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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望舒在1942年抗战期间的一首诗中写到：“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
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那是一个战火不断蹂躏大地的时代。
诗人向往着明亮的一角，渴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

　　而今崛起中的中国，我们依然需要关注中国忧伤的角落，不论这样的角落有多少，也许是少数人
，还在社会的角落苦苦的挣扎；也许是少数人，还在不断突破道德的底线。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还挣扎在悲惨的生活境况，就应当足以使我们不安了。
同样，也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绝望、或贪婪、或愤怒、或完全的麻木中犯罪，也就足以使社会不宁了。

　　如果其他的人不关心、不援手，悲惨将会加重、会蔓延；同样，如果我们不制止、不反省，罪恶
也将会加重、会蔓延。

　　因此，我们需要勇气直面中国的忧伤，需要反省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疼，在分析批评社会中
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
德的中国人。

　　本书也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尝试，是对中国社会底线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全书分成三辑，第一辑“生生死死”，通过对20多个案例的评析，主要是观察和反省国人的生存状态
和道德状况，尤其是那些相当绝望的人们，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的生存和道德状况，也包括我
们对一般的死亡的看法，我们对动物的态度。
第二辑“我们的底线”和第三辑“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更多是建设性的反思，主要思考我们的道
德底线应当放在哪里？
我们自身的努力方向在那里？
为什么也要特别关注制度和政府，我们对政府可以有何种期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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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伦理是我的冰山一角———《经济观察报》访谈
　《观察家》年会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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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很赞成这位社会学家的基本判断，即认为这“荒唐”又有不荒唐处，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
给我们亮起了红色预警。
有些领域的底线失守的确已对社会基础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失守既与民族精神的根本断裂有
关，又尤其与不择手段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有关。
正因为此，才更见证出申明一种客观普遍的底线伦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分析：为什么许多人还是会觉得这些禁令“荒唐”？
原因大概就在于这些禁令所涉及的已经不是行业的底线，而是每一个公民的底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
底线，甚至是每一个人“人之为人”的底线。
它们也不仅是道德的底线，更是法律的底线。
诸如不能奸污猥亵，不能酒后驾车等，这些不仅对某一行业的人，对所有人、所有公民都应该是不言
而喻的，违反者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为各个行业的道德守则，是应当在这基础之上的，再根据各个行业的特殊情况，提出比这更具
体、更积极、也可说是更高的要求。
比如官员岂止不能挪用公款，更应当履行职责，有所作为，安定和繁荣一方；教师岂止绝对不能猥亵
奸污少女，还应当教书育人、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如此看来，像将“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写入教师守则，虽然教育界确有败类，但对绝大多数教师来说
却是很不尊重的。
而以上这些情况还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厘清“道德底线”的概念，并发展一种“底线伦理”的理论，
以确立社会生活的可靠屏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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