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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
何 垚,黄 希 庭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重庆市400715)

摘 要:人际责任感是个体意识到自身对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他人的福祉付诸言行并承担后

果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国人的自我焦点逐渐转向自身,对他人的责任感有所淡化。加强人际责任感的研究,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与应用价值。《论语》中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中人际责任

感的性质与内容﹕以“爱人”为原则、忠恕之道为践行方式的“仁”奠定了“他者为先”的人际责任感基调;“智”

乃以“仁”为指导的全局性认知体系,它影响人际责任感的境界高低与表现方式;“义礼信”各自反映出人际责

任感的一些特殊意涵。对当代国人来说,人际责任感可能是一种跨情境的人格特征,其核心是“克己为他”的

儒家价值取向,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培养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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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实中有的人极其热心,忙他人的事比忙自己的事还尽心,亲友遇到难题他自己也跟着着急上

火;有的人路遇扒手,能够巧妙的提醒被扒者;还有的人或戍边多年守护国家安全,或做义工为不认

识的人奉献爱心。而另一些人则心里没有他人,遇到车多就行驶到对面车道上想伺机插队,造成道

路拥堵;更有甚者如医院的安保人员对患者无动于衷,纵容号贩子横行霸道。这些现象反映了不同

个体的人际责任感存在差异。
中国人对他人负责的观念与行为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内核,包含法家、墨家、

释家等多元文化整合的复杂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其核心价值观是“五常”,即“仁义

礼智信”,其内涵丰富[1-2],基本囊括儒家文化中“对他人尽责”的不同层次和要求。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输入令国人价值观趋向多元,年轻一代日渐重视自我,对

他人的责任感有所淡化,但中西方对人际责任感的重视和理解是不同的。一个突出区别是责任先

于自由[3]51。林语堂曾说:“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庭制度,其教给国人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4]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对

他者的责任层层外推,范围越来越广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就暗含这一意蕴。这说明“对他

人负责”不仅是中国人在具体关系中的角色义务与责任,更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西方人不甚注重个

体对他人的责任感,他们更多把“对他人负责”归结为个体利他或同情的本能或自由意志的选择,勒
维纳斯主张的“个体对他人有无条件责任”的观念远非主流[5-7];相关研究也集中于社会责任感或与

强迫症有关的、对他人的膨胀责任感(inflatedresponsibility)与过度担忧上[8-10]。显然,在个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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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负责”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为突出,更可能认为他人的幸福与发展是自身

的责任,是自己的事,更愿意提高自身修养以促进对他人的负责。
因而,当前研究《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服务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需

求[11-13],也有益于塑造当代国人的人格和构建和谐社会。本研究把人际责任感界定为个体意识到

自身对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他人的福祉付诸言行并承担后果的态度,将从《论语》中寻找依

据,论述了儒家文化关于人际责任感之涵义,并提出培养当代国人人际责任感的思考。

二、人际责任感之基调:“仁道”追求

儒家文化对“仁”的追求奠定了中国人人际责任感的基础。“仁”即“二人”,有人们互存、互助、
互爱的意思,基本涵义是对他人尊重和友爱。仁学本质上是一个个体如何做人、如何待人的道理,
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4]326。广义的“仁”乃概括所有的全德之辞,狭义的“仁”是以人

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

情感基础[15]。
孔子论“仁”有三个最重要的含义:爱人,忠恕之道,礼之本[2]。具体而言,仁包含两个方面:一

是对己,要求克己复礼;二是对人,要求爱人,通过推己及人、爱人知人、感化他人的忠恕之道来行

仁。克己,实际上也还是为了爱人。
(一)仁者爱人

“仁”的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6]182“爱人”有三个层次。一

是珍惜与呵护生命。把人当人、珍惜生命,是仁最起码的要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人命如草芥,他非

常痛恨权贵对于百姓的生命毫无尊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4]8。“子之所慎:齐、战、疾”[16]91,
坐斋、战争、疾病都关乎人之生死、存亡,有仁心的人都会谨慎对待,认真处理。二是爱护自己的亲

人。《说文》训“仁”为“亲也”,谓能“爱亲”。《论语》里“爱亲”即为孝道,开篇就说“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6]2孝悌是爱护亲人的方式,乃是仁的根本所在。《孟子·尽心上》
也有“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14]316。这说明爱亲是行仁的重要目标。三是“泛爱众”。“弟子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4孔子认为做人应该有博爱之心,
所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6]173。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是把一

