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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失范问题由来已久，因其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轨迹，且与道德规范关系密切，二者

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但其本身并不可怕，应当警惕和值得关注的是，对道德失范问题本身的无知，以

及由此引发的恐惧和其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悲哀。首先，从语义学分析和伦理学角度入手，试图厘清道德、

道德失范等的具体意涵。其次，进一步着重分析道德失范形成的原因和划分的类别。最后，从宏观上深

度解析道德失范，并提供一些相应的解决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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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oral Anomie has a long history, because it always accompanies with the devel-
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track of human progres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ral Standard, and 
the two oppos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But it is not terrible in itself. What should be vigilant and 
worthy of attention is the ignorance of the problem of Moral Anomie itself, as well as the fear caused 
by it and the sorrow that it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analysis and ethics, it tries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meanings of morality and Moral Anomie; secondly, 
further emphatically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Moral Anomi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m.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Moral Anomie in depth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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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Ethics, Morality, Moral Standard, Moral Anomi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伦理学与道德、失范 

伦理学，又名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作为哲学的一门学科，主要探讨道德价值。而“道德”，

是指为一群人或一种文化所认可的所有行为准则。伦理学试图从理论层面建构一种指导行为的法则体系，

并对其进行严格的评判。《剑桥哲学辞典》中认为，伦理学是对于道德的哲学研究。同时指出，作为伦

理和道德二词的 ethics 和 morality，在英语中具有普适性。《大英百科全书》中指出，伦理学是一种研究

道德中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对与错的学说。《韦氏词典》中认为，伦理学为探讨什么是好行为、什么

是坏行为的一门学问。 
可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有广义、狭义之别。狭义伦理学是指某种传统、群体或个人所

持有的道德原则。而广义伦理学是指社会里的所有规范、习俗、制度、格言、礼仪、行为标准和律法。

此外，在人际关系方面，伦理学指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时，应该遵

守的道德准则，是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生活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它涉及捍卫并鼓励对的行为，并劝阻错

的行为。总之，伦理学旨在定义，诸如善与恶、美德与恶习等概念来解决道德问题。 
“道德”一词有悠久的历史。《说文》曰：“道，所行道也。”“道”的本义是道路，以后引申为

规律、规则、道理等。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其所言的“道”，即是做人、治国的根本道

理。在伦理学的意义上，“道”主要指人们的行为原则和规则。“德”本来的含义是“得”。《说文》

曰：“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德”即“得”，是一个人只有长期按照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行

为，才能得到正直的品德。荀子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罗国杰教授认为，“道

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

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1]。此处的道德，即指在社会生活中，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

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所确定的人的道德品质与道德境界。 
失范(Anomie)一词，最早源自希腊语 anomia。词根 a 指否定性的无，词根 nomos 指法或规定。在学

术意义上，法国哲学家居约最早定义并使用了失范一词。他认为，“失范是一种有创造力的新生事物，

是对僵死的观念的一种挑战……anomie 不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也不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疾病，anomie 是

一种非常好的性质。”“失范是伦理进步的标志和道德价值的体现，是个人自治的必然后果，也是个人

获得解放后个体自由伸张的标志” [2]。由此，失范是新生事物，并非一无是处，它标志着伦理的进步，

体现出道德价值，对个体自由和个人自治意义重大。此外，失范有别于失效。失效内涵较窄，即是失去

其原有的效力，多重于结果方面；而失范内涵丰富，涉及面颇广，多重于原因方面。 
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名著《社会学》(Sociology)中指出，失范(Anomie)

特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

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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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这种心理上的挫折感会产生

一系列后果，比如犯罪和自杀，因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此外，失范并不单指个人行为，也涉及群体行

为( [3], p. 194)。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失范是指变迁状态下的人的状态，但失范概念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革命。他

首先使用“社会失范”这一概念来描述当社会规范不力、彼此矛盾或规范缺失时，在个人与社会中出现

的混乱状态。涂尔干认为，失范只是暂时的规则匮乏状态，社会习俗仍旧可以规定和协调新的社会器官

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他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失范的三种可能性原因。一是严重削弱的集体意识，

令人们看不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意义；二是强制的社会分工带来不平等，缺乏公正的分工丧失了合

法性，令人们丧失信心；三是需求不足带来效率低下，社会的功能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连锁反应，引

起失范。而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社会失范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所规定的目标

