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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的构成与道德功能
谭光辉　韩冰莹

　　摘要：羞、耻、辱、愧是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情感，其内含的基础情感有交叉关系。愧感来源于自我评价，
辱感来源于他人评价，耻感是愧感和辱感的综合，羞感是对被叙述为耻的恐惧感。羞感与耻感的区别是：面对积极

的或不确定的评价只能产生羞感而不是耻感；耻感中的愧感和辱感清晰可感，而羞感不是；羞感多发生在童年时

期，而耻感多发生于成年时期；羞感有表情或身体反应而耻感没有；让人感觉耻可以作为惩罚手段而让人感觉羞则

不能。耻感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文化只有具备了有关耻感系统价值体系，才意味着它步

入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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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之父”布伦坦诺提出了“意向性”这一概念，用于描述意识现象的基本特征，他将情感作为意向性

体验总体中的一种，但他强调，情感在本质上是纯主观的。胡塞尔与布伦坦诺一样，也把情感限制在主观领

域，但他并未将情感与其他意识现象作区分，也未对情感进行过专门讨论。后来，现象学家舍勒则对情感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超越纯主观的界限来看待情感，认为大量情感具有客观性质，在此基础上，他对怨

恨、羞感、同情等一批情感进行了现象学分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其中，舍勒对“羞感”或“羞耻感”（ｓｈａｍｅ）
的分析相当精彩，他的讨论涉及身体羞感、精神羞感等相关情感之特征、区分、起源、功能等问题，也启发了众

多国内学者对其思想的分析和阐发。但在国内许多有关耻感的现象学讨论中，学者们常把“羞”、“愧”、“辱”、
“耻”统称为“羞耻”或“羞愧”等，而不注意这些概念的区分。比如对舍勒分析过的“ｓｈａｍｅ”，林克翻译为“羞
感”，张任之等学者皆沿用此译法①，而尚杰称之为“羞愧”②，卢盈华则称之为“羞耻”③。关于几个词之间的

细微差异，学界似乎并未辨识得特别清楚。又如姚育松认为：“中国道德观赖以为基础的‘羞恶之心’其实是

耻感，而耻感是羞感和罪感的双重迭加。”④这一观点本文亦不能完全同意。羞感与耻感的关系，需要进一步

仔细辨析和澄清。在汉语中，羞、耻、辱、愧意思确实非常接近。陈少明曾列了一个表，从行为关系、行为性

质、相关者和反应四个方面细致地对这四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区分⑤。本文认为，这个区分应进一步明确。本

文意在明确耻感的内涵感觉成分，厘清其与几种近似情感的联系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社会共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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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道德养成的功能与作用。
一　耻感的构成分析

舍勒在分析“ｓｈａｍ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ｓｈａｍｅ”（耻）和“ｓｈｙ”（羞）的意思都一并讨论了。舍勒所说的
“身体羞感”，在更大程度上是指的“ｓｈｙ”；而所说的“精神羞感”，则与“ｓｈａｍｅ”更为接近。例如，他在讨论身

体羞感的时候认为，“性羞感无疑最先引起羞涩现象的观察者的注意，并且在羞涩现象的发展中领先于更高

级的精神的羞涩感及其形式（如敬畏）”①。舍勒认为，身体羞感最初的起源就是性羞感。他认为，在较高级

动物身上，存在单纯的性本能和繁殖本能，还存在一些可选择因素，这些选择因素具有提高种类的倾向，而没

有这些因素仍然可能有性的结合，因而这些因素是附加的；而区分性本能与这些附加因素，是性羞感产生的

必要前提②。以此观之，他讨论的以性羞感为基础的身体羞感，比如关于穿衣服的羞感，大都是属于ｓｈｙ（羞）
的范畴，“羞感产生于较高的意识等级与较低的本能知觉的碰撞”③。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任何羞感都使血

液涌入头部———这是性冲动的特征，导致脸红。”④这就更符合下文对羞感特征的论述。舍勒在分析精神羞

感的时候则认为，“灵魂的羞涩与功名心、虚荣心和求荣欲———总之与其时旨在外界的关注和旨在尊重、爱、
声誉的一切追求相关”，而且“羞感作为身体感觉与厌恶和反感，作为心灵感觉与敬畏十分相似”⑤。所以，从
更严格的意义上来看，这两种感觉区别其实挺大，只不过在德语和英语中可能都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词来描