家之内孝敬父母、尊爱兄弟的态度推之于外,而对超血缘的“同胞”有利益关切与成全。为人处世

上,部落、氏族、社会、国家、天下,无非是家庭的放大、延伸和辐射。如《礼记·礼运》记载,“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7]654因此,
“爱人”不仅要爱护一般意义上的群体人类,更要爱护自己所面对的、非常具体的每一个身边人,所
谓“一视同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仁爱为本,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都应该从人心最原始、最
真实的爱出发,人相亲爱,才能创造和谐、安详的生活秩序与精神状态,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

界[18]83。
可见“爱人”的原则,奠定了儒家仁道的追求的基调———以他者为先。个体不仅要重视身边认

识的人,还要对不认识的他人、群体有所关怀。因而仁道本质上就是“人道”,把人当人看,尊重他的

人格,同情他的人性,关爱他的生命,如果缺少这些则可谓“麻木不仁”。这种对他人倾注尊重与关

爱的基本姿态,使得中国人非常重视人我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看重他人的评价、以他人为先,对他人

负责。
(二)忠恕而仁

实践“仁”的爱人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忠与恕。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83,乃
克服私欲,以利他之心成全他人,重在“尽心”与“达人”。个体想要在自身和生活中确立起来的东

西,也要让他人确立起来;自己想要成为圆融通达的人,也要让他人成为这样的人。与人忠,就是与

他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为其殚精竭虑,劝勉人、教育人、引导人



向善。“忠于其人,则必以正道规诲之。”[19]357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241,自己不愿意的事

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恕表示能够以己心体谅、通情于他人之心[20]。个体要关照他人的感受,做
任何事之前充分考虑他人会不会接受,以及这样做会给他人带来的后果,努力去体谅别人、理解别

人、宽容别人、通达别人。
忠恕两个字都是“心”字为底,不仅意味着“仁”是发自内心的,也意味着要把他者放在“心”上,

以“心”为载体来体仁、行仁。钱穆指出“尽己之心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19]98。忠恕

之道就是尽己推己,将心比心。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14]3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14]14《论语·颜渊》里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16]181

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
践行忠恕意味着当个体为他人负责时,不仅要照顾他人的感受,也要为他人之长远发展做打算。

结合实际,“仁”可以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利益加以克制———不损人之利;二是

对他人利益予以促进[21]。因而“仁”所体现的人际责任感就是通过“尽己推及、将心比心”的忠恕之

道去关爱和增益他人,同时尊重和无损他人。一方面自觉成全他人利益和福祉,为他人尽心谋划;
另一方面理解和体贴他人,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要自觉地不损害他人利益,不
给他人添麻烦、造成痛苦。

三、人际责任感在“义礼智信”方面的表现

(一)义与人际责任感

“君子义以为上”[16]275,“义”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22-24],它起源于人的仪表、人际交往

的情谊和追求美好、善良等需要,其基本内涵包括威仪、友谊、情谊、美善、公平、正义、适宜。孟子

曰:“羞恶之心,义也。”[14]245要求个体“居仁由义”[14]306,主张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不当者(非
义)报之以羞耻和憎恶的态度。“义”往往被解释为“宜”,即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合宜。《释名》:“义,
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韩愈在《原道》里说:“行而宜之之谓义。”[25]宜与不宜,关键看是否显

“仁”与合“礼”。放在当今的人际背景下,“义”意味着个体要遵守道德规范,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传统

美德及时代精神,做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
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有情有义”“见义勇为”“担当大义”三个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

(1)有情有义,对于有情谊的他人,个体愿意为重视的他人付出,知恩图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孝”
上。《论语·阳货》里记载,宰我问孔子,给父母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礼乐会崩坏,觉得丧期有一

年就够了。孔子说,丧期吃稻米饭,穿锦衣,你能心安吗? 宰我说,心安。孔子便说,你心安就照你

说的去做吧,并且在宰我走了之后评价他不仁,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

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16]274孔子的意思是,儿女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三年之丧,就是对于父母怀抱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的一点点还报,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宰
予也能回报以三年的爱给父母吗? 这就体现了以感情和恩情为基础的“情义”,情深则义重。《孟
子·尽心上》也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14]316。(2)见义勇为,个体要持正守义,遇到正义

的事就勇敢去做,特别是在他人遇到危难之时。《论语·述而》中说“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忧也”[16]86,《论语·子张》也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16]290,说的都是要守持正

