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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研究背景

《后宫甄嬛传》是 2012 年热播的一部“宫斗”电视连续剧，其跌宕起伏的情节，荡气

回肠的恋情，惊心动魄的权谋，与以往的“宫斗”剧并无明显区别。但它却受到人们，尤其

是女性的持续热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收视率。

随着《甄嬛传》的热播，剧中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谋权争宠等行为也备受争议。剧中

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谋权的深宫妇人，凝结了千百年来无数后宫

女子的缩影。有人认为原本清纯可爱的甄嬛最终成为一个攻心计的换女人，有人将宫斗类比

现代职场，认为通过《甄嬛传》，“有的妃子为什么成功，有的为什么失败，很多道理你都能

看明白，对于你现在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而人民日报在 9月 19的报道中对比

了《甄嬛传》与《大长今》，称后者价值观更为正确，引起新一轮的讨论，其中涉及道德困

境、伦理难题等诸多复杂因素。甄嬛融合了嫔妃、人臣、母亲、情人等等多重身份，使得复

仇、害敌、背叛等行为具有更加复杂的属性。当功利与正义同在时，正义是否还如此光鲜亮

丽？甄嬛的困境在于当复仇、功利、正义、利己、害敌、权谋政治、爱情、友情等相互粘连、

相互依附，无法用单一的道德伦理判断标准进行衡量和评价。甄嬛这一角色对于当代人们进

行道德和伦理抉择又有何种借鉴？面对文艺作品中经过夸大和渲染的伦理抉择，处在当下的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次课题研究聚焦《甄嬛传》中争议的几个焦点，如甄嬛的复仇、乱伦之恋、以恶制恶

等，旨在调查复旦大学学生对其中的伦理争议的态度和看法，为现实生活中面临类似伦理道

德选择困境的人们提供指导和借鉴，引发人们在伦理课题上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引发大家

对于文艺作品所倡导价值取向的讨论，引导同学们正确看待文艺作品的“虚”相较于现实生

活的“实”，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难题做出合乎现代道德准则的、更为理性的价值选择。

1.3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访谈

法。

要对《甄嬛传》中的伦理问题做出更为深刻地分析与解剖，必须首先打好的理论基础。

由此才能对文艺作品《甄嬛传》中所展示的伦理问题形成基本的认识，才能够探其本源，从

根本上为我们当代面临类似困境时提供一条合乎现代价值取向的出路。因此，小组成员决定

从伦理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入手，对伦理学这一领域有基础的了解和把握。

诚然，仅从书本、文献中获取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哈姆雷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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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是如此不同，要将课题研究的结果服务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我

们更要先了解现实当中的人们都有着怎样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如此方可“对症下药”，

为面临伦理困境身处迷茫之中的人们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因此，小组决定本次的

课题研究采取文献理论综述与实际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一方面，从理论入手探寻产

生伦理困境的根源；另一方面，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

的解决方案和借鉴，引发人们对于伦理道德的深层思考。

为丰富研究方法，改善研究的不足，弥补小组成员非专业领域研究的缺陷，在进行文献

研究和问卷调查的同时，还辅以访谈的方式。对于本次课题的访谈对象，小组将选择一位在

伦理学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并对本小组探究课题伦理学有见解的学科教授。如此可对本组提出

的伦理学课题做出更为专业的分析，并对小组所进行的探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议和指导。

希望通过与伦理学领域学者的深度访谈，小组能够对本课题研究的问题有更为深刻地认识和

理解，引发更多人的思考。

二、研究内容与结果

本次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果分为三个部分：理论综述、问卷分析、访谈内容。

2.1理论综述

2.1.1 人性理论

伦理学是离不开人性问题的，人性理论是伦理学的前提和基础。伦理学探讨的是道德人

性或道德生活中的人的本性。

人性的二重性。人的存在既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一方面，

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人存在的个体性是由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机体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任何人又都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

属人的存在。”人就把这种存在的二重性内在地具于一身。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性

的二重性。“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形成的自然基础，也是人的自然本性；“社会的存在”

说明人的社会本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也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这也是人性的二

重性，因为“需要即本性”。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个人的存在，人都有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即个人利益；作为社会的存在，人都有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即社会共同

