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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责任观上历来有两种对峙的观点，即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它们之间的两难抉择反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

义的冲突。走出这个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寻找超越两者的新的责任维度。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说揭明了走出困

境的可能性。它主张，人的道德性不是由自我意志或普遍意志构筑的，而是由他者的伦理命令和在为他负责的

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从为他责任说可以得到两点伦理启示：第一，通过“我”与他者的责任关系塑造人的伦理

性；第二，它告诫我们必须保持对他者的敬畏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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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责任概念在伦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上各有不同的含义。这里主要是在伦理学的层面上讨

论责任观。在伦理学的视域内，责任观上历来有两种对峙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讲自我责任。“我”
被假设为一个理性自觉、意志自由的主体，“我”的选择、“我”的决断出于意志的自由，因此“我”
必须为“我”的选择与行为担负责任。这样的“我”是一个自我负责的主体。俗话说“一人做事一人

当”正体现了这一意思。第二种观点讲集体责任。这里不是指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意思（这种集

体责任相当于自我责任，因为这样的集体相当于一个“自我”），而是指个人为所属的集体负责。

从古代儒家的“兼善天下”说到当代西方的社群主义，都把集体责任看作是个人价值追求的一个

内在向度，尽管对集体或社群的理解各有偏差。现实的个人处于集体之中，时时刻刻在和集体

或集体的其他成员打交道。“我”的利益、“我”的选择与行为不可避免地与集体或他人交织在一

起。因此，从生存的策略上看，为了集体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和集体或别的成员

共处，遵守集体的规范，履行集体的责任。 
    分开来看，在各自的领域里，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理由，两者不会发

生矛盾。可是，一旦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就是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发

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必须在其中做出抉择，做出哪种责任优先的判断。对这个冲突的不同解决

方式显示了不同的理论立场与派别。个人主义者更关注个体自身的合法权益，由此倡导自我责

任优先于集体责任。相对而言，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群体责任优先的主张，个体作为集体的一

员，其身份与角色决定了“他”或“她”首先必须服从于集体。因此，从理论派别的角度看，自我

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两难抉择反映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

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呢？历史上的哲学家给出了许多答案，可是问题依旧存在着。法国当代

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 



 

 

    他者哲学假设了他者之“在”，假设了“我”与“他”的责任关系。在此关系中，他者高于“我”，
超越于“我”。“我”与“他”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提示了一种为他

的责任关系。如何理解这个新的责任观呢？ 
    为了说明为他责任的含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当“我”看到一个坐在路边哭泣的

孤儿时，出于良知或善性，“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惋惜，产生了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想

伸手去帮助“他”，问“他”需要什么，看看“我”是否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为他负责。面对此情景，

“我”与孤儿之间发生了责任关系。这种责任虽然是由“我”承担的，但不是为我的，而是为他的。

这是为他的责任。 
    再深入一步看，为他责任有两种。第一种是由“我”主动发起的责任，就像上面的例子提到

的，面对孤儿，“我”主动担当起为他的责任，想竭力帮助“他”。不管是出于善良意志、出于美

德，还是出于功利的算计，作为责任者的“我”是主动的。这不是列维纳斯所谓的为他责任的含

义。第二种是由他者启动的责任命令，“我”是被动地承受这个命令，进而承担起为他的责任。

简言之，是他者命令“我”担负起为他的责任。再回到上面的例子中，与“我”面对的、哭泣的孤

儿显然是个弱者，但正是这个弱者发出伦理的命令，要求“我”为他负责。这种命令当然只具有

伦理的意义，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我”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如果“我”真的担负起责任，

尽力照料这个孤儿，说明“我”接受了孤儿发出的责任命令，在此情景下，“我”成为了一个伦理

的主体，成为了一个有道德的人。可见，“我”的道德性品格不是由自我意志或普遍意志构筑的，

而是由他者的伦理命令建构起来的。这是列维纳斯所说为他责任的基本意思。 
    从上述例子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为他责任超越了

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的两难困境。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以看作是群己之辨上的两个极端主张，相应地，责任也可以分为个

人主义式的责任（自我责任优先）与集体主义式的责任（集体责任优先）。两者孰先孰后，各派

各有道理。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角度看，出路在于寻找第三者，即寻找一个融合了自我责任与

集体责任在内的统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扬弃”两者的矛盾。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换一个角度看，黑格尔的正反合方法也有其局限。究其实质，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是一致

的。当我们把集体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自我”时，集体责任就成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责

任”。这样，两者之间的紧张变成了两个具有“自我责任”意识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必

将演化为战争与暴力，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希冀调和矛盾的统一体的出现只是幻想。因为

每一方都固守自我的责任，都奉行“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存在调和、统一的余地，此

时战争不可避免。 
    走出这个困境的出路在于寻找既超越自我责任又超越集体责任的新的责任维度。列维纳斯

所说的为他责任或许可以担此重任。它至少在三个层次上超越了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困

境。 
    首先，超越的第一层含义是：必须界定他者不同于自我与集体。一方面，从字面上看，他

者不是自我，也不是另一个“我”或“他我”（alter ego）。他者是“我”所不是。另一方面，他者也不

是集体。他者是单数，不是复数。“我”与他者之间的责任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是个别对个别