义。(3)担当大义,对于符合“仁”原则的“大义”,个体要主动担当对他者的责任,并且“当仁不让”。
《论语·里仁》里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提到了天下大义,而天下就是包

含范围最大的他者。孟子也有相关论述,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14]336,“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14]211。
“义”要求个体具有“情义担当”的品质,古人的事迹和今人的用语都体现了这一点。《水经

注·河水五》:“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以情义,请袁绍救之,不许,洪与绍絶。”[26]说明一个重情的

人,也会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个体就要为其分忧解难。若情深义重,个体对他



人就“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27]。现代汉语中也有深明大义、义薄云天、义无反顾、仗义执言、慷慨

仗义、有情有义、薄情无义、恩断义绝、忘恩负义等成语。
(二)礼与人际责任感

“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后引申为涉及接人待物、事神祀天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
《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论语·为政》里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6]13

孔子认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17]660,意谓要以礼义作为人际关

系的纲纪,用它来摆正君臣,笃厚父子,和睦兄弟,和谐夫妻。“礼”强调个体的言行要符合身份角色

的交往礼仪与社会期待,进退周旋得体。一切以“礼”为准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16]171。礼可分为两个水平:(1)整体人际水平上,个体对他人要“一视同仁”“需尽礼义”;(2)具体

关系水平上,对不同的他人有不同的礼节要求,如对父母孝,对朋友有信,孝敬恭宽信敏等所有合乎

“仁”的仪节品格也是由此而来。面对不同身份的他人时,个体有不同的“礼义”,如《荀子·非十二

子》:“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

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28]

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孝敬谦恭”“文明礼貌”两个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1)孝敬谦

恭,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个体都要尊重他人,保持恭敬、谦让的态度。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
的核心在“敬”。“恭敬之心,礼也”[14]24。《论语·季氏》里有“貌思恭”“事思敬”[16]257,要求人们“恭”
在貌而“敬”在心。《礼记》开篇就说“毋不敬,礼主于敬”[16]6。“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16]173实际上,“敬”又源于“孝”,“孝”是在内对父母始终保持“敬”的感情,在外要以

一定的礼仪作为孝敬父母的具体形式,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6]14。《论语》
中的孝道思想,是由各个的孝父母,推而广之爱天下人,对父母的小孝是大孝的基础,大孝是对国

家、社会和人民的孝[29]。这种恭敬谦让的态度是一视同仁的,不以自身优势压制对方,“不挟长,不
挟贵,不挟兄弟而友”[14]223,并且无论对方人数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16]306(2)文明礼貌,是对他人有礼貌、礼让之言行,体贴他人,保全他人之

脸面。《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

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17]1614意思是说,要举动得体、态度端庄、言谈恭顺,然后礼义才算

齐备。“以礼待人”,要做出尊重他人的姿态,不仅自身外貌和举止要得体,更要让他人感到舒服,体
贴他人之感受,保全他人之颜面。《论语·泰伯》里有“直而无礼则绞”[16]105。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
会尖刻刺人,不仅令对方“没面子”,还“伤感情”。

“礼”要求个体具有“恭敬有礼”的品质,古往今来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孔融五岁就知道让梨,
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向程颢、程颐拜师求教而有了“程门立雪”的美谈,现代汉语中也有彬彬有礼、
额手加礼、傲慢无礼、礼尚往来、知情达理、礼顺人情等成语。

(三)智与人际责任感

“智”通于“知”,本义是明智、智慧。《释名》:“智,知也;无所不知也。”“智”是关于认识自我与他

人、关心和理解他人、明辨是非善恶等思想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其丰富内涵包括:知道遵

道、利人利国、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见微达变、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孟子·离娄上》: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智斯二者弗去是也。”[14]167说明关心他人、理解他人

的“智”离不开“仁”与“义”,以仁爱他人为基础,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16]41。智以仁为

指导,是一个统观全局的认知体系,从整体上帮助个体把握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如何行仁、践义、
明礼、守信,都离不开智。个体认为自己对哪些他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如何来尽责尽

义,都有赖于其“明智”水平。
在孔子的论述中,“智”所涉及的人际责任感内涵包含三个方面。(1)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增强

对他人的积极影响。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6]189孟子曰:“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14]65“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4]164(2)反求



诸己,努力提升自己对他者负责的能力。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

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14]71个体一方面要尽力去了解他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6]10,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14]56。另一方面努力“修己以安人”[16]227,“躬自厚而薄

