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2020年的11月份见证了两份重要文件的精心完成与发表，这便是圣方济各经济

的年轻参与者的《最终声明》（2020）和澳门圣若瑟大学-澳门利氏学社研讨会的与

会者撰写的《澳门宣言》（2020）。这两个研究小组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趋向于达成

共识，最有意义的是，他们在方法论上趋向于达成共识：不是改造或彻底革新当前经

济体系，而是必须将其转型。转型意味着不破坏和改变所有原则，也不全盘接受，而

是针对现状查漏补缺。究竟缺什么呢？圣方济各经济和《澳门宣言》的理解都是，重

新将经济考虑为朝美德和共同利益方向发展的实践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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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教导说，

幸福生活就是依照美德而度过的生活；

美德是有卓越表现的人性特征（安纳斯

［Ann a s ]），199 3，20 0 6；努斯鲍姆

［Nussbaum］，2001］。美德的希腊语是

aretè (ἀρετή)，与贵族这个词的词根相同，

意为最佳者的统治。然而，德性的生活不是

简单地像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幸福”

（eudaimonia）之义和当代“幸福”（源自

于“发生”）一词所包含的内涵那样，是

“发生”而来的。美德是一种习惯，必须通

过不断练习和实践来培养。习惯的拉丁文是

habitus，来源于希腊文héxis，是指通过持

续和有意识的行动养成的一种性格，所以美

德并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品味或欲望：美德

是表现出我们天性优秀的一些特征。这一

观点与主导经济学理论的效用函数理论（以

及其隐含的幸福即效用的观点）相去甚远。

一旦得到开发，美德就能帮助个人通过将其

带入幸福状态的行动来行善。关心他人（如

家庭、朋友）和社会共同利益（如政治、经

济）的重要性也因此显现；从美德伦理的角

度来看，关怀个人与关怀社会是同一枚硬币

的两面。

除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外，隐含的意思

是，除康德伦理学以外，今天的经济学还必

须处理“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这样一

个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问，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宗教、社会是否有一个

关于人性之优越或普遍人性的共同概念。亚

里士多德说过，“幸福”（eudaimonia）是

由不同的成分组成的，科学，包括伦理学，

无法用数学的精确度来处理“幸福”问题。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仍然赞同精确的人性

概念；他认为我们都是有ergon（潜能）的，

我们应该培养这些潜能以获得幸福。如果有

人不认同他们的潜能，怎么办？我们应该把

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排除在社会之外吗？

为了在国民中推广美德伦理，社会

（包括教育、机构、政治）必须以促进美德

实践的方式来构建。美德伦理并非偶然地主

要出现在古代城邦的严格边界内。认为我们

的多元社会可以在共享美德伦理的基础上重

建，这样是否现实？我们如何设计政策，以

平衡那些支持道德美德的人和那些支持其他

观点的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幸福取

代效用成为最大化的目标，我们该如何对待

那些持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我们

应该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社会和市场的设计

之外吗？这些都是需要长时间才能解答的难

题。本文中，我会草拟出概述一个答案，在

我看来，此答案是尽可能对《澳门宣言》和

圣方济各经济的综合。

《澳门宣言》中关于共同利益的理

念与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的

《完美喜乐》（Perfecta Laetitia）之间存

在着一种联系：无偿性。圣方济各经济的科

学总监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

注意到《圣经》传达的一种古老智慧：我们

孩子的幸福比我们的幸福更重要（布鲁尼等

人，2021）。我们现在谈及可持续性和我们

对后代的责任时，都表达了这个概念。无偿

性引导我们促进他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和环

境利益，它与我们自己的幸福和繁荣绝对密

不可分。对我而言，无偿性正是改变当前经

济体系所需的元素。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无偿性恢复为当

前经济学争论的中心。由于它与市场关系的

工具逻辑截然相反，因此在经济学中几乎没

有存在的空间。我们不应该害怕想象一种建

立在无偿性基础上的经济，这种无偿性并不

必然可以归结为自我牺牲或利他主义。相

反，无偿性可以包含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互

动而活跃的市场关系［布鲁尼（Bruni）和萨

格登（Sugden），2008］。我们还应该认识

到并强调，从企业到市场，从家庭到社会团

体，无偿性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了多么

巨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是会同意这种推理的。他

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尼各马可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2019），是用来

纪念他儿子尼各马可（Nicomachus）的。对

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就像是父亲忠告儿

子如何过上美好生活。此外，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美德与幸福之间存在着神秘而美丽的

悖论：如果你想凭借美德通往幸福，那将无

法实现；但是，如果你把美德作为目的本身

来培养，不通过它们来实现其他目的，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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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幸福（尼各马可，2001年）。这种将

美德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态度——类似于将

他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想法——与无偿性

密切相关。无偿性是我们反思和生活的无声

主角。它的美丽之处也许就源自沉默，但我

相信，我们，像圣方济各经济大使一样，应

该更经常地谈论无偿性，因为我们可以真

正，也就是说，一起做到这一点。圣方济各

经济与我们澳门利氏学社的同事一起，可以

而且应该为21世纪构想一种美德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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