同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尽管这些是对“社会失范”的分析，但完全可用于对“道德失范”

的分析。因为，道德失范是社会失范的核心。 

2. 道德失范的具体意涵 

关于“道德失范”(Moral abnormality 或 Moral Anomie)的阐释，在学界大体存有四种解释或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失范”指旧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普遍否定，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

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一种

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中。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失范”就是指在道德领域的一些准则或规范，已经不

能够通过社会的舆论压力或人们的内心确信来有效地调整和控制人们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道德失

范”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或弱化，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

在社会活动中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现象。第四种观点认为，“道

德失范”指社会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个人行为丧失是非善恶标准，由不同道德观、价值

观相互冲突所造成的道德混乱和无序现象。简而言之，“道德失范”表征出社会精神层面的某种危机和

剧烈冲突，它常常是社会急剧变革或转型时期的产物。 
而以上四种对“道德失范”的阐释，基本上揭示出了“道德失范”的具体意涵，可归结为定义型和

描述型两种阐释方式。第一种是定义型的阐释，这也是被称为经典的失范理论，主要代表有高兆明。他

认为，“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

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 [4], p. 8)。朱贻

庭、金炳华等亦采用了此说。如学者朱蕴丽等认为，社会“道德失范”是相对社会道德规范而言的，是

指社会成员在道德方面不符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行为或价值取向 [5]。“道德失范”是对社会最基本道

德规范或价值取向的“反动”与违背。此种学说指出了因为道德价值和规范的缺失性和无效性，所造成

的社会混乱，着重于突出“道德失范”的与道德规范的相互对立性与相互补充性，二者的完整和合构成

全社会的道德体系。 
第二种是描述型的阐释，代表有汪应曼，她认为，“道德失范”是用来描述.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道德

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

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

成员不具备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力，呈现出某种紊

乱与无序 [6]。此种学说特别强调社会转型期中旧有社会道德规范的“失效性”与“紊乱性”，而新社会

道德规范的“缺位性”与缺乏性，在新、旧社会道德规范二者的“真空”或“间隙”中，真真切切存在

着的“紊乱与无序”，此即被定义为“道德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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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道德失范”是相对道德规范而言的，故而唯有在道德规范的社会环境中，道德才是客观的和有

效的，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出调节人们具体行为的有效作用。首先，道德规范鼓励哪些行为是值得尊重和

效仿的，使人们分辨出何种行为是真的、善的、美的；哪些行为是应该鄙视的和唾弃的，因为此种行为

是假的、恶的、丑的。其次，在社会外在方面，道德依靠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它们体现出道德规范的

监督力和控制力。而在个人内在方面，则主要体现出道德规范在调节人与他者的关系中。既有人与自我

本身的关系，又有人和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有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

它主要着重于个人内在的自律、信念和良知。由此，道德规范因其依靠社会外在和个人内在两方面的因

素，故而能够作出为一般人所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的价值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的，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就就决定了作为道德的表现形式的道德规

范，不是人们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

范既是对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要求的一定形式的概括，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或阶级性，又是评

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显性标准和外在依据，又具有外显性和外在性。此外，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 

3. 道德失范的不同类型 

“道德失范”因划分标准的不同，故存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出于对“道德失范”不同领域的强调与

对比研究的需要，“道德失范”划分出不同类别。首先，依据职业视野，划分有职业“道德失范”。如

记者“道德失范”等。如刘增伟提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失范”有导向错误、有偿新闻和撰写假新闻

等三种不同的表现。并分析了相关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7]。其次，依据行政视野的角度，划分出行政“道

德失范”。它指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因为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的缺失或缺少有效性，从而不能对行政

主体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所导致行政行为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 [8]。比如刘志平等主张此说。他根据行

政道德的内在结构，将行政道德失范的具体分为三类：一是行政道德意识的失范；二是行政道德关系的

失范；三是行政道德行为的失范。 
再次，依据家庭伦理的视野，划分有家庭伦理“道德失范”。如学者朱巧香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又是社会的缩影，为人们提供着生育、教育、交往等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最基本环境，也为人

们创造着社会化的最初始条件。正因为如此，家庭道德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9]。
最后，其他种类的“道德失范”。它是指除了以上职业视野、行政视野、家庭伦理视野之外的其他“道

德失范”。 
依据“道德失范”发生的社会背景、社会范围不同。高兆明将“道德失范”分为常态下的“道德失

范”与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常态下的“道德失范”是指非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道德失范”现象。

