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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费希特在本书中贯彻了康德的基本立场，既反对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宗教道
德哲学，也批评了在英国和法国盛行的功利主义、幸福主义伦理学；同时，作为康德哲学的改造者，
作者在本书中又发展了康德的先验主义伦理学。
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形式而言，他应用古典公理化方法，从知识学原理出发，演绎伦理原则及
其实在性和适用性，得出了伦理学的各条定理和各个范畴，克服了康德演绎中的缺陷；其二，就内容
而言，他在广阔的现实范围里研讨伦理原则的各种条件和人的职责问题，试图克服康德的形式主义倾
向，得出了康德未能得出的结论，而为谢林和黑格尔创建他们各自的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论点，我们
完全可以说，作者的这部伦理学著作既是用科学方法对先验伦理原则作出的深刻论述，也是以感人激
情为人类道德完善表示的热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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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
尽管他是自康德的著作发展开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
性往往被轻视了。
费希特往往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
近些年来，由于学者们注意到他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认识到他的地位。
和在他之前的笛卡尔和康德一样，对于主观性和意识的问题激发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费希特也涉及政治哲学，他被一些人认为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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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编　伦理原则的演绎　绪言　1.1　1.2　　1.3　　按照这项演绎对伦理原则所作的描述第二
编　伦理原则的实在性与适用性的演绎　绪言　1.4　我们的一般活动对象的演绎　1.5　　1.6　理性
存在者的现实因果性的演绎　1.7　通过理性存在者的因果性的内在特点，对这种因果性所作的规定
　1.8　一种不受我们影响的客体规定性的演绎　1.9　从上节得出的结论　1.10　关于自由与高级欲求
能力　1.11　对于兴趣概念的初步研讨　1.12　一门适用伦理学的原则　1.13　伦理学的划分第三编　
伦理原则的系统应用或狭义伦理学　第一章　论我们行为的道德性的形式条件　　1.14　意志专论　
　1.15　系统制定我们行为的道德性形式条件　　1.16　论恶在有限理性存在者中的起因　第二章　关
于道德规律的内容，或对于我们的职责的系统概观　　1.17　引论，或对我们的课题的研讨　　1.18　
从自我性与追求绝对独立性的冲动的联系中系统地制定自我性的各个条件　　第三章　狭义职责学　
　1.19　这一学说的划分　　1.20　关于普遍的、有条件的职责　　　1.21　关于特殊的、有条件的职
责　普遍直接职责概论　　1.22　划分　　1.23　论一节理性存在者在形式自由方面的职责　　1.24　
论理性存在者在其自由抗争中的职责　　　1.25　论直接传播和促进道德性的职责　特殊职责概论　
　1.26　关于特殊职责与普遍职责的关系；以及特殊职责的划分　　1.27　关于人依据其特殊天然地位
所具有的职责　关于人依据其特定职业所具有的职责　　1.28　人可能从事的职业的划分　　1.29　论
学者的职责　　　1.30　论民众道德教师的职责　　　1.31　关于文学艺术家的职责　　　1.32　论国
家官员的职责　　　1.33　论低等阶层的职责译者注释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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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费希特依据他的知识学原理，系统地研究道德哲学的专著。
这项工作是他在耶拿大学讲授道德学说的过程中进行的，开始于1796年夏季，完成于1797年秋季。
全书以《以知识学为原则的伦理学体系》为标题，发表于1798年复活节。
　　关于这部写得完整的古典伦理学著作，译者想按照自己的初步理解和研究结果，向我国读者扼要
地谈三个问题。
　　一、本书在近代欧洲伦理学史中的地位　　大家知道，中世纪经院哲学完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认
为，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幸福，而人生的最高幸福是追求最高的真善美，即追求作为万事万物的最终目
的的上帝。
他指出，人的幸福不在于肉体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阻碍人接近上帝；尘世的幸福虽然能满足一时的
愿望，但毕竟是有限的，而只有追求上帝才是无限的幸福。
所以他认为，要达到至善至福，单靠后天养成的审慎、正义、节制和刚毅这四种德性是不充分的，还
必须具有神学的德性，即信仰、希望和爱。
在这三种神学德性中，爱是根本的，爱上帝是最高的神学德性，而且必须经过教会，因为上帝是通过
教会赐恩于人的。
很明显，这种伦理学的实质从实践方面看，在于把封建教权的专横统治颂扬为最合乎道德的，而把广
大人民的正当欲求描绘为最不合乎道德的；从理论方面看，在于抬高神的地位，而贬低人的尊严。
它是一种典型的宗教道德哲学。
　　在欧洲各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都在这样或那样的
程度上批评了这种禁欲主义的宗教道德哲学，而从人本身得出伦理原则，由此建立起提倡人的自由和
尊严、价值和才能的伦理学。
由弗兰西斯·培根开始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从人的感性出发，把新时代的利益定为道德的原则，创
建和发展了功利主义伦理学；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上，由勒奈·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则从
人的理性出发，把新时代的理性定为道德的原则，创建和发展了先验主义伦理学。
虽然两派的哲学思路相反，但在破除旧的道德观念和建立新的道德观念方面却是相同的。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家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的传统，在为行将到来的政治革命做思想
准备的时候，发挥了幸福主义的伦理学。
例如，费希特在本书中批评过的克·阿·爱尔维修就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运动的规律支配的，道德世
界是由利益的规律支配的，因此，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价值的唯一普遍标准；并且他以这样的规律
为依据，把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定为永远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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