责于人”[16]238。(3)谨言慎行,以避免对他人产生负向影响,并要保存自身能力和资源。一方面要避

免损害他人情感、颜面及利益,所谓“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14]46。《论语·卫灵公》里说:“君
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6]241,“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16]235。另一方面,人际责任感并不是滥好心,个体需要观察和评判他人的需求是否符

合正义,“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16]221;也需要在恰当的时候保全自身的尽责能力

和资源,以便在更合适的地方和时机,用在那些真正需要负责的对象上。孔子赞同明哲保身,保存

实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6]257。“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16]63

中庸思想是儒家明智思想的很好诠释[30],能够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对他人倾注、负责的

态度。“中”指“合宜合适”,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31]庸者,《说文》训为“用也”。
中庸,就是“中”而“用”之,其基本含义及精神是执两端而允中,强调以整体视角和全局观念认识外

部环境,追求“执中”、适度与“和”,处事多方衡量做出最佳选择,追求生活和谐[32-33]。它在现代中国

人的做人处事中占有重要地位[34],越是高中庸者,越会在行动面上试着纳入自我与他人的考虑,尝
试去找到自我与他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35]。

(四)信与人际责任感

信的初义即以言语取信于人,《说文》:“信,诚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信的重要,并
积极地加以倡导。《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6]96。最初“信”被视为处理朋友

关系的原则。《论语·学而》里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6]3,“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6]5。后来,“信”
成为一个普遍的交往原则,可推而及之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过程。从而使“信”成为立身之本,是孔子

推崇的仁者“恭、宽、信、敏、惠”五种行为之一。《论语·为政》里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6]22

《礼记·大学》:“与国人交,止于信。”[17]1594凡父子、上下、夫妇、长幼、乡党、邻里、为政、经济、邦交诸

种关系和事务,皆需贯穿诚信原则[36]。
在孔子的论述中,“信”有“真诚信实”与“践诺履约”两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1)“真诚信实”

指个体待人要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办事牢靠。相关论述很多,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6]220,“君
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16]250。朱子曰:“信是言行相顾之谓。”[37](2)“践诺履约”就是说话

做事要说到做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16]196,“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16]175。《礼记·表记》
也有:“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17]1468正
如《北溪字义·忠信》所说:“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上说,是做事之实”[38]。不论是说

话,还是做事,都有“信实”。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真诚守信”都是非常重要的。周幽王因为“烽火戏诸侯”丢了国家,商鞅

“立木为信”使得秦国能够推行新法,《史记·季布列传》记载“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39]而有

了“千金一诺”的故事。而在现代汉语中,也保留了背信弃义、轻诺寡信、言而有信、信誓旦旦、取信

于人、信守不渝等成语。

四、对当代中国人人际责任感的启示

人际责任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系统地探索当代国人人际责任感的测量工具及发展

特点,有助于筛选、评价高水平人际责任感人才,也对教育工作者开展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

实践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一)人际责任感可能是一种跨情境的人格特征

前述,仁义礼智信各项内涵所涉及的人伦关系规范,构成了传统文化下人际责任感的各方面内



容(如图1)。仁表现为“仁爱利他”,乃人际责任感的动机成分,是其他几方面的基础。智提供了全

局性的认知体系,它与仁共同决定人际责任感的境界高低,以及具体为人处世的行为表现方式。
义、礼、信分别体现了个体对他人所需尽责的不同意涵,即情义担当、恭敬有礼、真诚守信。它们有

两个共同的意涵,与仁相一致:一是重视他人及其关系,比如恭敬有礼是尊重和维护他人的颜面和

感受,情义担当与真诚守信意味着个体对于他人来说要“靠得住”,总之,要把对方放在心上,“礼尚

往来”;二是主动担当对他者的责任,越是有道德修养者越是自发地遵礼、行义、守信,在生活中“居
仁由义”,主动了解和照顾他人的需要,为他人谋划周全。

图1 “仁义礼智信”内涵中的人际责任感

(二)人际责任感的核心:儒家克己为他的价值取向

如前文所述,在孔子关于五常的论述中人际责任感彰显了“克己为他”的核心,这也是后世儒家

思想一脉相承的重要价值取向。
章太炎曾说“儒之名盖出于需”[40],儒字,从人从需;从需,意味着与需有关的人,或人有所需。

因而,儒者,既可能意味着是满足他人需要的个体,也可能意味着个体有这种“满足他人需求”的需

求。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有一种“舍己为人”或“克己让人”的味道。从历史渊源来看,儒者源

