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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体的自爱与爱他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课题。而《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其德性友爱思想，主张从自爱衍推出人的

爱他行为，强调自爱与爱他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和谐性，这从逻辑上有效地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因

而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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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individuals, there is alway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goism and Altruism. Therefore, how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either the individual or the society. Well,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le proposed a solution. His virtue-friendship thought advocated that Al-
truism can be inferred from Egoism, so there is a deep internal harmony between Egoism and Altru-
ism. This logic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goism and Altruism, and thus has great 
value in curr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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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人人以原子化方式在社会中生存，并遵循着

自我建构的个人主义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下，人人各行其是，高度关心个人福祉而忽视了社会福祉，社

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因而正遭遇着严重的冲击。 
时代在重新呼唤先贤的回答。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三贤之一，其德性友爱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价

值。该思想主张将自爱转化为爱他，为个体理解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从而进一

步对个体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启迪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思想因而在当今这样

一个时代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2. 友爱的必要性及其诸样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是人生活中所必不可或缺之一环。进一步地，为探求人类真正应该追求的友

爱关系，亚里士多德首先厘清了多种不同的友爱样式，并最终指出其中德性友爱才是最良善的友爱样式。 

2.1. 友爱的必要性 

对于友爱，亚里士多德是非常看重的——“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1] (p. 228)。就他看来，这

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人类存在分享的本性。人人皆有向他人分享自己所有、所遇的美好事物

的本性，特别是有能力的人更是如此。正所谓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人完善自我的过程其实另一方

面同样也是其追求他人认可、认同的过程。其次，友爱互助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父母之间、共同体成

员之间以及旅者之间，彼此帮扶的行为屡见不鲜，这些行为正是由人类人性中的互助、互爱本性所驱使

的，再者，人与人之间结成朋友可以有效降低其所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人人皆有所不及，都难免会犯

错，而这就需要朋友来纠错，这样自我犯错的风险才会降低。 
最后，友爱还是将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事实上纵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

极为重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结合，甚至社会伦理价值应当高于个人的伦理价值——“为一个人获得

这种善诚然可喜，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为高尚，更神圣”[1] (p. 6)。社会的团结需要依靠人与人之

间的友爱来维系，社会的良善发展更需要友爱中的伦理因素来支持，而这正是友爱的最高价值，同时也

是人类社会必须依赖友爱维系的关键之所在。总而言之，“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

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2]，人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而友爱正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关键桥

梁。 

2.2. 友爱的诸样式 

《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在明确了友爱的必要性之后，亚里士多德即展开了对友爱不同样式的

分析。他认为友爱大体上分为不平等的友爱与平等的友爱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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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友爱中，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友爱被认为是不平等的友爱的典型样式。对于父母

而言，他们爱子女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1] (p. 251)来爱的，而子女们则不然。这种对于对方的

期许的不平等性首先决定了该种友爱内在的不平等性。其次，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父

母年长于子女，有更多的阅历、知识、钱财，特别是德性，能够在日常行为与生活道路选择方面给予子

女更多指导，相反子女则不能。总之，正是这两种的不平等决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友爱具有不平等性。 
平等的友爱中，就追求目标的不同，分别与快乐、有用的事物和善这三种追求目标相对应，亚里士

多德认为友爱应分为基于快乐的友爱、基于有用的友爱和德性友爱三种。第一种，基于快乐的友爱。这

种友爱尤其常见于情侣、爱人之间，双方的结合基于追求快乐的共同目的。这种友爱关系中，亚里士多

德认为朋友爱彼此并非因为彼此的德性，而是因为对方能够给自身带来快乐。第二种，基于有用的友爱。

该种友爱与所谓的利益关系等同，双方因为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点而共同合作并成为朋友。而第三

种，德性友爱。德性友爱被认为是最完善的友爱，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德性追求基础上的友爱形式，是“好

人和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1] (p. 233)。在快乐、利益和德性这三种事物中，快乐与利益是容易消

散的。例如快乐就很多时候就是由处境所决定的，在任何处境中给予他人快乐，尽管对于有的人来说是

可以做到的，但这对于常人而言更多则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快乐和利益的易消散性进一步导致了建立

在这两者基础之上的友爱是难以长时间维系的。随时间推移，时过境迁之下彼此之间就可能再难以建立

朋友关系。而善、德性则不同，人的道德品行修养是附着于人灵魂深处的，难以被更易。所以，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德性友爱才是真正应当值得追求的，它具有稳固性。 

3. 从自爱到爱他：德性友爱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路 

自爱是亚里士多德构建德性友爱思想的逻辑起点，但其内在却展现出一种爱他的利他性因素。这并

非矛盾，相反该转变背后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 

3.1. 自爱：德性友爱思想的逻辑起点 

自爱是亚里士多德建构德性友爱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该思想核心特质之所在。 
自爱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语境中有着独特的意蕴，它指涉的是“好人”自身的道德德性