利益。因此，人的需要或利益也表现出二重性，即个人利益的个体性和社会利益的整体性。

这样，人就有了一个如何处理他的利益或需要的个体性和整体性的关系问题。人的利益的个

体性使人的道德成为可能，利益的社会性使人的道德成为必要，所以道德需要成为人的本质

需要之一，因为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行为规则的总和，恰恰是在个人与整体、个

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和地方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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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性具有二重性，本质上有道德需要，就规定了人必须从他所处的

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出发，去满足自己的道德需要，追求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想人格。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实践和交往关系纳入了人的道德生活，确立起不同于以往的人性理

论，从而建构起不同于以往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以现实的人性为前提，判定了人应该以人

和社会的辩证统一，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以社会的主导道德价值体系为规导，来进行自己的

价值选择和行为评判。1

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这样一种人生观和伦理学说，它认为人们在对待人生，处理个人

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时，必然是把追求和满足个人的利益、快乐和幸福放在首位，因而

主张利己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标准。因此，利已主义把个人利益作为判断人的行为善恶与否

的根本价值尺度，正像爱尔维修所说的“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尺度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

定者，每一个个人相联系的正直，无非就是对这个个人有利的行为的习惯。

利己主义的历史与人类私有制的历史一样悠久，在西方，古希腊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

物的尺度”的命题和伯利克里“人是第一重要的”主张已包含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德谟克

利特、伊壁鸠鲁所主张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中，就提出了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主

要动因，社会生活要以利己的原则为基础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批判封建禁

欲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提出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口号，为利己主义

的合理化进行了呐喊。16 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是西方伦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人性

恶的理论的人，他认为人不但是自私的、利己的，而且现代文明人都必然是一个不择手段的

利己主义者。英国的霍布斯运用唯物主义感觉论论证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认为人的生理机能

决定人性必然趋利避苦，自爱自保。在生活中， 利己本性表现为人人追求个人的私利，决

不会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法国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继承发展了霍

布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的肉体的感受性决定人的行为都是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的。但霍尔

巴赫认为别人也与我自己一样，有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一个人，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

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霍布斯的赤裸裸的利

己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出

发，认为人的自我保存的机体活动决定人人都是利己的。与霍布斯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在承

认利己主义是人生的目的，行为的动机的同时，不否定对他人的爱，并不损害别人的幸福。

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家把利己主义发展为形形色色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以自我

作为衡量一切的社会标准和道德准则，利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的道

德原则。2

利己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目的只能是利己，而目的利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但却因其实

现手段不同而成为善或恶之道德价值的源泉。若以损人手段实现便是恶的源泉，若以利人或

利己手段实现便是善的源泉。于是利己主义便否定利他主义的“纯粹利他”而把“为己利他”

1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
2邬移生．利己主义的理论分析[D]．学术理论，2006 年第 5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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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纯利己”奉为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唯一原则。简言之，利己主义便是认为人

们行为目的只能利己，从而否定“无私利他”而把“为己利他”或“单纯利己”奉为评价人

们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唯一原则的伦理观。3

2.1.2 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家庭是最重

要的生产和消费的运作单位,这必然形成了国人社会生活的“家庭本位”、“家族至上”的特

点。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

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家庭和谐是以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家族群体利益来实现的。其

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

序的人际格局。家庭成员尊卑地位分明。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

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反过来说，封建等级政治统治的特点又强化了传

统家庭关系协调的政治化倾向。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价值观念一

元化，评价标准单一化，因此，家庭成员对家庭伦理的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4

2.1.3 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

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以德

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 “ 君父权威 ” 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

权统治 ，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

理政治，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连结是家国一体伦理政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纽带，没有血缘

关系在政治

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就没有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和权力安全运行的根

本保证 。血缘关系在政治有机体内部的流淌与脉动，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以

君主的意志为核心的有序运行。家国一体的根基即在于通过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全面

渗透 ，把政治关系网络变成以宗族、家族式管理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网络。和血缘关系参与

政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体系通过君、父权威的树立和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奠定了家

国一体伦理政治的专制基础。君即国君，一国之主；父即家长 ，一家之君。家庭之内，父

亲拥有绝对权威。这种父家长制度在中央政权体系的移植与建构形成了君父专制权威体制。

君以父的身分出现，民以子的身分出现，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大家庭 ，以家庭伦理维系秩序。

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有如父子关系。对“君”的崇敬由对“父”的崇敬引申和扩展而来，

3祁飞，张海南．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辨析[N]．长沙大学学报，2012 年 5月，第 26卷，第 3期．
4 汪怀君．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D]．2003 年 3月 10日．