述，只好用“身体羞感”和“精神羞感”，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区别。可惜的是，舍勒这篇长文并未写完，对精神

羞感的分析没有完成。但从现存残篇的内容来看，他所讨论的精神羞感与自我意识、骄傲、虚荣心、谦虚、谦
卑、尊严等密切相关，而这些情感与愧感、辱感、耻感等关系更为紧密。舍勒面临的这一难题，在汉语中反而

很好解决。汉语不仅有舍勒所说的两种感觉的区分，而且区分得更加细腻。愧感、辱感、耻感、羞感四个词描

述了其中最重要的四种不同感觉。由于汉语这些词无法在英文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词语，因此下文讨论以中

国学者的理解为主。
先说愧感。愧感也叫惭愧、愧疚。在自己认可的人面前，认识到自己行为不当，否定自己的行为，进而否

定自己的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悔改意愿。洪成玉认为，惭和愧，都表示“因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或错误而感

到羞愧”⑥。愧是自指的、内省的。他人的看法、道德的规范等一切外在因素，可以是愧感形成的外部影响因

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人完全可能纯粹由自己发现某些错误而产生愧疚感。比如一个小孩子，失手摔坏餐

具，即使未被父母责骂，也可能会产生愧疚感。鲁迅的《风筝》也记录了这一情感的产生过程。小的时候，
“我”捣毁了弟弟偷偷做的一个风筝，认为这是没出息的孩子玩的玩具。到了中年，“我”才明白游戏是儿童最

正当的行为。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在弟弟小的时候对他进行了“精神的虐杀”，
“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⑦。“我”这个时候的情感状态，就是“愧”。“愧”只是自

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时的感知，可以没有他人评价的影响。当“我”想就此行为求得弟弟的宽恕

之时，弟弟早已将此事忘记，然而“我”仍然无法释怀，“我的心只得沉重着”⑧。愧感与悔感和罪感有很大的

相似性。如果在愧感发生的过程中，纠正自己当初错误的欲望过于强烈，就倾向于悔感。如果对自己错误的

认识过于强烈，则成罪感。愧感、悔感、罪感三者，在情感成分上，几乎相同，区别只是在于关注重点和程度不

一样。
再说辱感。辱感也可称为屈辱感。辱感与愧感方向正好相反。首先，辱感不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

是因他人的行为或评价造成的，或者是感知到他人的行为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造成自己对自己评价太低，
或者是感知到他人对自己评价太低而与自己的预期不符。辱感包含悲感，因为辱感包含对自己存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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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辱感也包含欲望，因为辱感导致人酝酿自强的行动和报复的行动。辱感不包含

恐惧感，而愧感包含恐惧感。恐惧感告诉人不要行动，愧感通过告诉人不要行动以避免再次犯错，而辱感并

不认为错在自己，因此认为没有停止行动的必要。辱感与愧感产生时面对的相关者也不同。如果我们感到

惭愧，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承认接受惭愧信息的人，是我们所认同的人；如果我们感到受辱，那么就相当于承认

了造成我屈辱感的人，是我们所不认同的人。我们真正认同的人，包括我们坚信爱我之人和对我们始终有恩

之人，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屈辱感。如果这类人给我们带来了屈辱的感觉，则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他们对我

始终有爱，或者对我始终有恩。舍勒认为灵魂的羞感与敬畏更为接近，正好可以给予这一现象很好的说明。
只要给我们带来了屈辱的感觉，就意味着我们对施动者产生了怨恨，或者产生了厌恶的情感。屈辱感产生之

时，人是被动的。比如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之所以感觉到受辱，一是因为侮辱韩信的恶少是站在韩信对立面

的，二是因为一帮恶少要用行动让韩信处于很低的地位，并给予韩信否定性的评价，而这显然与韩信对自己

的认知不符。若韩信真有屈辱感，那么恶少的行为和评价必定是他所不认同的，他必定是有悲感掺杂于屈辱

感之中的，而且一定是包含了自强的欲望乃至终有一日对之进行报复的想法。
辱感与愧感的区别，陈少明在列表中讲得还是比较清晰的。他认为，愧是主动的，辱是被动的；愧与失败

