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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
西方伦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哲学问世之前的希腊文学。
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赫西俄德叙事诗、伊索寓言等希腊文学伤口中，若干伦理观念在形象和情节
中绽放出来。
    本书各篇提要的写作风格不尽相同，或深细或宏约，或直述或概论。
但它们也显出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它们都严格忠实于原著，以比较“客观的”转述为主，一般不做
评议，最多只予点评，而留待读者判断和评价。
其次，它们都把握了原著的重点和特点，并力求确切地介绍其中的主要伦理思想。
再次，它们多半参考了原文著作，或直接根据原文本撰写，或对照中译本和原文撰写。
本书是一部介于教材与论著之间的集知识性 、理论性、资料性于一体的读物，它对于伦理学初学者具
有导引和领读功能，对于伦理学研究者也不无参考和索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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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一1905)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韦伯的最有影响
的代表作。
它最初分上下两篇在他自己主编的刊物上登载，后被汇集成书作为其《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出版
。
作者在该书中关于新教伦理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之精神作用所做的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分析引
起了东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兴趣。
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们尤其关注此书，因为作者在对比中提到儒家等东方宗教不利
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1913一1916)是仅次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第二号代表人物
、德国神学哲学家舍勒的伦理学代表作。
它也是现象学价值论伦理学的代表作之一。
在该书中，作者着意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系统区分了价值的类型、级次、关系式等，并尝
试建构了一种伦理人格主义理论。
    《存在与时间》(1927)是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继康德、黑格尔、尼采和胡塞尔之
后影响最大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毕生代表作(此书是在作者29岁时问世的)。
它主要是一部形上学和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
在该书中，作者描述了此在的在世存在之现身情态(烦、畏、死)，剖析了此在在常人世界中的沉沦(闲
聊、猎奇、暧昧)，主张此在通过其良知和决断摆脱异化而回归本真能在。
作者对人生情态及其异化的玄奥描述引起了艺术界和青年人的广泛兴趣。
而萨特则从中单单拈出“生存先于本质”这一命题。
作为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
    《文明及其缺憾》(1930)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奥地利思想巨匠弗洛伊德的
多部涉及伦理问题的著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视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三次科学
革命，它们都曾使教会强烈震怒，使人类深感难堪。
在此书中，弗洛伊德运用其潜意识说考察人类文明，得出文明虽然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却是对人性的压
抑之结论。
他发现，文明压抑本我而扶持超我、制裁快乐原则而推行理想原则，从而导致了包括精神分裂在内的
一系列缺憾。
潜意识说本身就暗含着文明与本能的冲突，因此弗洛伊德的结论其实是个分析命题。
在潜意识中的本我看来，文明给予人类的满足再多再大，也不过如“在寒冷冬夜里将裸露于被子外的
大腿抽回来暖一暖”。
    《伦理学问题》(1930)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创始人和领头人石里克的伦理学代
表作。
它也是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作之一。
它在基本倾向上受到元伦理学和现象学价值论伦理学的双重影响。
作者在该书中批判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考察了善、动机、意志、冲动、快乐、幸福、责任，探讨
了价值的标准、特性及其实现途径，还谈论了伦理学的主题、性质、方法、类别等。
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是：快乐与道德、幸福与德性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
在其丰富的内容中，动机形成律和苦中之乐说引人注目。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932)是深切关注现实社会的美国著名基督教哲学家尼布尔的伦理学
代表作。
它不是一部基督教伦理学著作，而是一部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伦理反思的著作。
作者在其中多方面地考察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国家道德和阶级道德，探讨了实现社会公正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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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国家道德的自私性的揭露使人们不得不慎重把握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
而他对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究竟该如何生存的诘问是每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人都无法回避的疑惑
。
    《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是瑞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唯一一部伦理学著作。
它是现代心理伦理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个体道德发生学的奠基之作。
在该书中，作者以游戏规则为切人点考察了儿童道德规范意识的形成过程，通过分组和对比探究了儿
童道德判断的类型和特点，借助具体事例追踪了儿童公正感的演变历程。
