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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审视* 
 

梁德友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关怀是人的基本道德需要，是人在一定情境下产生的道德情感。它体现了主体间的一种伦理关

系。在关怀弱势群体已经达成共识的今天，弱势群体关怀的核心是伦理问题，即“如何关怀”的问题。但

在弱势群体关怀实践中，从理念设计到制度安排，从主体关系到组织程序都不同程度存在伦理失范问题，

值得伦理审视与反思。和谐社会发展的今天，必须通过物质帮助、制度伦理保障以及教育支持等策略对弱

势群体进行伦理关怀。 

关键词：弱势群体；关怀；伦理审视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关怀本身是一个充满伦理意蕴的概念，但并不是所有的关怀都是伦理的。在某些场域，

有的关怀伦理缺失，甚至是反伦理的。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性问题，

应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关怀的伦理之维 

(一)“关怀”的通约性探寻 

“关怀”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我们生活中大家熟知的词语，但“熟知未必真

知”（黑格尔语）。因此，行文之始有必要对“关怀”一词进行通约性解读。 

在我国，“关怀”一词最早见于《宋书·孔觊传》，其中有“不治产业，居常贫罄，无

有半约，未尝关怀。”“关”，在象形字的最原始之义为“门闩”，逐渐引申出“牵连、涉

及”这一与关心、关怀有关的义项。因此，在汉语里，“关怀”一词又同“关心”、“关爱”。

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和《辞海》的解释，“关心”是指“（对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

重视和爱护。“关爱”是一个较晚产生的汉语词，《现代汉语大词典》和《辞海》中皆未收

录。该词的重点字是“爱”，本义为亲爱、喜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从词义学

的角度讲，“关怀”一词的涵义偏重在“怀”上。在《辞海》中，“怀”的义项除了“胸前”

和“心意”之外皆为动词（怀抱、怀藏、想念、归向、包围、围绕）。
【1】

与“怀”相关的

词语有“关怀”、“怀念”等。因此“怀”在中国语言中是一个动作性、价值指示性很强的

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对“关怀”给予了很高的学术关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富的“关

怀文化”。
【2】

   

“关怀”在英文里是“care/caring”，即照料、照顾、看护、养育等意思，主要是对处

于不利地位的人或群体的一种关切和帮助。当然，这种照料、照顾、看护等主要是上对下、

强对弱、优对劣，是对处于相对弱势的个人或群体的一种爱护、帮助和关照。德国哲学家海

德格尔把关怀界定为人类生活的真正存在，是对其他生物的一种挂念的态度、认真做事情的

一种观念、最深切的真实的渴望、短暂的关注及所有属于人类生活的负担和痛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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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话语中，“关怀”又表示一种“全身心投入”(Engrossment)的状态，即在精神上有所承

担的状态，对某事或某人的焦虑，担心或者挂念。体现了作为某种关系存在的人，对“关怀”

渴望和需要的一种情感。 

（二）“关怀”的伦理学解读：基于诺丁斯的思想 

在当代，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关怀”进行解读和研究的是西方伦理学界的“另一种声音”

——关怀伦理学。关怀伦理学是上世纪 60 年代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率先在英美

社会逐渐兴起的、建构在女性等弱势群体视角基础上，肯定女性的独特道德体验，强调关怀、

情感和关系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关怀伦理学代表人物有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

内尔·诺丁斯（NelNodings）和萨拉·拉迪克以及琼·特朗托(Joan Tronto)、弗吉尼亚·赫

尔德（Virginia Held）等人。而其中又以当代美国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Nel.Nodings）

为主要代表。本文选取内尔·诺丁斯的关怀伦理思想，对关怀进行解读。 

1.关怀是人的基本道德需要 

内尔·诺丁斯借鉴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怀，也都沉浸在关怀中，

关怀体现了生活最终极的本质。
【4】

由于在人生的各个时期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理解、接纳、

尊重和认同，因此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是人的基本需要。诺丁斯把关怀分为两种，自然关

怀和伦理关怀。对于自然关怀，她认为主要来源于人类自然的“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的

