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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

内容概要

给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以道德信仰和人生价值指引是徐贲的一贯特色，不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个人政
治参与，徐贲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是发人深思的，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在本书中
，徐贲从人的良心的角度阐述公民知识和道理的启蒙，倡导私德和开启公德，从人性和人心开始的心
智启蒙，到宪政引导民德，逐步达到个人良知和社会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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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
丽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
（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
政治》（2005）、《文化批评向何处去》（2011）、《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等等畅销书
。而2013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2013）也十分畅销，获得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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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 心智的启蒙
第一部分　个人良心与社会共善
1 “良心” 是怎样的一个向导
2 民主法治下的“良心”
3 公民社会中的“良心”
4 民主政治不能危害民间社团的良心
5 神给人怎样的良心原则
6 政治与良心
7 利益与良心
8 商业良心的社会条件
9 恻隐心遭遇良心道德
10 人为什么会“残忍”
11 残忍与恶
12 “罪感” 的洗涤与操控
13 阿姆斯特朗的羞愧与罪感
14 黄河浮尸与人的尊严
15 不说真话, 发誓无用
16 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17 官腔八股和官老爷
18 希望在“哀莫大于心死” 中死去
19 精神的和物质的美国梦
20 美国人幸福吗
21 奥巴马当总统“幸福” 吗
22 “选民访谈” 与“幸福调查”
23 “中彩” 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24 并不完美的" 美国梦"
25 金钱不是选民唯一的“自我利益”
26 美国的竞选与金钱
27 道德必定需要宗教吗
第二部分　幽暗人性与心智启蒙
1 大众心理与心智启蒙
2 人的“情绪” 与心智启蒙
3 “易粪而食” 的道德与情绪
4 非人化的荼毒
5 粗鄙是文明社会的癌症
6 粗鄙和粗俗
7 无度时代的“贪婪”
8 “贪婪” 应该成为中国公共讨论的议题
9 当今中国的“贪婪” 是一种怎样的道德恶疾
10 中国人为什么轻信
11 轻信与偏执
12 “涨工资” 提升的是怎样的幸福感
13 别让“幸福” 成为有名无实的时髦用语
14 弄出点动静来的胡说八道
15 公关与忽悠
16 公关与民主
17 气功是一种怎样的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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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治化的感恩糟蹋“感激”
19 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20 不可理喻和自以为是的“愚蠢”
21 极端境遇中的“愚蠢”
22 污染是一种怎样的愚蠢
23 从历史汲取“愚蠢” 的教训
24 宗教、文学和科学中的“忌妒”
25 忌妒与残忍
26 美国的“洗脑” 理论
27 “被洗脑” 有罪吗
第三部分　让宪政引导民德
1 让宪政引导民德
2 宪政需要怎样的制度守护
3 政改需要“好生活” 的理念
4 宪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
5 宪政法治中的“人民领袖”
6 宪政民主中的“欺骗” 与“伪善”
7 法治需要“敬畏” 法律吗
8 共和法治的缔造者和初始时刻
9 宪政之初的幸运与德行
10 公共价值启蒙中的“公正” 和“社会正义”
11 公民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的权利
12 政治梦想与现实条件
13 政府有管理公民个人嗜好的权利吗
14 自由价值与《旧制度与大革命》
15 怎样的“笼子” 能关进三种权力
16 “请愿申冤” 是一种怎样的公民权利
17 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
18 这样的“幸运” 不公正
19 人微言轻的选票是民主的最强力量
20 “希望” 和乐观主义
21 大众幸福学中的“自由”
22 幸福与大众伦理
23 何以消除“心中魔鬼”
24 为希特勒试吃食物的女人
25 作恶的意愿与罪责
26 暴力犯罪的人群操控与个人的责任
27 制度造就的“坏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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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类似《美国的民主》，同样针砭时弊，也同样浅尝即止。一个人听着良心的鼓声固然走不远，但
一群人或许能唤醒社会的良心。想到《千言万语》中一句话“无知是罪，知而不言更是罪加一等”尽
量做一个有自省能力的公民，最大程度保全良知。
2、通俗易懂，扫盲式
3、这些年一直读徐贲的书，他是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者，当众人把各种奇闻异事当成八卦新闻来读
时，他却从中展开了关于公民、社会、人生、善恶等严肃话题的讨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典范。
4、入骨不见血。
5、有些地方还是议论得太少了，应该更深刻点！
6、从此书得出的一个道理大概会永远伴随我，良心总是通过实践来实现。
7、字字戳心
8、写作文很好地引用里面的材料
9、三部分：良心、心智和民德。良心是付诸行动，与恻隐之心不同，发誓无用，交谈代替呐喊，幸
福是什么？粗鄙和粗俗的不同点，贪婪是道德恶疾，公关与忽悠与宣传，忌妒，愚蠢，洗脑，宪政，
敬畏⋯⋯引用大量美国和中国的实例和大量经典著作，启发民智厘清概念唤起共鸣。
10、一些小短文，扫盲用。但过于理念化而缺少本质讨论。也有不少小错误。比如论美国的革命⋯以
及对妒忌和嫉妒的混同翻译。熊逸讨论最终的道德归结点竟然正是嫉妒心。
11、有品质的当代汉语读物，绝对值得一读！
12、语言部分学理性偏多，少了些生动，整体而言算是比较深入浅出。
13、没时间看看序言就可以了
14、启蒙小书
15、“⋯黑屋子里的人总会被光亮吸引⋯人性和人心幽暗之处的软弱和丑恶、骄傲和怠惰、淫魔和野
心⋯应借着心智之光来看清和克服。⋯‘对于渴望看得见的人，便存在足够的光亮。’”－马·路·
金：这世界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真诚的无知和认真的愚蠢。
16、遇上雾霾，我们默默的买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们默默的去学习各种鉴别技术，遇见水污
染，我们默默的去超市抢购瓶装水。我们默默的忍受、顺从，但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耐而变得更
好，于是我们慢慢的，一起滑向深渊。”也许，我们不是犬儒，只是习惯了奴性
17、第一次完整读这位作者的书 三观颇合，会继续再找些其他看下去的。
18、从这本书里可以了解到良心原来最初是“可分享的知识”；良心不只是涉及个人，还讲究与他人
的联系；社团良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公关可能是忽悠；宣传可能是洗脑；可容
纳政权与公民沟通讨论声音的社会才是好的民主的社会；个人选择善或恶的行为与情境有莫大的关系
，但个人的恶行不能由于情境恶而不予以追究；宪政即是法治，立宪是把限制国家权力的规矩和条例
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照此行事，并接受他人的监督。作者一面说心灵启蒙重要，一面在对各种近期
发生的事例描述评论中对读者进行了这样的启蒙。