应用伦理学课题实践报告 PTSS110005.05

7

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孝

经·广扬名》 ）。

此外，统治者“一元化”绝对权威的树立，另有植根于农业社会的深刻经济背景，即由

于战争对农业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和农业社会本身的资源有限性，导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

的中国传统社会本能地对战乱持有强烈的拒斥情结，进而高度推崇统一的中央集权管理模

式。而保证君主的一元化、绝对、统一领导必然要树立君主的权威地位。为此，宣传“君权

神授”，在意识形态上论证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的同时，统治者便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

入手，通过树立家庭内部父权制权威而树立君主在整个国家中的权威。这种家长制权威观念

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双向渗透、积极互动 ，使人从出生就沐浴家长制作风、奠定服从权威的

观念基础，从而有利于保证在未来社会生活领域自觉遵守、服从“一元 ”控制。既然在家

庭中要绝对服从一家之主，而血缘关系在政治领域的渗透已经实质地把整个国家演变为皇帝

家私，那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便理所当然地要服从君主这个最大的家长。

忠孝观念的维系必然导致政治体系中的国家本位。历史上，除皇帝以外，其他人都不允

许有个性存在。芸芸众生都是为国家、为别人活着，国家就是政治和人生的全部意义，而皇

帝就是国家的代表，是官民意义的规定者。政治的内涵仅限于国家，也就是限于皇帝。任何

政治活动都必须围绕国家、也就是围绕皇帝而展开，丝毫不允许体现出人在政治中的地位，

人只能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存在，及至皇帝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异化为政治工具，曾经为之奋力

追逐的统治世界的权力最终成为其画地为牢的人性枷锁，不能越雷池一步。5

2.1.4 爱情伦理

爱情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特有的、真挚的、高尚的感情，换言之，

爱情是一种男女双方在平等的条件下形成的彼此仰慕、互相爱悦、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

侣的最强烈、深沉、稳定、专一的感情。马克思认为，爱情应当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爱情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异性的欲求是以人的生理发育到性成熟为前提，

这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基础。但是，爱情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而非自然性。爱情的爱的力量

是在非性欲的爱的素养中培养出来的。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的社会关系，且是以一种

丰富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方式进行的。

而婚姻则是以爱情为缔结基础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封建时代的“买卖

婚姻”、“包办婚姻”显然是对人性的摧残，成为一种客观义务。这样的婚姻无从谈婚姻自由。

而在今天，婚姻自由是对婚姻当事人自主意识和个人意愿的尊重，这种尊重以男女平等为前

提。值得注意的是，婚姻自由不仅指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的自由。双方感情破裂而失去爱

情，有离婚的自由。6

在婚姻恋爱自由的当今，婚外性行为也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婚外性行为是违

5 柳俊杰．“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 第 6期．
6 陈金华．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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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性道德的，更是违反了《婚姻法》的。无论婚外性行为的原因时出于对痛苦婚姻的反

抗或是夫妻感情消失，这一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应通过法律渠道来解

决。

2.2问卷分析

2.2.1 问卷介绍

此次问卷调查的主题为复旦大学学生对《甄嬛传》相关伦理问题的看法与态度，其中包

括对甄嬛与十七爷的不伦之恋、甄嬛回宫复仇等问题的看法或评价，采用方式为问卷星网络

调查。调查主体为全体复旦大学本科生。整张问卷共包含 11道题，包括单选题、多选题。

问卷星网络问卷于 11月 20 日发放，至 12 月 1 日回收，共回收有效问卷 124 份（问卷内容

及具体回收结果详见附录）

2.2.2 局限性分析

a.问卷设计过程中的局限性。

问卷的设计较为繁琐复杂。本次问卷调查的主题为复旦大学学生对《甄嬛传》相关伦理

问题的看法与态度，而广泛的争议性又赋予了《甄嬛传》中伦理矛盾和冲突的多样性与复杂

性。因此考虑到课题研究覆盖面的广度和全面性，问卷设计过程中涉及元素较多，而由此得

出的结论也是多方面和分散的，对后期问卷的分析与数据整理也造成一定困难。

答案偏差。问卷的设计也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回答。比如在问卷设计过程中，选项过于狭

