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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地看，中国实施的“高”道德（高尚道德）教育与西方实施的“低”道德（低级道德、基础
规范）教育，或者说“准法的”德育，在特征、结果、过程、效果和适用性方面有明显差别。
　　从特征看，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充满了激情、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追求集体利益的英雄），表现
为伟大、理想、超越和神圣；西方的社会和教育表现为理性、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追求“个体”自
由的英雄），特点是平凡、现实、适应和世俗。
在中国，道德义愤常常是正当的，比如劫富济贫；在西方，法制理性衡量一切，尽管“市场失效”会
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比如，曾经的中国退休工人的工资比科学家高的现象，虽不合理却合乎人情；西方的科学家工资比工
人高十倍，不合人情但是合理（合法）。
　　从特征及其结果看，激情、伟大、神圣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容易而且曾经导致狂热与迷信
；理性、平凡、世俗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可能伴　随着平庸、庸俗与冷漠。
　　在适用性方面，在战争时期、特殊状态中，前者有利于社会或组织的稳　定、民族团结和整体生
存；在和平时期、一般状态中，后者有利于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的发展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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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道德教育方面，中国与西方存在着若干比较明显的差异。
　　首先，在中国，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是整体（家、国、天下）中的兄弟姐
妹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西方，公民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是公民个体之间独
立、平等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重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缘情感（兄弟姐妹之爱、亲子之爱等）；在西方，重
视建立在公民关系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公正原则、合法契约等）。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社会矛盾或人际矛盾是永远存在的。
如果发生了社会矛盾或人际矛盾，在中国，是用基于情感的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是道德调节，场所
是在家庭中（国与天下也是家的放大）；在西方，是用基于理性的法律来调节矛盾，是法律调节，场
所是在法庭中。
在中国，推行的是道德治国（德治，仁政，礼治，半部《论语》治天下）；在西方，推行的是法制治
国（法治）。
因此，中国重视道德教育、德教；西方重视法制教育、法教。
　　其次，在中国，由于人与人在血缘关系是兄弟姐妹，因此要讲兄弟姐妹之爱、亲子之爱等血缘情
感，要在道德上克己（自制或自我克制），谦让（孔融让梨）；在西方，人与人是独立、平等的公民
个体，因此要求人们公正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
　　因此，中国社会重视利他的道德教育（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社
会重视利己（而不损人）的“道德”教育。
　　再次，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以整体为本位和目的（个人是螺丝钉），西方的主流价值是以个体为本
位和目的。
因此，中国重视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教育（对集体的服务、奉献和牺牲）；西方重视整体为了个体的
“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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