正如作者最后所说“出淤泥而不染”固然精神可贵，然而将可贵的良心凝聚起来，甚至通过心灵启蒙
使得更多人的良心能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大环境更加“洁净”，必将更有力量。独善始终不如众善。

受益匪浅。
19、这也能是8.7分，勉强给了2星了。我就是不太喜欢这样写书的口气。哎，可能是我的问题。
20、有时候，读书就是自我启蒙，自我解放。追求自由的社会是每一个青年最基本的理想。很遗憾，
我看到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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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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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的笔记-第20页

        许多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是由国家权力与个人这两个相互对抗的因素构成的。这是一
种二元对立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就必须对国家权力有所制衡。国
家越是不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人民就越可能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因此国家也就越加需要依靠峻法
酷吏，结果形成一个由恶棍来统治暴民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没有良心的
。

2、《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的笔记-第30页

        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 指出，共善是由多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constat
ex multis), 包括“正义(公正)、德性、和平、平静、友谊、交流、共享”, 而这些也都是法治的目标。
阿奎那说, 法是以共善为目标的理性条例, 是由那些在政治群体中具有权威的人们所传播的。而且, 在诸
种共善中, 有的应该比较优先。对阿奎那素有研究的学者克里夫特 科萨尔(Clifford Kossel) 对此解释道: 
“群体的好秩序, 也就是能带来和平与平静的秩序, 是人类法律的第一目标。它是基本的, 没有这样的秩
序, 人类无法在一起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民主法治就是实现和维护这种群体好秩序的必要制度保障, 它的作用不是要用
强制消除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办法来实现和谐, 而是既要保护个人的言论权利(往往也被解释为良心权
利), 又不使这样的个人权利损害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共善。这样的民主法治观念包含的个人良心观念
是具有民主社会共性的。
　　良心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是非、对错判断能力及行为, 而且还需要由个人良心延伸为公共良心。
良心是一种人与人互相联系的方式, 不能脱离一个人与他人的可能联系(范围可大可小) 来了解他的良心
。与他人有所联系的良心, 在直觉良心论那里, 常常表述为“人同此心”; 在知识良心论那里, 则常常表
述为“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 也就是, 良心指的是一种能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 知道并不困难, 只要头脑
没有坏掉的人, 谁都能懂, 难的是有所行动, 付诸实践。
　　把良心视为纯粹的个人事务, 强调每个人的“良心权利”,容易忘记或忽略良心与外界环境的联系
。人的良心及是非、对错观念都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即便是某些看上去是“天性” 的个人良心, 
也是极容易被外界影响所改变的。例如, 让 雅克 卢梭说人天生就有“怜悯心” (compassion), 亚当 斯密
说人都有原初的“同情心” (sympathy), 中国人说“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这些人本善的说法虽然不是
完全没有道理, 但所言的“天生良心” 极其脆弱,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 并不能引导大多数人的善良行
为。一个人跌倒在马路上, 走过几十个行人也未必有人出手相助的, 便是这样。
　　因此, 良心的社会性又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一种联系方式。在一个公共道德良好的环
境里, 个人的良心由于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而在向善行为上变得清晰和明确起来的。这样的良心对人
的社会参与和行为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例如, 一个人见死不救, 就会被别人鄙视, 这样一来, 利他也就更
容易成为习俗性的良心行为。良心所指导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 而且也是那些与他分享同一看
法的其他人的行为, 因此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群体联系。