隘，没有最大范围考虑被调查者可能的答案。比如有的对甄嬛进入后宫后变得阴谋算计的看

法可能是多种的，而在问卷设计当中很可能某些选项被忽略和遗漏。

b.定性分析的局限性

由于我们调查的内容比较主观，因此对一些概念的定性分析存在局限。例如，每个同学

对《甄嬛传》的了解程度的不同，导致其做问卷过程中的差异。而且进入伦理学领域，人们

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加上对甄嬛角色的判定也是复杂性。

c.问卷回收过程中的局限性。

样本代表性问题。问卷回收率较低，样本数量难以保证，由此影响样本的代表性。每天

发放到复旦大学学生的学邮中的问卷邮件有时甚至多达 5~6 封，多数人没有耐心和精力填

写。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样本，调查结果就不能反映总体的实际状况，也就失去了其实际价

值。同时，调查结果也会因被调查者的年级、专业等差异而有很大不同。如大三、大四的学

生多更忙与学业几乎不参与问卷调查。且问卷的回答者可能存在专业、性别等不均衡的现象。

信息获取质量问题。本次问卷调查采用自填式互联网问卷调查，调查者难以了解被调查

者是认真填写还是随便敷衍，是自己填答还是请别人代劳；被调查者对问题不了解、对回答

方式不清楚，无法得到指导和说明。上述情况都会对调查者从问卷中获取的信息的质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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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影响。

2.2.3 数据分析

1) 对《甄嬛传》的了解程度：

分析：从回收的问卷数据，可知绝大多数同学都对《甄嬛传》都有较好的了解。《甄嬛传》

的火热程度也可见一斑，大家喜欢其的原因主要至出于其制作较为精良、情节引人入胜、人

物形象鲜活等。基于对甄嬛的伦理探讨的课题也会更有意义。

2) 对甄嬛与十七爷乱伦之恋的态度：

分析：从图表可以看出，对于甄嬛与十七爷的乱伦之恋，40%的同学表示支持，理由主要是

认为两人是真心相爱。超过 40%的同学认为外人无权决定两人的行为好坏。现代意义上的爱

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特有的、真挚的、高尚的感情，换言之，爱情是一种男女双方在平等的条

件下形成的彼此仰慕、互相爱悦、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深沉、稳定、专一

的感情。而忠诚和专一性则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婚外情是被看做不符合道德规范

而受到谴责的。甚至在封建社会，有将通奸的女性浸猪笼等残酷的处罚。而如今，社会不同

了，此类惨事绝不会再发生。但是婚外情作为一种违反社会性道德的行为，对甄嬛与十七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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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恋情又该做何评价呢？首先，甄嬛的行为是否不忠的行为？在封建社会，女性没有自由选

择伴侣的自由，甄嬛的“婚姻”是被强加给她的，最初是以性爱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夫妻之

爱。甄嬛的行为也是对这段“被强加的婚姻”的一种反抗，更是出于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根据问卷调查，多数人都对甄嬛与允礼的爱情持肯定态度。这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反映了社

会大众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体现了女性主体地位的改变。这新时代的人们敢于渴望和勇敢

追求爱情，这也是对冲破束缚、获得个人自由与人权的追求。

3) 单纯善良的甄嬛入宫后变得工于心计的原因是：

分析：多数人的答案都表明人在极端环境下人性会发生的异变的可能。“人之初，性本善。”

人生之初只是一张白纸，后天环境及其改变会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性格等。孟

母三迁是有其原因所在的。剧中的甄嬛由”好”变”坏”，跟后宫尔虞我诈的险恶环境是脱

不了关系的。一个人在进入一个环境之后往往倾向于同该环境下的人们保持一致，这是人的

社会属性，人不能孤立地存在于或是被排斥于其所处的环境。人进入一个新环境下，就面临

新的社会化的过程，这其中可能发生三种改变：滞后社会化、社会化以及过度社会化。显然，

滞后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都是不利于人的健康和谐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建立的。而甄嬛的变化

其实可以看做是在一个特殊的名为“后宫”的社会当中进行社会化的产物。在那样的环境下，

她如果仍然保持天真善良，显然会被这这个群体当中的人所淘汰。所以，甄嬛的变化或许也

是其能够在后宫当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当然，环境并不能决定一切，否则我们必将陷入

环境决定论的谬误当中。一个人的变化与其个人的遭遇、家庭的境遇、所处环境等多重因素

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全民面看待。

4) 如何看待甄嬛不择手段地复仇呢？如果你像甄嬛一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甚至迫害排挤，

