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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

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

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
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
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

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
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
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
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
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

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
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
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

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

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
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
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

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

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

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
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

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

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

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个人有德行和人格，具备了信任的条件，就可以保证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
B. 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先置身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的交往关系，然后再承担责任。
C. 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的意义是，对象始终诚信如一，便可以产生持久的信任。
D. 与中国传统的信任相比，新教的信任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的是
A. 文章以建立信任关系为立论的基础，论述了确立信任关系的主体、对象的条件。
B. 文章论述德行人格与诚信的关系时，引用或列举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予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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