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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责任，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概念

在中国，责任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概念。中国最古老的书籍《尚书》中就有“乃能责命

于天”、1“是有丕子之责于天”，2其中的“责”含义与今日所说的“责任”基本一致。战国时期的思

想家孟子曾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

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3这里表达的一种政治原则是，在朝

廷中担任谏议责任的官员，如果其主张不能被接受，就应该辞去其官职，而不留恋职位而

附庸不合自己信念的统治。汉代的董仲舒在解释《春秋》时，赞同史书责备贤者：“今赵盾贤，

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

自省悟以反道……《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4这里的“责”，兼有

责备和责任双重涵义，其意思与英文中的“keep somebody responsible”一致。唐朝的韩愈

曾论古代三公的责任，说：“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异常，则责之司马；

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

贼，下怨其上，则责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辩，明其隐，此三公之任也。《诗》

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称职也”。5这里的“责”，与《春

1 《尚书·西伯戡黎》。
2 《尚书·金滕》。
3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4 《春秋繁露》卷1。
5 《韩诗外传》卷8。



秋繁露》中的“责”基本一致，同时更强调责与职的对应关系，表达了人的位置（position）

与责任对应的观点。宋代的苏轼解释《周易》中的卦象“明夷”时说：“夫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

救则救之……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1这里的

“责”就与今天汉语中的“责任”完全相同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责”

的概念，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这一用法在后来变通成为更流行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除此以外，“责”在古代汉语中与“债”通假，可知从语言学角度看，政

治和社会伦理中的责任概念与法理中的责任概念是交叉的，因而“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概

念。

在现代中国，关于责任的文化记忆从来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要素，但是，关于哪些人对

哪些事物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各种责任关系之间是何种秩序，乃至作为一般伦理概念的责

任之终极意义上的元点等等，却由于长时间中社会关系状况和思想价值观念的频繁变动而

模糊不清。近年以来，随着开放、发展，关于责任的思考逐渐在中国思想界的多重领域展开，

展现出中国社会对责任意识的强烈诉求和中国思想界探索的一个新的向度。本文拟对近年关

于责任的严肃言论做大致的分类，尽量分析其思想纹理，进而就关于责任作为一种普遍价

值的现实意义提出一些看法。

2，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伦理中的责任概念

    近年以来，中国政府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建设目标，促进了关于伦理和责任问题的

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是近年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话题的提

出主要基于两种社会需求和思想路线。其一是从企业发展角度提出的一种策略，即从企业获

取利益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实现根本利益的方法。其二是从法制建设的角度，

1 《东坡易传》卷 4。
2 《日知录》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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