有关，辱与受害有关；愧的相关者是期待者或竞争者，辱的相关者是敌对者或亲近者；愧的反应是逃避和改

进，辱的反应是逃避、自强、报复①。总之，辱感和愧感的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愧感是对自我评价的认知，辱
感是对他人评价的认知；愧感没有反击的冲动，辱感有反击的冲动；愧感告诉我们停止，辱感告诉我们反击；
愧感显示了对他人的认可，辱感显示了对他人的反对。只有当人有了愧感，辱感才可能被体验。这是因为，
没有愧感的人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也就不可能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侮辱。辱感相当于对被

他人逼迫产生愧感的情感抵制。
然后再说耻感。耻感几乎可以看作辱感和愧感的综合。耻感相当于把辱感和愧感的各种情感义素综合

在一起，辱感和愧感都有的，耻感有；两者其中一个有的，耻感也有。从比较简单的角度看，耻感之中既有愧

感，也有辱感。本文这一看法，与陈少明的看法很不相同。陈少明认为，耻感与愧感在行为关系上一样，都是

主动的；行为性质是“罪过”，相当于是愧感程度的增加；相关者是亲近者或受害者，与辱感相近；情感反应是

逃避和改过，与愧感的“逃避或改进”也只是程度增加的问题。这样的话，耻与愧更接近，与辱相差甚远。本

文认为，耻感不仅与愧感很接近，与辱感也非常接近。
没有愧疚感，无法生成耻感。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羞耻之心与惭愧意识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人如果有

羞耻之心，也就是有惭愧意识”，“没有羞耻感，称无惭或无愧”，“佛教的羞耻观也就是其惭愧观”②。虽然佛

教中的羞耻和惭愧表达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却揭示了二者之间紧密的关联。如果一个人不惭愧，那么

他就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既然自己没有行为不当，那有什么可耻的呢？邵泽水等人认为：“我们常常

会对人说：惭愧！惭愧！这就是知耻。”③陈金海则这样解释：耻，原本写作“恥”，是个会意字，“原义主要是表

示一个人有闻过和行过而心生惭愧的情感状态”④。他的这个解释，相当于直接将耻解释成了惭愧。从直觉

层面看，耻感与惭愧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只不过当人感到耻的时候，他必然同时也感觉到了惭愧。但是，
当人感觉到惭愧的时候，却并不一定感觉到了耻。比如两个朋友比赛下棋，双方都觉得自己能赢，结果一方

失败。失败的一方可能会觉得惭愧，但他不太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可耻之事。如果他觉得输棋对自己而言是

耻，那么他必然是太瞧不上对手，认为输棋对自己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并且认为别的人（包括对手）一定是

给了自己一个极低的评价，输棋对自己而言就是一种侮辱。如果他仅仅感到自己受辱，也不是耻感，他还必

须同时承认自己的失败，有惭愧之意，才会觉得这是耻。
刘致丞比较系统地总结了“ｓｈａｍｅ”在英语语境中的含义。作为名词，“ｓｈａｍｅ”有四个意思：一是羞愧、羞

耻、耻辱、惭愧；二是羞耻心、羞耻感；三是不名誉；四是不足取之事物、引起羞耻之事物。因此，在英语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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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羞耻”与“羞愧”指的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综合各家对羞耻的描述之后，他得出西方文献对“羞耻”比较一

致的结论：“当个体以不光彩的方式做事，说到不幸的事或表现不光彩的、有缺陷的特征时，如果自己或他人

见证了此行为并消极地评价此个体，此个体就会产生羞愧之感。”①他这里所说的“羞愧”，指的正是“耻”。如

果“ｓｈａｍｅ”确实包含了这么多个意思，那么与中文对照起来，恐怕就更加不容易说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

也恰好说明，即使是在英语语境中，人们也很难把“愧感”从耻感中排除出去。从上文的观点来看，自己的消

极评价，属于愧感；他人的消极评价，属于辱感；自己和他人都消极评价，就是耻感。訾非说：“形成耻感，他人

对自己的消极看待，自己对自己的消极看待，两者缺一不可。”②

因此，没有辱感，也不会产生耻感。假设某人做了某事，仅仅自己认为做得不好或不光彩，但其他人都认

为他没有做得不光彩，他自己也想象不出别人会对他作出不光彩的评价，他怎么可能会产生耻的感觉呢？比

如《风筝》中的“我”，虽然“我”自己产生了消极评价而感到惭愧，但是中年的弟弟并没有对“我”进行消极评

价，“我”也没有产生其他人会对此行为进行消极评价的认识，“我”仅仅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自己不能宽恕

