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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史研究中，儒家伦理的社会实现一直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在人们的
认识中似乎理论思想即等于社会实践。
本书作者历经多年，对儒家伦理究竟如何可能的问题做了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这包括儒家伦理作为一
种思想究竟是如何向社会传播的；最初作为精英的理论究竟如何能够转变为大众的实践；伦理思想在
社会层面的落实究竟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儒家伦理思想从发生、成熟到最终在社会层面的落实究竟经
历了哪些阶段或什么样的过程等等。
本书正是主要针对上述问题所做的思考。
本书对中国社会伦理生活作了鸟瞰式描述，依次考察了先秦、汉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伦理的基本状况
，着重指出宋以前中国社会的伦理是比较薄弱的，这可以在社会史和教育史研究中得到证明。
本书也对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伦理的一般状况做了比较考察，指出了普遍伦理得以可能所必须具备的
基本条件；再有孔子孟子与荀子有关伦理问题的认识、先秦与宋明有关伦理问题的认识都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而荀子与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则多有共同之处，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较深入论证。
另本书还附带考察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伦理状况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伦理状况。
本书虽是一部论文集，但全部论文共形成八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各部分的逻辑关系严密而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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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儒家伦理何以可能　　本文不是一般地研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或即普世性问题，而是研究儒家伦
理的可能性或即可行性问题。
　　儒家伦理有十分确定的适用性，它的主体定位是古代社会中“士”以上阶层，即所谓“君子”。
这是一种精英定位，是关于如何培养与实现理想人格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非强制特征和非大众倾向
。
就伦理展开的外部条件而言，在早期中国社会，缺乏像犹太教那样的得以使伦理实现的基石或平台。
因此，从总体上说，早期儒家伦理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是有限的。
　　一、伦理界说　　这里必须先要对两个概念作出区分，即伦理与伦理学或伦理思想。
　　伦理，一般被定义为：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
英语ethic即伦理一词源于希腊语ethos，而eth0。
本意为品格、气质，并且包含有风俗、习惯的意思。
在古代中国，通常名之为人伦，如孟子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伦理首先是社会的或社会层面的。
伦理生活展开于社会的底层或基本层面。
ethos所含的品格、气质、风俗、习惯等内容主要是就社会而言的；孟子所说的人伦规范的五个条目也
无一不立足于社会。
伦理因此是实践的或实践层面的。
亚里士多德将伦理称之为实践之知，康德将伦理称之为实践理性。
故伦理学也被称之为实践哲学。
梯利说：“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研究实践或行为。
”总之，伦理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伦理生活。
伦理学，一般被定义为：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
梯利认为：“（伦理学）可以被大致地定义为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
为的科学。
”可见，伦理学是一种科学或学科，它是一种系统的思想或学说。
由此推理，那些虽对人类道德生活给予思考和研究但又不系统或尚不具备科学或学科特征的学说，我
们可将其视之为或称之为伦理思想。
伦理学与伦理思想的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理论或思想层面的，或者
说是哲学层面的。
　　由此可见，伦理与伦理学或伦理思想的区别是明显的。
前者是社会实践的，后者则是思想理论的。
因此，后者不等于前者，或者说，伦理学或伦理思想不同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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