你会作何选择？甄嬛的勾心斗角、以恶抗恶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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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于甄嬛的复仇，只有少数人认为是完全不可取的。而当自身面临甄嬛的相似处境时，

选择以牙还牙和选择坚守底线的人则是相当的，都在 40%以上。

首先分析甄嬛复仇这一行为。一方面，甄嬛是为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复仇。从人性的角

度来说，一个人遭受别人有意给予的痛苦或损害时，人们往往对这种痛苦或损害产生“恨”

如何看待甄嬛不择手段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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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并相应地产生一种有意给他人以痛苦和损害的心理反应，这就称之为复仇心。甄嬛

回宫后对皇后等人进行的报复便可理解为复仇心的表现和结果。当然，甄嬛的行为也不仅仅

只是为自己复仇那么简单。也包括为自己的友人、孩子、保全家族等。甄嬛的行为不完全是

为利己而害他。因此，甄嬛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人性使然。但是从手段上来讲，甄

嬛为了复仇采用了以恶制恶、以牙还牙的手段，这里牵涉到了目的善和手段恶之间的关系。

甄嬛的复仇一方面使得皇后等人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并且也保证了之后皇权的顺利交

接，从这一方面评价甄嬛复仇的结果是好的。但是，为了达到好的结果的手段却有好有坏。

自身为恶而结果为善、并且结果与自身的善恶相减的净余额是善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必要恶。

显然，必要恶的净余额是善，因而实质上仍然属于善的范畴。甄嬛的复仇报复的对象是曾经

残害许多人的皇后，因此甄嬛的手段可以称之为一种为达到好的结果而进行的必要恶。

当然，必要恶只是的善仅仅存在于结果，就其本身来说，它仍然是恶。因此，在复仇

过程中，仍然鼓励采用正当的手段。必要恶只是为别无选择的人们提供一种选择，且其目的

必然是达到对社会、他人都有利、至少是无害的结果。

5) 对利己主义的理解：

分析：本题主要考察大家对于利己主义的看法和态度，可见一半以上的人都对追求个人利益

持肯定态度，但是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选取存在一定分歧。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何之谓

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包括合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心理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将“为

己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准则。而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的行为目的只是为了自

我，主张“单纯利己”。而心理利己主义则主张一个人既可以自私利己也可以无私利他。显

然，合理利己主义显然符合人的社会本性，是合乎情理、理性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纯粹利

己地活着，如一个人要为老板工作才能拿到薪水从而养活自己。

6) 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观传播的态度：

对于利己主义的看法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
人的本能，没有道德与
不道德之分
人利己的目的无可厚非
，但其实现手段不同而
使其有善恶之分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
社会进步的动力，强者
存活是社会的一种优胜
劣汰机制
损害别人而达到利己目
的是不可取的，利己主
义应该建立在利己而不
损人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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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甄嬛传》热播的背后，也有人们对当今文艺作品的价值观提出了疑问。在对文艺作

品更为十分宽容的今天，我们确实应该对文艺创作者积极有为的热情与行动报以最真诚的敬

意。这也使得更多人对于当今文艺价值观缺失与迷失的“集体无意识”感到焦灼和不甘。当

然，这不是一个文艺家独立能够承担的难题，它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时代因素。必须勇敢

承认这一点，才能期望我们的文艺家能够在见识与才能的提升上更有后劲，才有理由对当代

中国之文艺报以乐观的期待。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有人看

了《喜洋洋与灰太狼》后学着剧中用平底锅砸伤了别人。因此文艺作品在保证其艺术价值的

同时，必须坚持必要的底线。

提倡文艺作品要坚持其价值观，并不是要文艺生产者们再生产出所谓的“样板戏”，尤

其在今天文艺创作的环境极为宽松，应该鼓励多种形式、主题的文艺作品“百花齐放”。且

随着我国的发展，人民素质已有了一定提高。面对文艺作品，人们较几十年以前已经有了较

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过度地回避当今社会的一些负面问题等同于将国民当做温室的花朵为

它阻挡了一切伤害，这样极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只不过，将一些人性的阴暗面、社会的不

公正事实暴露给观众的同时，也应该坚持底线，让观众们了解到，还是有希望，社会存在问

题但是不会停止发展。

2.3访谈内容

2.3.1 约访对象介绍

本次访谈的约访对象最终确定为复旦大学的陈金华老师。陈金华老师为复旦大学现任思

想政治教育教研室主任，是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课程负责人，著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