自己，因此“我”也就产生不了“耻”的感觉。
正是由于辱感来自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辱感也就在自己与他人的价值观之间建立了联系。耻感是

自己的评价与他人的评价达成了一致的负面性，这就意味着自己与他人的价值观念趋向一致，所以耻感的存

在就表明了个体对社会的融入，有助于人类形成共同价值观。耻与辱确实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人们说“耻”的
时候，常用词是“耻辱”，说“辱”的时候，常用词也可用“耻辱”。刘致丞还考证了“恥”和“耻”在古汉语中的本

义。对“恥”而言，“其一，被敌方捉去割耳后，又放回来的心情，即感受到耻辱的意思。其二，耳朵听到了来自

内心发出的声音。”对“耻”的解释也有两种：“一是‘敌方割去耳朵后就停止伤害了’，由此形成耻辱之义。二

是‘耳朵听到之后才停止（做）事。’”他认为，这表明“耻”暗示着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只有在其耳朵听到了来

自他人的提醒、批评或谴责之后，才随即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不恰当的行为。”③这种观点更多地被采用。从词

义构成来看，上述解释都是有道理的。如果“恥”或“耻”的本义确实与被敌人割去耳朵有关，而被割去耳朵确

实是侮辱人的做法，那么耻的本义就已经包含了“辱”的内涵。如果它同时表示了“耳朵听到了来自内心发出

的声音”，则证明了耻感确实包含了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包含了“愧”的内涵，毕竟被敌人抓去割掉耳朵，显示

了自己的无能，自己承认了这种无能。让人感到耻的方式，就是既要让他自己感到自尊受挫，又要让大家都

承认他的自尊受挫。产生耻感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如果解释为“敌方割去耳朵后就停止伤害了”，意思比较

牵强，但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意义：要让人感到耻，就要保留他的性命，他才有时间和机会去体验“耻”的感觉。
这就说明自我评价对耻感的生成是不可少的。如果解释为“耳朵听到之后才停止（做）事”，则说明耻感包含

了愧感，因为愧感就是要告诉自己不要再继续做错误的事情。以上解释之所以都可以被理解，原因正是耻感

本身就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涵，要感觉到耻，自己体验到的“愧”必不可少，自己感受到“辱”也必不可少，大家

都一致承认自己受辱也必不可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说文解字》把“恥”解释为“辱也”，
把“辱”解释为“恥也”④。在《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中，基本上都是将“恥”与“辱”互相解释，将“惭”和

“愧”互相解释。“愧”本写作“媿”，从女，鬼声。而“愧”是异体字，《说文解字》说“愧或从恥省”⑤，即“愧”后来

采用由“恥”省略了“耳”的“心”作为偏旁，说明“愧”有“恥”的义素，二者的意义有交叉。
李索通过古字义分析发现，在《左传》这部文献中，表示愧耻义的词一共有１０个，分别是愧、惭、病、辱、

耻、羞、诟（訽）、垢、靳、忝，而这些字分布在三个义位上：愧义位（愧、惭１、病１），辱义位（辱１、耻２、诟１〈訽〉、垢、
忝），耻义位（辱２、耻１、羞、惭２、诟２、垢、病２、靳）⑥。这个研究有两点发现很重要：第一，有充分证据显示愧、
辱、耻三者分属三个不同的义位；第二，耻和辱可以分别处于两个义位之上，意义有交叉现象。通过上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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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耻”有很复杂的内涵，它同时包含了“辱”和“愧”的感受，而且因综合而生成了与“辱”和“愧”均不相同

的感受。
从舍勒对“ｓｈａｍｅ”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不论是身体羞感还是精神羞感，都包含有上述几种不同的情

感类型。只不过，身体羞感在很大程度上与下文所说的羞（ｓｈｙ）更多重合，而精神羞感则与“耻”有更多的类

似之处。
二　耻感与羞感的关系

到底什么是羞恶之心，现在很多学者都直接解释为“羞耻心”。比如上文提到过的，姚育松认为羞恶之心

其实就是耻感，耻感就是羞感和罪感的双重迭加。倪梁康则是如此解释的：“对自己的不当的惭愧就是‘羞’，
对别人的不当的愤慨就是‘恶’。”①在英语中，由于“羞感”和“耻感”都可使用同一个词“ｓｈａｍｅ”，所以“羞恶之