的关系，不是成员与集体的关系。所以，为他责任不同于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 
    其次，超越的第二层含义是：为他责任相对于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而言具有开放性和无限

性。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出发点都是“自我”，或者是“小我”，或者是“大我”，自我是主动者。

但是，为他责任的出发点是他者，自我是被动者，承受来自他者的命令。他者超越于自我，

“我”“他”之间的责任关系具有超越性与开放性，因为责任是无法穷尽的。自我责任把责任封闭



 

 

于自我总体之内，集体责任把责任封闭于集体总体之内。总体的一个特点是化他者为自我，化

异在为己在。因此，无论在哪种总体内，他者均无立足之地，为他责任无从谈起，更不用说责

任关系的超越性了。为他责任的确立是对总体的超越，因而也是对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两

难困境的超越。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说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思路的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

法。 
    再次，超越的第三层含义是：为他责任构成了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前提。我们来分析一

下三者的预设。自我责任的隐含假设是：自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我”有能力也有义务为

“我”的言说或行为担负责任。在此语境中，没有他人的位置。“我”只关注“我”自己，保持“我”
的存在的连续性，“我”为“我”自己负责。自我理所当然具有优先性。集体责任的预设与此类似。

“我”与集体是从属关系，享有许多共性，两者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我”为集体负责在

某种意义上是为自己负责。为他责任隐含的预设完全不同：在“我”之外还有他人存在，而且他

人优先于“我”。“他者以他的超越性主宰我，他者是陌生人、寡妇和孤儿，我对他负有义务。”1
他人具有优先性。“我”有能力和义务首先为他人担负责任，他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我”是第

二位的。因此，为他责任是自我责任和集体责任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原初的、本真的责任。 
 

二 

    中国传统伦理学侧重讲集体责任，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侧重讲个人责任。传统伦理与现代

经济伦理、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冲突不仅呈现在理论上，更展示于生活实践中。如何化

解两者之间的困境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说从一个向度揭明了走出困境的可

能性。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有两点伦理的启示。 

    第一点启示，通过“我”与他者的责任关系塑造人的伦理本性，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道

理。作为人，需要不断地追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应该成为伦理的人？我们知道，兽性不属于

人，只有讲德性、伦理性，才是真正属于人的话题。那么这种伦理性是如何锻造起来的？人是

在与他者的交往中长大的。交往关系首先是责任关系。他者命令“我”为“他”负责，“我”践履责

任的过程就是一个伦理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我”调动“我”所有的资源，发挥“我”所有的能力，

为他者担责。在极端的意义上，“我”的这种担责完全是为他的，而且是无限的，似乎是被他者

困住了，就好像“我”成为了“他”的“人质”（hostage）一般。2“我”的善性、伦理性是在这样的过

程中被锤炼出来的。因此，列维纳斯说：“人类在他们的终极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
他者’，并且这种‘为他者’必须敏锐地进行反思。”3 
    第二点启示，为他责任说告诫我们必须保持对他者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现代历史的进

程是以科学技术的胜利、宗教的退化为标识的。现代人打破了宗教的百般禁忌，把上帝的戒律

与启示抛诸脑后。于是人们发现道德准则原来在于自身。自己的生活需要由自己来创造和诠释。

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准则又使人们把精力放在了“成功”事业的追求上。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释

放了人的大量内在潜能，进一步强化了关于“成功”事业的神话。在经历了世界“祛魅”之后，现

代人逐渐懂得：什么都可以尝试，自我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在许多人眼里，科学技术的成就已

经使人们达到可以藐视自然的地步。这是一种理性的傲慢姿态。在此姿态下，人们对自然或上

帝的敬畏感、对他人的尊重感消退了。 
    列维纳斯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里喊了一声：“上帝是他者”。4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在笔者

看来，这话隐含着他人有如上帝的意思。在伦理的意义上，对他人的尊重如同对上帝的尊重一

样。对他者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对上帝的责任，对上帝的敬畏。正是通过这种超越的敬



 

 

畏与无限的责任，人才能时刻保持自己的谦逊，保持自己的良知与自知之明，才能学会对他者

的尊重从而也学会对自我的尊重，学会对生命的敬畏。犹如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所说：“敬畏生命绝不允许个人放弃对世界的关怀。敬畏生命始终促使个人同其周

围的所有生命交往，并感受到对他们负有责任。”5他者是另一个独特的生命，为他者负责就是

为生命负责，善待生命。因此，为他责任说启示我们，丢失了敬畏感，丢失了对他者的责任感，

也就丢失了自我，丢失了善性。这是现代人的生存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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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for other: 
 walking out the plight ofself-responsibility and collective-responsibility 

 
Gu hongl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East China Normanl University ) 

 

Abstract:Responsibility always includes two opposite views:self-responsibility and collective-responsibility. 

The paradox between them reflects the conflict of individu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 way of walking out the 

plight is to transcend them. Levinas'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 shows the possibility. It claims that human's 

morality is not structureed by self-will or common-will, but by ethical order of other and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 

We can get two revelation: the first is that using I and responsible relation shapes ethic; the second is that we 

must keep awe and respect t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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