　　公民社会是一个适宜于形成和维护这种良性群体联系的公共环境, 没有相当的共同道德, 这样一个
公共环境是无法想象的。政府权力靠吏治的力量无法形成公民社会。由于民众的个人良心是在公民社
会里发挥作用的。政府没有压制公民良心的权力, 因此, 在爱琳照相馆这样的案例中, 呈现对立的不是个
人良心与政府权力的冲突, 而是个人良心与某种集体良心的孰轻孰重。法律判决中由公民组成的陪审
团, 他们的良心理应优先于个人良心,不仅如此, 由于法律是由民选的代表们制定的, 所以也可以说法律
表达的是大多数选民及其代表们的共同良心。
　　
　　公知在社会中“管闲事”, 毁誉参半。这就像一个人面对社会中不公正的事情, 站出来仗义执言, 往
往会招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赞叹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 另一种是指责他利用事件作秀, 提高
自己的知名度。
　　后一种反应从“利益” 来解释人的行为, 包含着这样三个信条: 一是人没有不计算自己私利的,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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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人也不能例外。二是私利与良心是绝然排斥的, 只要有私利就不能叫良心。三是既然人人有利
己之心, 那就人人无良心, 良心只是子虚乌有、自欺欺人的东西。这对理性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很有
市场, 因为它帮助不能凭良心做事的人有了合理的解释, 大大减轻了心里的不安, 不安说明他们还有良
心, 至少也是良心未泯。
　　逐利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行为准则: 只要有私利, 便不会有良心, 只要有利可图, 不必在意良心。良
心到底是什么呢? 在功利主义者那里, 根本无须深究这个问题, 因为答案很简单, 也很清楚, 良心是骗人的
和骗自己的东西。
　　但是, 人类历史上, 无数人, 其中许多是富有智慧的人确实在不断思考良心究竟是什么。虽然至今还
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观点, 但也不是没有一些已经被许多人接受的看法。
　　有人认为, 传统良知论不能直接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 因为传统良知论的良心是一种直觉的感知, 而
现代社会伦理则更多地依靠理性的思考。然而,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有良心知觉,并在行为上受良
心引导的人未必都学习过现代伦理, 或有多少伦理知识。他们仍然像历史上的人类一样, 在日常行为中
接受或感觉到某种道德直觉的影响, 即使没有良心行为, 也会因为不能有这样的行为而感到良心不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一些很有现代伦理, 或者很善于思想的人却未必会有良心行为, 由于他们善于理论和思
想, 反倒更容易平息心里可能的良心不安, 甚至根本消除这种不安。许多人知善而无作为,不是没有良心
感觉, 也不是没有道德知识和思考能力, 只是利益当前, 权衡之下, 利益更重要一些罢了。
　　人类使用“良心” 这个说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开始的时候, “利益”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因
素, 更重要的似乎是“知识”。知识越不重要, 利益也才越重要。良心(conscience) 一词是从拉丁
文conscientia 一词来的, 原来的意思是一种“默契的知识”。默契也就是不用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 或者
至少都心里有数。由于大家都知道, 都心里有数, 所以不说出来又照样有分量,有影响和约束力。然而也
正是由于只是默契, 所以这种知觉往往不过是感觉, 是一种大致的、模糊而不甚清晰的东西。
　　这种默契的、不甚清晰的道德感觉需要在具体的境遇中被实际运用时, 才会明确起来, 因此, 良心是
什么往往显现在具体境遇的故事里, 而不是在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论说中。说故事因此成为一种特别
适宜于思考良心问题的选择。故事里的良心特别清楚地显现出一种与道德原则有关的“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中、西大众文化中都有许多生动的劝善故事代代相传。
　　良心并不只是一些基本的、被权威经典规定的道德原则, 如《圣经》里的十诫, 儒家的仁义、廉耻, 
或者民主人权的自由、平等、尊严, 而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情特殊场合中去的实际事例。在
这类事例中, 如何运用基本原则则是不确定的, 甚至是有疑问的。良心在这种不确定和疑问中作出是非
、对错的判断和决定。因此, 良心可以说是用已有的原则来决疑, 而非设定与基本原则不同的原则。例
如, 现代宪政政治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人们反对政府以一个人合法的言论来治他的思
想罪, 并不是要另立新的原则, 而是将这一原则运用于这个具体的人和这件具体的事情。根据已有原则
得出的结论是, 这么做错了。在一般情况下, 说出这个结论并不会有什么风险, 因此不是良心行为。但
是, 如果说出来可能有风险, 会跟自己的利益过不去, 但还是要说出来, 那便成为一个良心行为。
　　在网上读到一篇《理直气壮讲政治改革, 没啥可怕》的报道, 介绍十八大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陈