心”就经常被简单地等同于“ｓｈａｍｅ”。朱光潜也是这样看的，他认为羞恶之心就是耻，耻是道德情操的基

础②。对“羞恶之心”含义的看法，大多来自朱熹的注。朱熹说：“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③朱

熹实际上是把“羞恶”解释成了两种情感，“羞”就是“耻”，“恶”就是“憎”。可惜一般解释都只说“羞”而不说
“恶”。可以明确的是，很长时期以来，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大都认为羞就是耻，在意义上只有程度的不同，
用法上有一定的差异④。

从日常经验常识中，我们可以很鲜明地感觉到羞与耻是不同的感觉。在现代汉语中，羞相当于英语中的
“ｓｈｙ”，而“耻”相当于“ｓｈａｍｅ”。比如有些小孩子在见陌生人之前或之后都会感到很害羞，这时他们的感觉

绝不是耻感。他们之所以害羞，是因为不知道陌生人会如何评价自己而感到的一种轻微的害怕。所以，舍勒

认为“羞感与畏的关联甚少，与恐惧的关联则更多”⑤。又比如，对一件有害于国家和集体的事情，做与不做，
肯定不是由害羞不害羞的情感来决定的，而是由感到可耻还是不可耻的情感来决定的。先秦文献中有很多

关于“耻”的陈述，比如《论语》中就有“不耻下问”、“民免而无耻”等表述，耻的意义和用法都已经很成熟，而
“羞”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假借字。如果羞就是耻，那就没有必要再去专门假借一个“羞”字来表达已经有了

成熟的符号的意义。齐冲天发现，《尚书》、《左传》等文献中已经有用“羞”来表达害羞或耻辱这种情感意义的

例子，比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林雍羞为颜鸣右”⑥，《左传》僖公九年“以遗天子羞”⑦等。这说明，在春秋战

国时期，“羞”已经被借用来表示“耻”的意义。羞与耻之意义在何时分道扬镳，本文暂未考证出结果，但从现

代汉语的实际运用来看，其意思差别已经很大。
谢劲松认为，“耻是自己的过错，辱是他人的过错，而羞则并不必然有过错发生”，“羞是羞者对自我的强

烈意识，意识到自我价值的受损和对当下极端的不适应”，“耻感则是耻者对自身极端的否定”，所以他认为，
“通常说羞耻时重在耻，是因耻而羞，由耻而羞，不是因羞而耻。有羞而不耻，无耻而不羞。羞不一定耻，但耻

一定羞”⑧。这些结论，本文都深表赞同。但是，由于羞感与耻感发生机制的不同，还可以作进一步细化分

析。通过系统比较，我们会发现羞感和耻感有如下区别。
首先，如果我们有可能面对一个积极的或不确定的评价，只可能产生羞感而不可能产生耻感。比如舍勒

曾经举过的穿衣服的例子，他认为：“人穿衣是因为他害羞，而且首先以他身体的那些部分为羞耻。”⑨从这个

表述来看，他认为先是因为人有性的羞耻感，所以才会因为性器官的暴露而感到羞耻。细究则会发现，羞感

与耻感有很强的关联性，但亦有区别，先有耻感，后有羞感，因为性器官暴露是耻，所以不穿衣服会感到害羞。
但当他感到害羞的时候，因暴露而来的耻并未发生。另一方面，人不仅会因为不穿衣服感到害羞，也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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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穿着比别人好，或太与众不同而害羞。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有的人会因为受到表扬而害羞，有的人会在

异性面前害羞，有的人会在人多的场合害羞。这些不能确定为面对消极评价的感情，都不可能是耻感。耻感

面对的评价是确定为负面的；羞感面对的评价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不确定的。
其次，耻感之中，愧感和辱感都是清晰可感的，而羞感之中愧感和辱感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甚至难于被

感觉到。比如在陌生人面前说话感到害羞的人，他还没有开始说话就开始感到害羞。他感到害羞的是说话

这件事，既然尚未开口，也就不存在愧感；既然他人尚未对自己的发言进行任何评价，也不存在辱感。之所以

害羞，是因为他担心自己说得不好而生愧感，担心别人嘲笑而生辱感，这两种感觉都尚未实际发生，而是他的

一种预判。虽然人必须在懂得惭愧和受辱之后才会有羞感，但是羞感之中这两种情感并不明显。
再次，羞感更多发生在童年时期，而耻感更多发生在成年时期。吉莉恩·巴特勒（Ｇｉｌｌｉａｎ　Ｂｕｔｌｅｒ）发现，