自然反应和基于义务(obligation)的伦理情感。如同现实中当他人陷入“不利境地”向我们求

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一种“我必须”的道德意识。故这种关怀不需要人们在伦理

上做出任何努力，仅仅表达了当事人的一种渴望和自然倾向，而不是对责任的认同。因此诺

丁斯认为这种关怀是一种“自然”状态，把它称作为“自然关怀”。但是人的复杂性又常常

使人们在实施“自然关怀”时，“我必须”的自然倾向遭到来自内部的抵制。也就是我们虽

然看到了他人的需要，但却因种种原因不愿予以关怀，这时就必须借助我们的伦理理想。那

么何谓伦理理想？诺丁斯指出“伦理理想是一系列关于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体现了自我和

人际关系中最好的一面。因为我们珍视自然关怀中的关系，所以伦理理想就能激励我们维持

最初的‘我必须’，对他人的需要做出反应”。
【4】

诺丁斯认为，这种关怀有别于上面的自

然关怀，需要做出伦理努力才能实现，她称之为伦理关怀。 

2.关怀是在一定情境下产生的道德情感 

诺丁斯特别重视道德情感在关怀中的作用。她认为自然关怀来源于爱的情感，伦理义务

感的产生也不是来自“上帝的指示”或出于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关怀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生活

中人们的道德情感，都体现了人与人的一种关系性。不论是自然关怀还是伦理关怀，莫不如

此。为此，诺丁斯指出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在这种关怀关系里

人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做出反应”。
【4】

因此关怀的产生取决于双方及特定的环境，

诺丁斯认为在关怀中需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中特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应及体验，

而非从某种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诺丁斯的关怀伦理还承认人性的弱点，特别是人的

情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或他人的行为影响，强调了营造有利于他人和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环境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5】 

3.关怀体现了主体间的一种关系 

正如诺丁斯所言“关心其实是一种关系……”
【6】

但现实中，我们把关怀感性地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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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美德，属于一种个人品质的范畴。这就把原本表示“关系”的关怀置于“个人的范畴”。

因此诺丁斯特别指出“……，但是，过分强调关心作为一种个人美德则是不正确的，将关心

者置于关心的关系之中更为重要。不管一个人声称他多么乐于关心，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创造

了一种能够被感知到的关心关系。”
【6】

国内学者肖巍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一书中，

对诺丁斯“关怀”的阐释，认为诺丁斯的“关怀”有着两种基本含义:“首先，关怀与承担

是等同的，如果一个人承担或者操心某种事态，并为之烦恼，他就是在关怀这些事情；其次，

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有一种欲望或者关注，他也是在关怀这个人。换句话说，如果他注意到某

人的想法和利益，他就是在关怀这个人。
【7】

通过这种阐释我们可以发现诺丁斯的“关怀”

主要揭示了关怀双方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双边的关系行为。那么关怀与被关怀双方是一种什

么性质的关系呢？是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回答是否定的。关怀所表示的关系是一种

互为主体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即“关怀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关怀方对这种关系的

维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被关怀方的态度和感受能力。也就是说，关怀实际上是人们在身心

上对他人或他物所承担的责任，是关怀方把握他人的现实性，尽可能地满足他人需要，通过

自己的行动来实现，并能够得到被关怀方回应的一种关系行为”。
【7】

   

由此可见，关怀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状态，它体现

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关怀实践中，关怀主客体之间是平等、双向的互动关系，二者

具有不同的道德分工和伦理责任。 

二、转型期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审视 

在关怀弱势群体已经达成共识的今天，关怀弱势群体的核心是伦理问题，即如何关怀的

问题。在感性层面上，人们通常认为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的群体，只要我们去帮助、去关心，

就是道德的行为。很少有人从伦理角度反思，我们关怀行为是否“伦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关怀是人的基本道德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怀，也都沉浸

在关怀中。关怀体现了人类生活终极的本质，
【3】

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关怀弱者体现了

人对“应该”世界的诉求和对自身价值的深刻关注，同时也是人的“类”意识从自发到自觉

直至实现道德自律的过程。这种“类”意识就是伦理规范的源头，是人类摆脱“兽性”到达

“人性”的主要标尺和遵循的律令。随着这种“类”意识的衍生、发展，最后逐渐精致就发

展成今天人类共同的“道德律令”。“类”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同伴、身边人同类的关心，尤

其是关注那些处境困难、身受痛苦、生命垂危及遭遇各种打击、挫折和不幸的人。因为，人

不同于世间万物的地方，是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不满足感，总希望有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

