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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信念、远大目标、博大胸怀，必定有昂扬向上、坚忍不拔、振奋前行的
意志力，必定有深人人心、潜行日常、凝聚民众的是非善恶荣辱价值观，必定有基本公正清明的伦理
生活秩序。
一个仅仅有庞大经济体量的民族，未必能赢得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敬重，未必能够始终生机勃勃、昂首
前行。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再生问题，以无法回避的方式再次历史性地摆在了
我们面前。
当我们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在全社会提出直面荣辱观问题、加强荣辱观教育时，这本身就意味着：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以是非善恶、荣辱廉耻为标识的社会道德价值精神已存有严重问题，无法粉饰，
必须直面正视。
社会主义荣辱观问题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向着世界先进民族目标进军过程中，应当具
有何种道德文化、确立起何种道德价值精神、建立起何种伦理关系及其秩序？
只有具有文明、先进道德文化的民族，才有可能居于世界前列，才能获得全世界各民族的敬重与景仰
。
人的现代化，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及其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是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具体角度，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把握时代的脉
博，站在时代的前沿。
社会精神生活中的病症，缘于社会生活方式自身的病症。
社会荣辱价值的迷惘乃至颠倒，在根本上缘于社会伦理关系及其秩序的混乱。
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任何严肃、深刻思考，都必须直面并深入产生这种精神生
活内容的社会生活方式。
离开了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方式，无法认识与说明社会精神生活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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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深入发掘、整理、分析中西方哲学思想中的荣辱思想内容；通
过批判诠释，在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道德实践寻求丰富思想资源的同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
优秀荣辱观思想的现代转化及其可能路径。
本书西方哲学部分的资料新近全面，新见迭出；中国哲学部分在诸多细节处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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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按照某一规则，强势群体必须作出巨大牺牲，而弱势群体状况的改进又十分有限，则这样的规则
也不合理。
强势群体因此可以合理地对此加以拒斥。
简言之，一条规则的对或错取决于它的不可拒斥性。
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许多规则可能都无法合理地加以拒斥，但彼此之间又是不相容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即由于它们都通过了不可拒斥性的检测，道德上它们不
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怎样决定其对错呢？
斯坎伦认为哪一种规则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哪一种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这要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习
惯来决定。
这样，斯坎伦就将某种道德相对论引入了他的契约论。
①比方说，一方面，禁止任何情况下的卖淫似乎是无法合理地加以拒斥的；但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条
件下，某些妇女不卖淫就无法生存，不让她们这样做几乎就等于断了她们的生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也无法合理地拒斥她们为了生存所被迫作出的选择。
按照斯坎伦的看法，当两条不相容的原则都通过了不可拒斥性的检测，怎样取舍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
习惯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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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荣辱思想的中西哲学基础研究》西方哲学部分的资料新近全面，新见迭出；中国哲学部分在诸多细
节处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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