害羞普遍发生在童年时代这一现象，“出现在所有文化中，而且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能防止它发生的方法，也没

有任何防止它的必要”，她认为这很可能是进化造成的结果。儿童在幼年时的害羞主要是对陌生人表现出的

警觉性，而成人的害羞主要表现为禁止或过度担忧他人的评价，而且更容易发生在那些较难摆脱“警觉性”害
羞的人群身上①。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无法确定害羞发生的原理与规律，也无法确定童年的“警觉性”害羞

与成人的焦虑性害羞是不是始终并在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害羞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最后，羞感一般都有很明显的表情和身体反应，而耻感则深藏于内心，不一定有表情和身体反应。害羞

的情感是很容易被别人发现的，人在害羞时几乎都会脸红心跳，眉毛上扬，眼睛微闭下弯，嘴巴微张上扬，所
以画家容易抓住特征制作害羞的表情包。但是，一个人是否感到耻辱，极其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甚至可以

没有表情和身体反应，所以至今找不到表现耻感的表情包。林升栋等人对中西表情包符号进行了仔细的研

究，列举了众多表情包，其中有害羞的表情包，但翻遍全文也找不到“耻感”的表情包②。就是说，害羞的情感

可以被观察，而耻辱的情感只能被体会。
羞感显得比较感性，而耻感显得比较理性。在儿童身上，由于他们理性思维能力不如成人强，或者说人

们不相信儿童有成熟的理性，再加上儿童的害羞常有表情特征，所以我们更容易相信儿童的害羞不一定包含

耻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令儿童害羞的原因，去判断是否有令他感到耻的成分。对成人而言，他感到

羞耻的时候，不一定有身体上的表现。他可能因耻而感到心痛、难过、自责、羞愧，但这些感觉不一定有表情

和身体上的表现。这时，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感到耻，一般只能通过如下渠道来判断：一是根据该人的价值观

念与他自身行为的关系来进行逻辑判断；二是根据他之后是否继续实行该行为来判断；三是根据他们的自述

来判断。也有些成人，在经历耻感的时候，脸上可能也会有羞愧的表情，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将其称为“羞耻

感”，而不是仅仅说“耻感”。杨国荣认为，耻感与内疚感等，都是“以自我评价、自我判断的形式出现”的道德

反省，“具有某种独语的性质”③。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这也很容易说明。符号学认为，只有意义不在场

才需要符号④。所以，没有提醒人记住害羞的符号，却又时刻提醒人要记住耻辱的符号，比如烙印⑤。实际

上，让人记住耻辱的刑法有很多，比如中国古代的墨刑、劓刑、宫刑，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耻辱刑，各类非

死刑的肉刑几乎都具有耻辱刑的功能，甚至死刑也分为几十种不同的执行方式，让其具有耻辱刑才有的功

能⑥。为了保证人们相信被罚者感到耻辱，似乎非得留下一些不可逆的身体改变才行，这就是清末法学家沈

家本所说的“明著其罪状，俾不齿于齐民，冀其畏威而知耻，悔过而迁善”⑦。羞感则大不一样，人们不把令其

害羞作为惩罚手段，人物是否害羞也不需要任何保证措施就可以直接观察。在漫画、动画片等体裁中，害羞

的符号可以用脸上夸张的红晕等表情来表示⑧，旨在告诉别人该人物内心的羞感；而脸上的烙印等耻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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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旨在告诉该人物自己要时刻记住耻辱，因为是否有耻感无法显现，烙印就相当于用辱感符号给耻感一个外

在的保证和提醒。
因此，汉语中的羞感和耻感，属于同一情感家族中的不同情感。关于羞感的现象学解释，笔者在另文①

中作了详细说明，此文不再赘述。本文的建议是，汉语中的羞与耻，最好分开来谈，而不是笼统地称之为“羞
耻”。羞与耻的社会功能，虽然类似部分很多，但也不尽相同。羞感跟耻感有关，都与人类行为规范的形成有

密切关系，但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耻感而非羞感。
三　耻感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养成