应用伦理学引论》一书。同时，陈金华老师作为本课程任课老师，对本小组的课题研究内容

有一定了解，对小组做出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能够提供更具实用性的建议和方案，对课题所涉

伦理学问题也有更为专业和更合乎现代道德准则的解析与指导。

对文艺作品价值取向的看法

文艺作品要弘扬正气
，传播正确价值观。
《甄嬛传》鼓励以恶
抗恶，败坏社会风气

文艺作品应该多样化
，如果所有的都弘扬
正义，太假太单调，
与社会脱节

相信观众自有判断与
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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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访谈内容记录：

小组提问：《甄嬛传》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有何借鉴意义？

陈金华老师答：《甄嬛传》是一部大型的宫廷争斗大戏，其中牵扯的任务、场景和事情也十

分复杂多样，对现实生活也有许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这一电视剧热播并得到好评的一个因

素。人们在观看《甄嬛传》的同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电视剧展现的宫廷生活中的人际

关系、爱恨情仇、矛盾纠结等引申到自己所处的实际社会生活环境当中，将自己现实生活中

面临的困境或迷茫类比剧中人物的遭遇，并以此为借鉴和参考为自己的问题寻找出路。许多

人将甄嬛谋权、复仇的行为类比现实生活职场中人们的争斗和竞争，认为它是古装版的《杜

拉拉升职记》。甚至许多人觉得自己身上似乎也有甄嬛的影子。

小组提问：人们对甄嬛重回后宫对皇后等人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争议颇多，面对别人的恶意

中伤，以德报怨还是以牙还牙？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该作何选择，以牙还牙是声张正义？

陈金华老师答：“一入后宫深似海”。宫廷生活中，大家都是以牙还牙、为争夺圣宠而拼的你

死我活。真正能做到以德报怨的不多，这样的人可想而知在险象环生的后宫中难以生存的。

即使放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对别人的坏手段以德报怨也并不多。许多人评价甄

嬛施行的复仇是“大快人心”，可见甄嬛的作为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况且古语就有“有仇

不报非君子”一说，现在许多武侠剧、宫廷剧也都以复仇为题材而且很受观众欢迎。复仇也

是自古就根植于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吧。并且，现代社会高强度的竞争压力也导致现代

人更加警觉或者精明一些。

当然，从后果上考量，以牙还牙可能会使其中的双方陷入无穷无尽的死循环。复仇是普遍的

心理，但是人若是永远生活在复仇当中，这个社会无法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复仇的人自身也

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幸福。

小组提问：好的结果和不好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如何权衡？

陈金华老师答：为了达到一个善的结果，却使用了恶的手段，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这时就

要观照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利害权衡——如果得出的结果是好的，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即

在操作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不好的、不光明的手段，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小组提问：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类似乎在“宣扬恶”、提倡“以恶制恶”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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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华老师答：要把文艺作品的艺术创造、展现技巧和它的思想内容以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

影响影响做一个社会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值得有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历史与现实、正面与反

面、善与恶的区别于联系。正因为这一对对事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往往感到

眩晕甚至被迷惑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待文艺作品，尤其要区分其“虚”与“实”。

三、总结与反思

3.1 课题总结

历时近两个月，从筛选课题的迷茫到形成初步的研究思路，从恶补理论短板到精心设计

问卷，从小组成员分头苦干到最终的汇总成文，我们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等

方法，完成了对《甄嬛传》相关伦理问题的信息收集、现象分析、理论阐释并希望形成一些

有建设性意义或参考价值的总体性认识。

人性的二重性使得道德成为必要。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关系及其行为规则的总和。越是

在涉及到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放下道德的标杆。《甄嬛传》中甄嬛“复仇”的手段

是不可取的，是不符合道德的，我们应该予以正确的认识，而不能因为出于对这一角色的喜

爱便予以全盘肯定的评价和界定，那样容易进入“泛道德主义”的谬误中去。

多角度审视对象。从另一方面看，甄嬛的复仇也并非真的完全没有道德的支撑，甚至在

广大观众心中甄嬛的行为使得一部分正义得以伸张。因此，我们在审视一个问题事也许要分

作不同的部分，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是肯定否定，还是反对支持。一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有不