追求。该概念极易与自利概念混淆。而所谓自利，其实是人乃至生物的本能。在千百年，乃至亿万年的

生物演进中，生物为求保全自身早已将自利内化为了自我的核心本性。没有自利，则生物无法维系自身

的生存，诸如摄食、求偶、占有等行为即生物最基本的自利行为。自利行为一旦停止，生物的生命也将

随之终结。而同样，在基于快乐的友爱与基于有用的友爱等友爱关系中，对于快乐、利益的追求也是个

体自利本性驱动的产物。追求快乐使自我保持愉悦心情，追求利益则使自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些都

是有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换而言之，自利本就是友爱关系建立的逻辑起点。 
继承于这一逻辑，但同时又超脱于这一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友爱作为最完善的一种友爱形式，

应当建立在更高等级的自爱的基础之上。自爱唯“好人”所独有，这本就是一种难得的道德品质。而所

谓“好人”，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世界中，则是另一个带有极高伦理价值的概念。其意义近似于中国古

代儒学意义上的贤人，他们是具备了近乎完善的德性的人[3]。其中，自爱正是常人不能具备而“好人”

则具备的品质。“好人”、“身心一致，全身心地追求同一些事物。他希望并促进着自己本身的善(因为一

个好人就是要努力获得善)，并且是因为他自身之故(因为他追求善是为着他自身的理智的部分，而这个部

分似乎是一个人的真实自身)”[1] (p. 267)。换而言之，“好人”之所以是“好人”，常人之所以为常人，

重要的划分标准正是在于其能否坚持追求德性、善以及幸福的生活，而这也是自爱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最终，德性友爱建立在“好人”交往的基础之上，作为“好人”的核心特质，由此自爱自然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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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友爱思想的逻辑起点。 

3.2. 爱他：德性友爱思想中的利他性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一个错误观点认为前者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的理论，认为亚

里士多德更为关注个人的幸福追求。但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

[1] (pp. 227-228)。特别是在德性友爱中，个体被要求将对方视为另一个自我来[4] (p. 265)，这种德性中包

含了明确的利他性色彩。 
一方面，理论来源于生活，“亚里士多德将纯粹的亲属关系视为德性友爱的理想模型”[5]，而亲属

关系本就带有强烈的利他性色彩。亲属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夫妻之爱、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以及父

母对子女的爱。三种亲属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种最不平等的友爱形式，但其核心特质却与德性

友爱最为相近。对于父母而言，子女由自己生出，其身体发肤皆来自于自己身体之一部分，是自己生命

的另类延续，可以被视为是另一个自我。同时，父母与子女长期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长期共同生活

培养出来的熟悉感也进一步增强了父母的这种信念。由此，父母爱子女，更多将其视为另一个自我来爱，

这是一种另类的自爱。但同时，这种自爱实质上却是一种对他人的关爱。在此基础上，以亲属关系为模

板，德性友爱思想自然展现出一种鲜明的利他性色彩。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要求德性友爱必须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之上，这种要求也体现了其思想内

里隐含的利他性色彩。所谓“相似”，主要指涉的是朋友双方特别是在道德德性上的相似性。反例如基

于快乐和基于有用的友爱关系，其中尽管朋友双方都以快乐或利益作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但彼此之间可

能在性格、能力、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因而朋友间并不“相似”。而相反，德性友爱中朋友双方都

是“好人”，朋友间以追求德性作为共同目标，同时彼此也都兼具较为完备的各种德性，因而双方是“相

似”的。进一步，人爱同类，“好人”亦然。建立在德性方面的相似基础之上，“好人”彼此之间看到

了共同的相似之处，其见朋友正如见另一个自我，从而将朋友作为另一个自我来爱。由此，经历这样的

一个逻辑转化之后，“好人”的自爱被转化为了对他者的爱，并最终显现出了利他性因素。 

3.3. 爱他：自爱的逻辑必然 

亚里士多德以“好人”的自爱作为其德性友爱思想的核心特质与思想构建的逻辑起点，但其结果却

是这一思想中被注入了大量的利他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利他性因素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特意去建构的，

相反它是“好人”自爱逻辑推衍的必然结果。这一逻辑有两大基本层面： 
第一个层面，分享、慷慨是“好人”的欲求，是一种德性，德性友爱是“好人”追寻这一德性的有

效途径。“好人”拥有较完备的各种德性，他在道德德性方面是几近圆满、自足，因而依靠其自身的道

德修养，按理他自己就能独自去追寻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一个孤独的人难以被称之为幸福的人。人

本性上存在向他人分享的需要：“他拥有那些本身即善的事物，与朋友和公道的人共享这些事物显然比

与陌生人和碰巧遇到的人共享更好。所以幸福的人需要朋友”[1] (p. 278)。换而言之，通过爱朋友，“好

人”实现了自我分享，这补全了其追求幸福生活所需的关键一环。 
第二个层面，“好人”的朋友是自我德性的影射，爱朋友即爱自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内