上文所说的耻辱刑留下的耻辱符号，从外在形式看，是为了时刻唤起人的辱感，但它的真正社会作用，却
是让受罚之人时刻保持愧感，以免再触犯类似的社会禁令。然而，辱感是否总是能够唤醒愧感，从而避免过

错行为再次发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一般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增加行为人的耻辱感，犯罪标签跟古代耻辱刑的功能相当，对这种

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被称为“犯罪标签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具有增长犯

罪行为的效用，因为贴标签过程增加了人们确定自己为犯罪人的自我形象的可能性。”②这一传统的犯罪标

签理论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质疑：其一，有研究者认为该理论过分地强调了官方形式标签的重要性；其二，有
研究者发现有很多案件显示越轨者会积极地去追求这些标签；其三，有证据显示对那些抱有无罪自我形象的

社会守法成员而言，刑事审判的标签功能要比实际上的科处刑罚更为重要。但是，最近又有研究显示，青少

年犯罪显著地受到青少年犯罪人主观感受的影响，其中黑种美国青少年更可能被他们的父母贴上了“违规

者”的标签，这个研究又找到了支持传统标签理论的证据③。结果是，迄今为止，标签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给人贴上耻辱标签的做法，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于社会控制。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耻辱刑对越轨人行为的约束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不然也不会延续

数千年。江山河认为，标签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该理论源于思雷尔和坦纳鲍姆等人，到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才产生影响，原因是当时美国政府及司法机构有许多不公正、错误的事件被揭露，它们逐步失去社会及

学术界的信任，７０年代逐渐失去影响，８０年代之后，经修正的标签理论引起犯罪学界的注意，但其影响力仍

然不如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失范理论等④。换言之，耻感在某些时候不能起到约束行为的

作用，很可能是因为社会、权威机构与个人对耻感行为的评价认识不一致。当个人认为不应感到耻辱的行为

被权威机构宣布为应该感到耻辱的行为，并通过标签将其标注出来的时候，这时标签不但起不到约束行为的

作用，反而可能刺激产生更多的违规行为。因此，要让人产生真正的耻感，权威机构所代表的价值观与社会

及个人的价值观就必须达成一致。
如果给予耻辱符号的主体与被刻下耻辱符号的主体价值观不一致，耻辱符号非但起不到纠正行为的作

用，反而会加剧受辱者的仇恨意识，增大冲突的可能。比如原始人抓住敌人割去耳朵放回，确实可能暂时给

敌人带来耻感，但是要让他真正感到耻辱从而起到纠正他行为的作用却是不可能的，这反而会让该受辱之敌

的仇恨意识更为强烈。其中原因，大约就是双方认同的价值观不一致，敌对双方都以自己部落的价值为最高

价值。王佳鹏说，羞耻的“社会性根源在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同体价值与权力不平等，这两方面若平衡不

好，羞耻感则可能经由内在化的压抑、累积及递归机制和外向化的转化、转嫁及发泄机制而对自我、他人与社

会构成严重的伤害”⑤。因此，让人拥有耻感的前提是拥有共同价值观，耻感的作用是在一个价值共同体内

调节成员的行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⑥说的正是

这个意思。如果仅仅用肉刑等耻辱刑来规范人的行为，人民可以免于犯罪，却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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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德”和“礼”来培养人的共同价值观，那么人民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能自觉地守规矩，约束行为

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孔子看到了耻感背后的根本原因。
同样，通过观察一个人以什么为耻，也就可以看出他是否与自己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孔子又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①以恶衣恶食为耻的，价值观与我们就是不合的。“古者言之不

出，耻躬之不逮也。”②以言出不行为耻，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价值观，所以他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③

耻还有榜样作用：“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④左丘

明引以为耻的，孔子也引以为耻，就是想要说明，孔子以左丘明为学习的榜样。“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可谓士矣。”⑤是否有羞耻之心，是否不做自己认为羞耻之事，是成为“士”的一个基本条件。《论语》中

“耻”出现了１７次，全都与价值观认同有关。用共同耻感来培养共同价值观，从孔子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实践，
孟子甚至说没有“羞恶之心”的人连人都算不上。