理想的生活就是伦理学揭示的道德生活。
【8】

关怀他人，关怀弱者，就是人的一种道德生活。    

但遗憾的是，综观转型期弱势群体关怀之实践，不得不说，关怀虽然已经行动起来了，

但离“伦理”的目标尚有一段距离。甚至，在某些场域与伦理相悖。 

从对弱势群体关怀行为双方的主体关系来看，相对弱势群体来说，关怀主体无论是政府、

社会组织，还是强势群体，往往拥有较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而作为关怀客体的弱

势群体身处社会底层或弱势的地位，两者之间的身份落差，构成了一种类似传统社会的等级。

强势向弱势施予的关怀活动，无可避免地带有儒家伦理中“等差之爱”的性质，这是不平等

关系中上层对下层施予的单向、无原则的关怀。因此，这种关怀是否合理和适度，只能由施

予者凭借自身的德性修养和习惯偏好支配，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正义原则作为公平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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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9】

作为关怀者，在关怀过程中不时出现的“恩赐”、“救世主”的心态使被关怀者产

生“耻辱感”。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强势”关怀，使本来充满伦理意蕴的关怀活动变成了令

人难以忍受的“施舍”。 

从关怀弱势群体的动机来看，功利色彩浓厚。政府官员炫耀政绩的大张旗鼓、社会组

织带有广告性质的声张虚势，以及某些个人带有炒作成分的“做秀”都使关怀行为成为了一

场“表演”。广大的弱势群体被当作某些机构、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世人眼球，或树立“社

会形象”的“道具”和“演员”。在某种程度上，弱势群体成为了某些人、某些机构消费的

对象和扬名立万、做秀、炒作的工具。弱势群体在关怀实践中时往往享受不到作为社会平等

一员所应有的尊重。这种“暴力关怀”不可避免地让弱势群体在人格、尊严、自由和自主方

面受损受到伤害，使本来温情脉脉的关怀活动失去其本真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社会的人，弱

势群体虽然在经济等方面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弱者在人格、尊严、自主性等方面绝不处于

弱势。最为人格平等的一员，弱势群体绝非为了“五斗米”就会弯腰，去接受“嗟来之食”。

所以，这种没有伦理内涵的关怀不可避免地导致受关怀者生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御，一旦

当关怀的内容与其所持有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等发生冲突时，或过多展示与现状格格

不入的奢华，或过多直露地体现，或宣扬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生活态度，关怀行为就会受

到强烈抵制。弱势群体就会下意识地“说服”自己“不被关怀”。那么，“关怀”也可能衍

生出无所顾忌的伤害，更谈不上“伦理”的关怀了。
【9】 

从弱势群体关怀的机制安排上来看，尚有诸多值得伦理考量的地方。例如，在关怀对象

的选择上，传统计划体制思维依然存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有的地方出台的政策带有很强的

地方保护色彩，关怀中依然以户籍为标准，内外有别，沿袭早已丧失现实合理性的歧视性规

定，把广大的农民工排斥在外。明为是关怀弱势群体，实为制度歧视。再如，关怀缺乏长效

机制，没有形成制度保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只有在某些节日等特殊的日子才大张旗鼓的表

现出来，是一种“临时性”、“救急性”的关怀行为。另外，关怀形式比较单一。主要物质

形式的关怀多，精神层面关怀少，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救助的关怀就更是没人提及。如此种

种，这些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都与伦理关怀的本意相去甚远。 

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给予什么，关键是如何给予。关怀他人，关怀弱者，

是人的一种道德生活。同时关怀又是一种关系行为，一种在任何时期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理解、

接纳、尊重和认同的主体间关系。也就是说，关怀实际上是人们在身心上对他人或他物所承

担的责任，是关怀者把握他人的现实性、尽可能地满足他人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

并能够得到被关怀方回应的一种关系行为。由此，关怀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是一种存在状态，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关怀实践中，关怀主客体

之间是平等、双向的互动关系，二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分工和伦理责任。所以，关怀行为应该

是一种充满伦理情感的社会行为。由于种种原因，弱势群体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验不到自

身价值，甚至还会遭到强势群体的鄙视、嘲弄、疏远和厌弃。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时要特别

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形成关心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充分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

和自主性等。尊重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因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弱势