因为在非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规范能够正常运转，发挥其应的功能和作用。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则

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道德失范”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道德规范可能会脱离其

“轨则”，以至乱象频出。此外，他指出了常态下的“道德失范”与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的主要区

别( [4], p. 9)。前者赖以形成其社会生活方式本身的合理性根据依然存在。而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则

失去其社会生活方式本身的合理性根据。这种依据社会常态与否的划分方式，实则始终与社会在时间与

空间上的变迁紧密联系，进而反映出社会道德的规范范围或边界，从而得以区分出“道德失范”和“道

德规范”。 

4. 道德失范之成因分析 

“道德失范”的成因复杂且多样。刘增伟在分析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失范”时提出，新闻记者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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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失范”的成因有三个，一是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他们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职业道德

的要求。二是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忽略。放松了职业道德教育。三是主管媒体机构的监管乏力。刘志平

论及行政道德失范的成因时指出了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二是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

三是行政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四是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五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其中，社

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朱巧香指出了家庭伦理道德失范的四个成因。一是家

庭伦理道德标准的评价失范。二是家庭伦理道德生活中出现了非道德主义的现象。三是、家庭道德教育

的扭曲变形。四是家庭道德衰落。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道德失范”的成因，既有历史现实经济的、缺乏监督的原因，又有制度

缺失的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的“真空”或缺失与市场经济的负面导引。原有的制

度不适应，应有的制度未建立，故而“灰色”地带隐秘而猖獗，提供了一定的“寻租空间”。市场经济

的负面影响，使得收入差距加大，而这容易使得人们的心理“落差”偏大，进而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

加之道德教育的缺位，旧有道德“僵化”。而政策性的不均衡等等，对道德亦有很大影响。 

5. 道德失范的应对措施 

“道德失范”是现象性描述，又暗含有道德评价标准。而道德评价标准本身的是否合理，是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关键所在 [10]。高兆明指出，“道德失范”在日常中多含负面含义。由此，就必

须对隐含其后的判断标准本身的合理性作出界定。他认为，建立和完善的关键所在即是建立现代性生活

世界的实践。刘增伟认为，解决“道德失范”，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着眼于始终实事求是来加强新

闻记者自身职业道德修养。二是通过完善媒体信用等级评价机制来强化监管职能。三是凭借有法可依等

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刘志平认为，一是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二是加大政府道德资源的供给。三是行

政道德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四是自律和他律相结合。五是完善行政道德监督制度。 
朱巧香认为，加强家庭道德伦理的建设。首先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是要和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相结合。再次是培育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最后是人性的完善，保持家

庭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的一致性。特别是对传统道德及现代西方道德进行合理扬弃，剔除传统家庭

伦理道德中的封建糟柏及西方道德中和睦、亲善及平等的家庭人伦关系。 
张言亮教授认为，道德生活的可靠性是建立在深层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考虑“道德失范”时，

遗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维度——精神信仰的维度。且指出只有发自内心地对某种道德的规范和价值有了

信仰，将之内在于我们自身的追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失范”的问题。他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信

仰和伦理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很大意义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道德失范’，在根本上是精神危机

和信仰危机。为了应对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失范’境况，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重新建构我们自己的精神

信仰家园，从而给我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更为稳定可靠的价值来源” [11]。 
此外，他指出，道德信仰问题的重构涉及重新给道德生活奠定新的基础，而这种新的奠基行为。首

先，需要对于超验层面的体认。其次，我们需要立足于我们由之而来的传统文化，道德的理论和实践离

不开其由之而来的传统，道德也只能在其由之而来的传统背景中才能够被更好地理解。最后，不管我们

建构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体系，这样一种道德体系一定要尊重每个人独立自由的发展。道德秩序的存在并

不是为了束缚和压制人，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下去，更好地解决这个时代给我们提

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让这个世界以一种更为和谐有序的方式运转。 
综上所述，要想解决好“道德失范”，就必须从其原因着手。既有现代性生活世界的实践，又有自

我本身道德修养的提升。既有法律的完善，又有监管的加强。既有改革旧制度，又有建立新制度的尝试。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完善人性。既要营造良好的外在道德环境，又要自身精神信仰的维度的切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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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信仰的维度对改善“道德失范”显得十分重要又新颖，因为它既有超验层面的体认，又立足于我们

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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