在不需要共同价值观就可以运作的生物群体中，有没有耻感是无足轻重的。在需要共同价值观才可以

进行大规模运作的社会群体中，有无耻感显得至关重要。人类要完成大规模合作，就必须对哪些行为可耻达

成一个大致的共识，不然社会的秩序无法形成。非常有趣的是，如果社会太过重视耻感驱动，则更容易催生

暴力。詹姆斯·吉利根（Ｊａｍｅｓ　Ｇｉｌｌｉｇａｎ）认为存在两种伦理：一种是耻感伦理，一种是罪感伦理。两种伦理

分别塑造两种人格，前者是耻辱驱使型人格，后者是心怀愧疚型人格；前者更可能谋杀，也可能倾向于自杀，
后者自杀可能性低，但谋杀可能性更低。所以他认为：“耻辱驱使型政治价值体系催生致力于获取荣誉－耻

辱等级制度中优越地位的政党，催生把社会引向等级制度更明显、更不平等的耻感文化的方向的政党，这就

是暴力的一个因素”，而一个平等的意识形态，保护人免受耻辱，力尽所能，“保证大家都不会受辱、丢脸、降低

身份、被迫陷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或者阶层”，那就降低了暴力水平⑥。这或许可称为“耻感悖论”，耻感一方面

使社会价值结构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使社会形成等级秩序从而使暴力得以滋生。
吉利根的研究结论大约跟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的研究结论不无关系。本尼迪克特著名的研究

著作《菊与刀》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而美国文化是典型的罪

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

行”⑦。吉利根的研究似乎是想进一步用证据证明美国文化优于日本文化，而日本这种“耻感文化”又是以

“忠”、“孝”、“情义”、“仁”和“节”为基本元素的，所以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最终

无非是想证明美国文化优于东方儒家文化。但是，本尼迪克特的结论是很成问题的。她认为，“一个人感到

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

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

而确实得到解脱”⑧。她的这个结论，没有根据，主观偏见成分太强。张任之写了长文对此加以批判，他认

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已被谈论的‘内在化羞感’以及在先秦儒家被重视的‘羞恶之心’，在根本上都并非本尼

迪克特等人所谓的诉诸外部的习俗伦常的‘外在化羞感’，因而植基于这种‘内在化羞感’之上的羞感伦理也

不必被视为‘他律的’。”⑨张任之此处讨论的“羞感”，沿用了“ｓｈａｍｅ”的内涵，因此实际上讨论的是耻感，强调

了耻感的内在化、自律化特征，因而深刻地指出了本尼迪克特的偏颇之处。
无论是耻感还是罪感，从情感构成成分上看并无太大区别。从上文分析可以得知，罪感属于愧感，而耻

感中也包含愧感。二者的区别在于，耻感比罪感多了辱感的成分，也就是多了关于他人评价的成分，不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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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说“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而是应该说“羞耻不仅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也是对自己评价的反应”。
所以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真正有羞耻

感的人，根本就不是必然需要外部强制力来约束行为，而是要让羞耻感变成内部约束力，不然，为何孔子提倡

将“有耻且格”作为最佳的社会状态呢？正如樊浩所说的：“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

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的精神力量。”①所以，无论是耻感还是罪感，都受到内在价值观念的约束。进一步说，即使是罪感，也并非不

需要别人的批评。若无别人的批评，个体如何知道哪些行为是应该有罪恶感，哪些行为不应该有罪恶感呢？

因此，耻感与罪感一样，都是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情感保障。刘致丞认为，耻感“清楚表明了人与社会

的关系，个人知耻与社会风尚紧密相关”②。在中国古代观念中，耻感在内心中对人的约束作用，绝不亚于西

方文化中的罪感。《诗经》道：“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③中国古人对没有耻辱感的人的憎恶，绝不亚于西

方人对没有罪恶感的人的憎恶程度。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④意思就是说，不知耻这

种耻，是最可耻的。“不知耻”是内心反应，而非他人评价。中国古人向来都重视内心道德价值观的修为，而
不仅仅是他人的评价。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耻感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只有当人类价值体系形

成之后，耻感才成为可能，所以有无耻感是一个人是否已经形成价值观的标志；另一方面，耻感对于价值观系

统的维护起着决定性作用。假若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不知道耻为何物，或者假若一个社会没有一些公认为耻

的行为标准，则该社会必然是混乱无序的。耻感的秩序，就是人类组织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重要保障。虽然古

人常将“羞”和“耻”并举，但“羞耻”一词的意义偏向于“耻”而非“羞”，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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