困难得多。文化的奇迹较之经

济的奇迹更不容易创造。由于我们部分地不同程

度地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如出版法、版权

法、商标法之类，这样，也大体上保证我们近四

十年来的文化繁荣。

试想，一个人的著作和论文可以随意被抄袭、

被盗版，还有谁想再努力创造和写作？就好比我

生产什么、购置什么必然会被小偷盗走，我还有

必要去生产或购置吗？几乎跟物质领域一样，私

有的精神财产必须受到保护。ＮＢＡ的老板认为我
们的ＣＢＡ侵犯了他的品牌权，但他们败诉了，Ｂ
和Ａ是通用的，恰好专用的Ｃ与Ｎ是很不一样的。
一个是Ｃｈｉｎａ，一个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但他们保护品牌的
意识没有错。正如我自己必须有自己的品牌意识、

产权意识一样。有位可爱的人士说要爱国，不能

用ＮＢＡ，要用 “美职篮”，然而，别人的 ＮＢＡ中
并无美国，并无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实用大可不必啊，我所
认识的小学生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

ＣＢＡ、ＮＢＡ是怎么回事，还知道 ＭＶＰ，ＷＮＢＡ，
ＷＣＢＡ，这些缩写恰如我们只用 “北大”来说北京

大学，只用 “政改”来说 “政治体制改革”。中外

皆如此，能简的，谁不简一点。ＭＩＴ，ＣＩＴ，ＷＴＯ，
ＰＰＴ，ＣＫＦ，ＰＲ·Ｃｈｉｎａ，很多类似的缩写。

中西文化的交融现象是必然发生的，我们流

行的词汇如 “罗曼蒂克”、“幽默”、“费泼拉希”、

“法西斯”等都是音译过来的，明白它们的含义就

够了，且不很难。许多体育明星的名字更是直译

的，库里、詹姆斯、格林、汤普森、伊格达纳，

还有远一点的乔丹、罗德曼……足球场上的梅西、

罗拉尔多、尼瓦尔多、克鲁伊夫、依布……瑞典

有一位中国球迷十分熟悉且喜爱的宿将，乒坛的

瓦尔德内尔，球迷就喊他 “老瓦”；如今网坛上的

一位名将叫德约科维奇，球迷们喊他 “小德”啊。

善待自己的文化，也善待他国的文化，还要

善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在善待他国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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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廷：再论善于善

包括善待、尊重、理解他国的民俗风情。我记得

一位外籍教师来校后，就事先了解学校的规章制

度，进而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法律，包括当他的民

俗习惯。

有一次进餐，有位外国朋友把生菜直接往口

里放，另一位先来的外国朋友忙阻止他，他不知

道中国的自来水不可直接饮用，亦不知生菜只洗

洗是不够的。文化不同，发达程度也不同。我们

国家自改革开放即废止了闭关锁国；如今的开放

和改革，都是不可逆转的，既然如此，不如更自

觉、更直接地改革开放。

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瓶颈，现在的办法之一就

是搞股份制。形式如何，路如何走，是个问题，

但绕不开一些根本社会规律。

早期的资本主义确是血淋淋的，但是，资本

主义又确实经过了不少阵痛后日益完善。恩格斯

去美国 （那是１９世纪后期了）看过，事后他意识
到资本主义已发生深刻变化。政府也变聪明了，

不直接干预经济，只通过金融政策作宏观调控。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曾有过的经济危机消失了，有一个凯
恩斯主义，正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而生出的主

义。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危机是什么，原本是如牛

奶生产得太多了，无人要，就往海里倾倒。这样

的 “危机”，在苏联有过吗？

有市场经济，也有过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

什么？谁在做计划？我们不去讨论了。市场经济

是什么？市场是什么？是市场中的人，是平民百

姓做成了市场。

小时候，１２岁前吧，我家乡那条不过两百米
长的街道，那座小镇上，开百货店的，南货店的，

打豆腐的，开染店的，卖烧饼油条的，中药铺，

西药铺，杂货铺，理发店……应有尽有。这是谁

计划的？那条街每晨都是熙熙攘攘的，到午间就

平静了，算命先生敲着叮当，已经闲暇的一些人

就请他算算命，那算命先生真还有一套。

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开始了计划经济，一
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那只看不见的手？结果是

一片萧条来到了我的家乡。对其后果，我不想进

一步描述了。

人要善待社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教

导出来的，更多靠的还是好的社会机制。善待社

会就是善待自己，对于这一点，多少是抽象了一

些，不易为更多的人理解；但若说善待他人就是

善待了自己，对此，懂得的人就会多得多了。还

可补充一句：不善待他人者，即不善待自己也。

这是同样好理解的。不过，人总是先知什么是好

的，后知什么是不好的；先知什么是对的，然后

知什么是错的；同样，也会是先知何以为善，后

知何以为不善。所以，教育中不必急着先说

“不”、“不好”、“不对”，同时，我也就认为教育

还是需要多多运用能行性语言，由衷地说 “你

能”、“你行”、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首

先，我真是这样做了的，这也是善待学生、善待

教育，也善待了自己。进而，确要努力学善、修

善，才能达到善于善。善无止境，故修善亦无

止境。

善字以羊字为体。我猜想我们的古人认为羊

是善的象征，还是美的象征。那个美字也以羊字

为本体，“羊”加 “大”即美。翔，羊有了翅膀就

飞翔了。还有那个姜字，为何这样写？我只能猜

测或自己做出阐释了。“女”加 “子”就是好；姜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十分有利于人的健康而

不只是调味。故而姜字才如是写。

善解字义，是善解人意的一部分；善解人意

又是善待他人的一部分，由善解他人再及至善解

社会。这个 “他人”包括父母、教师、朋友，也

包括了社会。

我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制定了八字校训，至

善至美，自立自强。我为这八字校训还作过一场

讲座，讲解其内涵。“至”字可作两种解释，作为

形容词乃至高无上之意；作为动词，即到达之意。

两者合起来，就是向着善与美的高地走去。

真善美，为何没有 “至真”？一则，校训的字

数不宜过多，另一方面，至真较之至善至美是不

易被忽略的。山东有一位学者韩延明，他对校训

有过专门的研究。这毕竟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

研究的价值是明显的。我们大学的校训也相当程

度上存在着千篇一律的现象，更不可理解的是，

还有非学术非教育性的现象。

（责任编辑：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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