群体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他们与社会其他人一样渴望得到理解与尊重。 

因此，弱势群体关怀的核心是伦理问题。在弱势群体关怀实践中，必须对原有关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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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行为方式进行伦理反思。转变关怀理念，由“施恩”转为“权利”，由“道义性关怀”

转为“义务性关怀”，由“临时的节日性关怀”转为“制度性关怀”。改进关怀的方式方法，

运用主体间性原则，突出被关怀者的主体地位。根据弱势群体接受程度的差异，制定具有伦

理内涵的关怀方式、方法，让弱势群体有尊严地悦纳关怀。同时，结合弱势群体的伦理生态，

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救助。提高弱势群体的伦理道德水平，恢复和重构弱势群体的自我价值

感。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加强弱势群体社会心态的监测、评估和预警，帮助弱势群体达到心

理和谐，实现全面发展等。 

质言之，在弱势群体关怀中，关怀主体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尊重、理解弱势群体，

让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爱成为温暖的阳光、及时的甘霖、沁人的春风。不仅使弱势群体在逆境

中得到关怀，而且，能够在关怀中享受关怀。 

三、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实现策略 

弱势群体伦理关怀以“人是目的”作为指向和尺度，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

件肯定的一种深层次关怀。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的核心是伦理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伦理问题。

它关涉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是一个社会综合工程。 

首先，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应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伦理关怀不是排斥物质关怀，

相反，物质的关怀应成为伦理关怀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关怀的基础。没有了物质作为

基础，伦理关怀就成了空中楼阁，是乌托邦。物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为了能

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10】

，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

要，而且把生产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质资料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社会弱势群体最大的弱

势就是物质上的贫乏，不仅处于初级的物质层面，而且几乎处于物质层面的最底层。对他们

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物质上的帮助。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

见的物质福利。”
【11】

转型社会的今天，对弱者进行物质帮助是最大的伦理关怀。只有以高

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解决弱势群体的弱

势地位提供必要的条件，途径和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多么“伦理”，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了无实际意义。 

其次，弱势群体伦理关怀需要制度伦理保障。世界银行《2005 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

告》提出：消灭贫困，必须从消除制度贫困开始。在这里制度贫困并不是缺少制度，而是说

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导致贫困，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因此制度贫困主

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的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

现象。
【12】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关怀必须消灭制度

贫困，建立公平公正的伦理制度。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强者”优先，不可避免地造成部

分群体的弱势。所以，弱势群体的产生是与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消灭贫困，关怀弱势

群体，首先应消除制度的贫困，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根据弱势群体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利

于激发弱势群体潜能的公共政策，创造一个让弱势群体自由、有信心地进入某个领域发挥才

智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使他们都有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平等机会，有凭

借自身能力改变处境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

国家必须尽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多考虑弱势群体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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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多倾听弱势群体的呼声，使制度更多的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和道德支持。并逐步

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尽可能使经济发展中各群体做到起点公平、程度公正、经济

活动成本合理等。唯其如此，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才可能实现。 

再次，弱势群体伦理关怀需要教育支持。社会学家阿马蒂亚·森将现代社会的贫困看作

是由收入贫困、能力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等因素构成的，并认为消除这种贫困的根本途

径是发展人的可行能力，以促进人的实质性发展。通过对弱势群体成因的分析，除了体制改

革和社会转型的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自身素质和自身能力的问题。必要的社

会支持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最终摆脱弱势地位还是要靠弱势者自身的努力，“惟自助者天

助之”。1959 年，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首次提出“文化贫困”的概念，认为长期生活

在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点等，即“贫穷亚文化”。

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对生活其中的人产生影响。要消灭贫穷，首先

必须要改造贫困文化。所以，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把“输血”式救助变为“造

血”式救助，在外部因素的帮助下提高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能力，走出困境，成为生活的强

者。惟有如此，弱势群体的潜能才有可能得以开发，社会才能够实现真正平等、有效的合作，

弱势群体才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一道共同发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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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Review on Care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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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 is a basic moral imperative and people’s ethical emotions in certain situations. It reflects 

an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e subjects. Car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today. The core issues of car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is ethical, namely "how to care". In 

practice, there are some Ethical Anomie on caring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from concept designed to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rom the main program worthy of ethical review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reflection. Toda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must Strengthen material 

assistance, institutional support, ethics and education strategy for protection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on the eth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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