同的伦理道德要求，甄嬛这一形象亦是如此。每一个真实的社会人更是如此。

从历史真实看宫廷剧，历史剧。《甄嬛传》毕竟是一部艺术作品，经过文学的想象夸张，

经过现代人的演绎，经过影视技术的渲染虚构，同历史的真实不甚相同。以史为鉴不等同于

以“剧”为鉴，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从戏中到生活中的借鉴迁移都要经过主体的理性选择

和判断，受到现代道德的考察和生活实践的检验。甄嬛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由人物所在的特殊

环境造成，同我们现代的生活环境，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状态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从

人性的永恒性得到一些启示，但不能借此直接指导生活实践，甚至僭越现代伦理道德。

从问卷具体数据来看，大部分被调查者的伦理标准、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是理性的，大

体上是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的，除了个别问题的选项较为平均，均易判断出总体倾向，且倾向

于较好的方面。也许关于《甄嬛传》更多地是引起人们的思考以及对某一方面行为选择的重

视，而非形成不同观点的割裂对峙和两难困境。

复仇是人性的真实展现，也是现价段人类的需要。《甄嬛传》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让我

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或许我们今天不能从真实生活中消除“以牙还牙”代之以“以德报怨”，

但“以德报怨”应该是人类道德的更高境界。不择手段复仇势必殃及无辜且发生无法控制的

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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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并不妨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我们从伦理道德角度的批判和讨论应该立足于现代

社会的真实存在，而不宜对艺术作品本身“上纲上线”。

3.2 反思与展望

虽然我们全体小组成员对本次课题探究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的确收获良多，但本次课

题探究的不足和局限还是无法回避的。由于时间仓促、相关学科基础不够、调查范围和调查

渠道有限、缺乏课题经费等等因素，本小组的文献回顾不尽详实、样本数据不够大、数据来

源不够多样化、问卷设计未能最大程度避免调查误差。因此所得出总结性认识仅供参考。

但我们希望从反响热烈的影视作品中提取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讨论能够成为这一学科课

题实践的热点领域，希望这一类型的研究能够产出最“接地气”的成果，对现实生活有实质

性的贡献。希望我们小组的微小作用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广大老师同学的讨论或者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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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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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调查问卷

复旦大学本科生对《甄嬛传》相关伦理问题的态度与看法

开始时间：2013-11-24 结束时间：2013-12-1

样本总数：124 份

数据与分析：

第 1题 您的性别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男 38 30.65%

女 86 69.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2题 您所在的年级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一 46 37.1%

大二 72 58.06%

大三 6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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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3题 您的专业类别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人文社科 98 79.03%

理工科 22 17.74%

医科 2 1.61%

商科 2 1.6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4题 您对《甄嬛传》的了解程度：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比较完整地看过，非常了解 58 46.77%

没有完全看过，比较了解 36 29.03%

没怎么看过，不太了解 14 11.29%

完全不了解 16 12.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5题 甄嬛作为皇上的后宫，却与皇上的弟弟十七爷相恋，你的看法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支持他们，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50 40.32%

反对，是乱伦之恋 10 8.06%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外人无权做决定 52 41.94%

无所谓 12 9.6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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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 《甄缳传》中甄嬛一步步从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变为了步步为营、工于心计的女人。

你认为她发生变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尔虞我诈的后宫环境 78 62.9%

人性的阴暗面被发掘 20 16.13%

被爱情所伤，为真爱复仇 8 6.45%

承担保全家族的重任 18 14.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7题 如何看待甄嬛不择手段地复仇呢？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为朋友报仇，为保护家人，为保护孩子，是

正义的
66

53.23%

是为自身的生存、地位和利益，是自私的 36 29.03%

虽然动机是正义的，手段是不可取的 56 45.16%

完全是不可取的，就算受到迫害，也要保持善

良，不以恶报恶
14

11.2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8题 如果你像甄嬛一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甚至迫害排挤，你会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以牙还牙，哪怕手段不太光明 52 41.94%

坚守自己的底线，相信善良一定能渡过难关 54 43.55%

完全无法想象 12 9.68%

想办法逃避掉 6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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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9 题 你认为，甄嬛的勾心斗角、以恶抗恶等在现实的职场生活、人际关系中是否可以

借鉴？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都可以 8 6.45%

符合现代道德的可以 86 69.35%

能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就可以 6 4.84%

不同的时代，无法借鉴 24 19.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10 题 《甄嬛传》中，各方势力为自身恩宠而陷害他人司空见惯。结合此请选择你对利