宝生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时对政改的看法, 着重于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
党建质量等问题。前不久,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文章。政改似乎已经
成为一个开始受到重视的问题。
　　政治改革的意义当然不全在于遏制和防止权力的腐败、提高执政党的信誉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 
也不是单纯为了加强或巩固一个政权。政改的意义更在于要为整个国家开创一种“好生活”和“好社
会” 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说, 政治改革应该是政体改革的一部分。政体包括两个相互联系
的方面: 政体的制度和政体的公民文化, 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体的治理形式与政体对公民的教
育效能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体不仅是政治的制度, 而且更是与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公民群体生活方式。这样的公民群体生活
方式体现、维持、再生一种可以称作为“国民性” 和“好生活” 的特征。国民性是具有普遍相似性
的价值观、公民素质、禀性、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政体的制度与国民性, 这二者的必然联系使得“
治理” 与“教育” 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了一起。一个好的政体造就普遍优秀的公民群体,而一个不好的
政体则是国民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政体决定“好生活” 的实质内容, 因此, 不改变好生活的理念与内
容, 便不能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改。“文革” 后拨乱反正的政改就曾经对中国人的好生活理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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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积极的影响。“文革” 时期的政体曾经有它自己的所谓“好生活” 教育, 当时,“斗私批修触及灵魂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些都曾经是实现“
好生活” 的途径和手段, 也都教育人们什么是好的生活。然而, 这种强制的好生活充满了欺骗、权术、
暴力和恐怖, 它给无数的人带来的不是幸福, 而是深重的苦难。
　　我们拒绝“文革” 政体的好生活教育,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好生活” 让无数人吃尽了苦头, 使
得他们个人的生活很不幸福, 而且还因为, 这样的“好生活” 是以威权和强制的方式强加于人们的。就
算主掌至高权力的是一位真正的贤者, 他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 合理合法地安顿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强制
安排我们每一个人的好生活吗? 这种威权主义的“好生活” 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好生活, 它所强调的共同
的善和个人的善都是以反个人为中心坐标的。
　　我们今天期待政体改革, 就其对社会和人民的教育作用而言,应该期待它帮助形成一种以人为本的
公民观念。它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个人观念和公民权利之上。它的中心是人, 因此具有民主政治
的特征。它从每个人的自由、理性、尊严出发, 把共同的善和个人的善都看得非常重要, 但是, 它反对以
一种善来宰制另一种善。
　　这样的好生活, 它所追求的幸福不等于个人感觉的快乐不快乐, 它必须包含群体共同认可的基本核
心价值。生活在不良政体中的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
快乐, 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人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 通过追求和优化价值和人生意义来
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 脱离了价值, 便无“幸福” 或“好” 可言。真正的政治改革会帮助人们发现, 他
们以前感觉到的幸福或好生活原来是不够的, 甚至是起源于扭曲的价值观的错误观念。
　　伦理学家凡 维克(Robert Van Wyk) 说: “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 幸福以及不要在寻找
幸福中上当受骗。” 人越是容易受骗上当, 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如果政改能够清楚地表明
自己的方向, 让人民知道, 政改不只是为了一个政党保住它的统治权力, 而是为了全体中国人和他们的子
子孙孙开创一个以正义为幸福目标的政治体制, 政改不仅有利于一个政权, 也同样要帮助民众变得聪明
起来, 更明白如何当好国家的主人, 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共同幸福和好生活。这样的政改, 那才能真正做到
公义当先、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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