在的道德德性是一个人灵魂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与亚里士多德对自我的看法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自

我看作一个理性的存在物，而不是看作自我中心的快乐、钱财或荣誉的追求者，并辨别出以此种正确观

念为基础的适当自爱，我们就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内在价值的承载者”[6]。而在德性友爱中，朋友之所

以能被“好人”视为另一个自我，正是在于朋友身上展现了“好人”自己身上所具备的内在价值，朋友

可以作为“好人”影射自身内在品质的镜子。进一步地，“对于爱欲来说，观看的快乐是它的起点”[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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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好人”通过观看朋友，从朋友身上看到了自身内在价值的优越性，获得了一种来源于自我满足

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高质量的快乐，最终可以服务于“好人”对于自身圆满、幸福生活的追寻。由

此，在这个意义上，“好人”爱朋友实则是爱其自己。 

4. 德性友爱思想的时代价值 

友爱是联结社会的重要桥梁，是维护社会团结、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德性友爱，作为亚里士多德眼

中最完善的友爱形式，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元素，对于指导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4.1. 自我完善当以追求德性为最终目标 

自我完善应当以什么为最终目标——这对于那些矢志于追寻自己生命的最终价值、意义的人而言始

终是一个难明的难题。在这些人眼中，人生的意义或许在于寻求快乐，或许在于寻求利益、金钱，甚至

亦或者本就是虚无。他们认为这些意义是永恒而亘古不变的，是所谓的真理。 
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显然不是如此。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生命的目的在于寻

求那些“属人之善”[1] (p. 6)，即德性。只有通过追求这些善，人最终才能过上一种真正圆满、美好的幸

福生活。而其次，德性是更为持久的善事物，更应该值得追求。无论是快乐，还是利益，它们固然可贵，

但本质上是短暂的、易消散的，相反，人的生命应当去追求那些存在时间更为长久的事物。最后，德性

是一种目的善，本身就是更为高贵而更值得欲求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目的善和作为工具的善两种类型

的善[1] (pp. 17-18)，目的善如德性因其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而更为高贵。反之，如快乐、利益、金钱等

作为工具的善是服务于对目的善的追求的，因此对其的追寻应当让位于对后者的追寻。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对个人自我完善的启示在于，人应当去追寻那些更为宝贵的目的善，即德性。

如此，人的生命才能变得更有意义。 

4.2. 自爱与爱他内在和谐 

关于自爱与爱他之间的关系，一个错误观点认为，爱他人同爱自己是互相矛盾的，爱他人则不可爱

自己，反之亦然。这种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爱他人与爱自己被分化为两种追求不同人生目标的行为

方式。爱他人被认为追求的是奉献社会，是牺牲自己、燃烧自己的行为，与爱自己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与

冲突。 
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是：爱他人与爱自己并不矛盾，二者内在和谐，甚至爱他人是爱自

己的逻辑必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灵魂高尚的人应当是一个“好人”，其以追求德性与圆满、和

谐的幸福生活为人生目标。而这离不开“好人”的分享行为与其不断对自我满足快乐的获取。换而言之，

人的分享与自我满足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更高层次需求，是人脱离低级趣味之后的自然需

求，因此在自爱与爱他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 

4.3. 爱他是自我完善的重要实现方式 

当今社会中，在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人们为求自我完善而采取了各种行为：以物质享

受为目标，部分人在商品拜物教的指引下在商品世界中放纵自己，甘愿做商品的奴隶；以安逸为目标，

部分人拒绝努力，选择“摆烂”、“躺平”；以金钱、地位为目标，部分人选择汲汲于功名利禄，并自

私自利。事实上，这些行为皆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了个体与他人、社会之间存在的内在和谐性因素。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爱是自我完善的重要实现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另外的人生选择。在他看来，人

的自爱与爱他人并不冲突，而且一个“好人”自爱往往能产生正外部性效应，可以对朋友产生积极的影

响。这种出于自爱的人生道路选择，对于自己、朋友都是有意义的，是更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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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的价值终将要在社会中实现，亚里士多德指出了自爱与爱他之间的逻辑自洽性，为个

体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这是其德性友爱思想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5. 结语 

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友爱关系充当着社会中的润滑剂，是维系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关键链条。友爱关

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私人领域，相反它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必要基石。亚里士多德所设想之德性友爱以德

性作为构建友爱关系的基础，以自爱为基本动力，成功将“好人”的自爱行为转化为了对朋友的爱。这

种自爱与爱他之间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对于当今时代重构社会的友爱形式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好人”的数量是稀少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思想理论色彩相当浓厚。

但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尽管德性友爱对于常人而言是难以企及的，但对其的追

寻至少可以增加社会中善、德性的“浓度”。聚沙成塔，德性友爱思想真正的时代意义在于，其建构了

一种最完善的友爱形式，可以为无数个体的友爱关系构建提供指引，从而最终促进社会的良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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