于草根阶层,善于为弱者说话并主动、自觉地认同于弱者代言人的身份,既已生出救世之心,就必须

具有开阔的胸怀,发扬充分的利他精神,吃一份饭,操天下心,必须随时随刻都能够把他人的利益置

于自己的利益之上[18]49。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伦理关系的实质是“克己让人”,即“我”对

他者的责任关系[41]。从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4]315到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以朴素

的血缘亲情为基础,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以“孝悌”为核心,把一切社会关系尽收于“父、母、兄、弟”
的伦理中,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以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42]。
“仁者”就是要自觉地关切与成全他人的生命需求和利益,在追求自我生存与发展时,自觉意识到他

人、群体大致相同的生命需求,并乐于主动地“成人之美”[21]。
儒家价值观始终表达了担当责任的严肃性,提倡以一种主动的姿态积极担当责任,“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291-292。特别是“仁”后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构建了一种包容他人、依
存他人的人我观,“对他人负责”是行仁的基本要求,所包含的他人范围越来越大,所谓“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意味着“负责”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意味着个体所要担负的责任对象不仅

包括身边的他人,还包括不认识的他人,乃至整个社会。个体与他人、与群体是一个连续的关联。
个体在这种关系之中须积极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以自觉承担对对方的责任为美德;个体不是以

权利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而是以责任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3]52。
(三)人际责任感是可以培养的

责任心在健全人格的结构中处于第三层次,是幸福进取人生最基本的品质[43],值此社会转型



并重构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培养当代国人的人际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具体而言,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培养途径。
一是在家庭教育中以孝道为依托培养个体的人际责任感,养成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品质。如

前所述,泛爱众既是将一家之内孝敬父母、尊爱兄弟的态度推之于外,而对超血缘的“同胞”有利益

关切与成全。家庭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能处理好家庭各成员间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家庭之外的

各种人际关系。《礼记·大学》有云:“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

也;慈者,所以使众也。”[17]1599一方面,父母要以身作则,教导子女对家人和朋友都体贴关怀、诚实守

信;另一方面,子女在践行孝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为他人着想、有所担当,这份内化的人际责任感

自然能够指导其在社会生活中礼遇他人,对他人尽责。
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加强传统美德与国民意识教育,培养个体对于一般他人与弱势群体的人际

责任感。有研究表明较为认同传统美德的当代大学生,其责任对象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有更高

的尽责倾向[44]。在古代,要求士大夫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老百姓只需对“五伦”之内的人尽责,亲
友之外的他人遭遇困境,往往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当代国人把社会上的他人

也纳入自我的关怀范围。一方面,学校应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联系到一起,教导学生对他人负责

不仅是人际关系能力的体现,也是个体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学校应鼓励

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并提供相应的社会实践机会,比如做义工、募捐、去敬老院等,使学生能够亲身体

验到自身作为对他人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息息相关的。当个体的国民认同

度提高,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与社会负有责任,再加上网络时代人人都有话语权,可能使其忧国忧

民意识增强,更愿意去关注、帮扶和影响生疏甚至陌生的人。
三是在社会层面利用大众传媒,传递有利于人际责任感形成与发展的价值观。互联网时代的

信息社会,研究显示大众传媒对个体的观念、情感、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45]。一方面,大众媒体应致力于报道民众喜闻乐见、广泛认同的好人好事,体现出关怀友爱、
重诺履约、情深义重、勇于担当、舍己为人等人际责任感内涵,以培养民众对这些品质的美好向往和

积极追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应客观揭露因冷漠、怯懦、自私自利、轻诺寡信等导致人际关系淡

漠、亲友反目、团队解体、遭遇不幸无人帮扶、弱势群体孤苦无依的现象,也能引发大众反思人际责

任感的重要性及其缺失的恶果。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重点归纳了《论语》中体现的人际责任感,得出以上对人际责任感的

思考,还有一些问题未能涉及。比如在对他人尽责的过程中,当代中国人如何平衡自我价值与他人

价值? 又如,好为人师者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对他人很具责任感,管得宽,爱好指点他人,但对他人

而言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帮助,可以认为这是其人际责任感的体现。
总而言之,人际责任感所体现的克己为他、主动担当对他者责任的核心内涵,不仅有利于构建

和谐社会,在当前国际化的视野下,也是推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有利因素,因此中国人的人际

责任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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