己主义的理解更接近于以下哪项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

人的本能，没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
14

11.29%

人利己的目的无可厚非，但其实现手段不同而

使其有善恶之分
56

45.16%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强者

存活是社会的一种优胜劣汰机制
12

9.68%

损害别人而达到利己目的是不可取的，利己主

义应该建立在利己而不损人的基础上
42

33.8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第 11 题 有人说，《甄嬛传》宣扬的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结合文艺作品的价值观传播，

你的态度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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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要弘扬正气，传播正确价值观。《甄

嬛传》鼓励以恶抗恶，败坏社会风气
16

12.9%

文艺作品应该多样化，如果所有的都弘扬正

义，太假太单调，与社会脱节
44

35.48%

相信观众自有判断与取舍 64 51.6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4

附录三：访谈提纲

1、相关提问背景展示

离宫修行是甄嬛人物行为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之前，甄嬛被好朋友陵容欺骗以致流

产，又受到皇后陷害而开罪皇帝再次怀孕后又被祺贵人家族打压以致家人被流放，又获知了

皇帝宠爱自己的真相竟是因为相貌与皇帝的真爱有相似之处，而非真的得到爱情，多重打击

下，甄嬛不想妥协屈从而在生产后第三天离宫前往甘露寺修行。在甘露寺修行是遭到多重欺

辱刁难，甄嬛看破一切，忍气吞声，果郡王此时却时时守护关怀备至，表达爱慕，一意追求，

终于两人决定从此长相厮守，但关键时刻阴差阳错，甄嬛误以为果郡王已死，而此时甄嬛以

怀上果郡王的孩子，同时得知父母家人在边地生命垂危，因为只有想办法重新博得皇帝青睐，

回宫得宠，重获荣华权柄才能保住父母家人和爱人的孩子甄嬛便决定设计回宫。）

而甄嬛回宫后的生存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斗争和复仇，这也是甄嬛受到争议的主要所在

（甄嬛设计使陵容流产顺便揭发出陵容以往所作所为，置其于死地。又利用自己的流产诬陷

皇后，抓住有利时机步步为营安排抖落出皇后所有罪行包括害死皇帝真正爱人已故的纯元皇

后，使帝后决裂。最后因为皇帝杀死甄嬛爱人果郡王，甄嬛恨极皇帝因而纵容参与谋划害帝，

并最终成功同时获得后宫最高权柄。）

2、我们的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a. 我们该从什么角度或说角色来定位甄嬛？若从政治人的角度来看，甄嬛的行为又该怎样

来理解和评判？政治斗争要不要讲道德？

b. 如何看待甄嬛的复仇？

c. 在生活中我们如果经历了迫害，是否应当不择手段地复仇？是以德报怨还是以牙还牙？

d. 如何看待复仇这种行为和对复仇者的评价？

e. 国外也有不少复仇类作品。如《基督山伯爵》、《哈姆雷特》等。如果复仇者为男性角色，

通常会给人以忍辱负重、勇敢智慧、大义凛然、维持正义等正面和积极的认同与评价，

即使这些男性复仇者的复仇并非百分之百符合道德。而女性形象则不然，似乎会面临更

多的争议。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性别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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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是目的正确、结果正确、还是手段正确？

g. 是否有理论可以分析甄嬛的伦理困境？

h. 甄嬛这一角色在当代是否具有借鉴意义？人际关系？职场竞争？

i. 作为一部电视剧作品在引领社会风尚方面是否一定要做一点妥协？

3、访谈相关人员

被采访人：陈金华老师

采访人：张懿雯

视频摄制：朱迪

附录四：组员信息与分工明细

1、组员信息

组长：周 迅 学号：12300130118 专业：新闻传播 手机：188-1826-3404

组员：高溱徽 学号：13300270092 专业：法 学

郭慧纯 学号：11307100412 专业：国际金融

张懿雯 学号：12300130104 专业：新闻传播

朱 迪 学号：13301020113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2、组员分工

任务 分工

问卷设计 全体组员

问卷发放与回收 周迅

问卷数据分析 高溱徽，周迅

人物访谈 张懿雯

视频录制、剪辑与录音整理 朱迪

相关理论综述 全体组员

相关理论整理汇总 郭慧纯

研究报告撰写 全体组员

课堂展示 PPT 制作 周迅

注：排名不分先后，按姓名首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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