他所得出的诸多结论不依靠心理学方法也可以思辩地推演出来，但它们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因为困难的不是提出意见，而是论证意见，特别是实证意见。
    《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是分析哲学的后起之秀、逻辑经验主义的英国代表人物艾耶尔的成名
作和毕生代表作(此书出版时作者年方26岁)。
其内容涉及形上学、知识学、伦理学、元哲学等多个哲学分支，因而不是一部伦理学专著，但它包含
着作者基本的伦理思想。
它也是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文献。
作者在该书中批判了主观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及直觉主义伦理学(将
伦理陈述绝对化)，对伦理判断进行了科学主义的分析。
他的核心观念是：一切价值判断都只是情感或命令的表达，其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它们非真亦非
假，不可争论。
现代伦理学中的“价值判断不可争论”之论调与近代美学中的“审美趣味不可争辩”之论调如出一辙
。
实际上，人们一直在就道德价值和审美趣味进行有意义的争论。
究竟是常识错了还是哲学错了?    《存在与虚无》(1943)是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硕哲之一、存在主义
哲学在法国的首席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最重要的著作。
它也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集中表述。
该书第一、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形上学的，而第三、四卷的内容大多是伦理学的。
自由和责任本是个老话题，但萨特在存在主义的论域中谈出了新意。
他的绝对自由说令人惊喜，他的人生处境论令人色变，而他的绝对责任说则令人焦虑，于是，自由的
神话变成了自由的悲剧。
较之《恶心》和《禁闭》等文学作品(生存就是厌恶、他人就是地狱)，《存在与虚无》对人生情状的
描述还不那么悲观。
萨特所坚称的“生活中没有事故”或所转述的“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对于提升人们的责任心
确乎是有力的口号，但由于将责任强调到极至而令人不得不“逃避自由”了。
毕竟，人生中不能没有任何借口。
    《伦理学与语言》(1944)是元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专职伦理学家斯蒂文森不多的著作中最
有分量的一部。
它是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集成和总结之作。
该书被西方学界赞许为继摩尔《伦理学原理》之后元伦理学领域中最富创造性的著作。
作者在其中系统阐述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考察了道德分歧的性质、道德语词的意义和功能
以及规范性判断的论证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像某些其他元伦理学家那样将分析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截然对立起来。
    《为自己的人》(1947)是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关注人性和人生的美籍德国著名哲学家弗洛姆的
主要伦理学著作之一。
在该书中，作者系统阐述了其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意义、特点、基础、传统、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等，
细致分析了人格类型(生产性定向和非生产性定向，后者进而被分为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
型)。
他试图证明的最基本观念是：成熟的性格结构和完整的人格(即生产性人格)是一切善的基础和源泉。
他对自爱与自私的区分应能打消一般意识关于自我关系的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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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结尾处指出的“我们道德问题就是人对自己不关心”令人不禁掩卷深思。
对人性的透彻了解使弗洛姆的伦理学获得了非常的深度。
    《推理在伦理学中的地位》(1950)是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依然在世的英国知名哲学家图尔敏
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伦理学著作。
它是语言分析伦理学的代表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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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参照西方哲学史的分期，西方伦理学史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远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古(基督教
中世纪)、近代和现代。
但历史的渐进性在每两个时期之间插入了一个过渡阶段：远古与中古之间的基督教早期、中古与近代
之间的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与现代之间的非理性主义初兴期。
这些过渡阶段使喜好规整的反思理性感到为难，然而正是它们使历史过程变得连贯而完整。
西方伦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哲学问世之前的希腊文学。
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赫西俄德叙事诗、伊索寓言等希腊文学作品中，若干伦理观念在形象和情节
中绽放出来。
以理论形态呈现的希腊罗马伦理学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毕达戈拉派至前苏格拉底为早期阶段，苏格拉底至亚里斯多德是中期阶段，后亚里斯多德至基督教神
学兴起谓之晚期阶段。
虽然米利都派是西方哲学史中第一个哲学流派，但该派哲学家们没有任何伦理学文献传世，因此西方
伦理学史的正式开端只得后推。
毕达戈拉派是第一个有伦理学文献传世的学派，故而该派哲学家们可以被视为第一批伦理学家。
除他们之外，早期阶段的主要伦理学家或学派还有赫拉克利特和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人物的智者派等
。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使西方哲学发生第一次转向的人。
所谓第一次转向，就是从以研究自然的“物理学”(自然哲学)为中心转向以探索人生的伦理学(人生哲
学)为中心。
此后，希腊罗马伦理学便进入其中期阶段。
这个阶段的著名伦理学家除苏格拉底之外，还有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
其中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是全部希腊伦理学的代表人物。
在整个希腊时期，唯独他们有比较完整的伦理学著作传世。
晚期阶段的伦理学派主要有二：斯多亚派，其创始人是(基提恩的)芝诺，它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代表人
物有塞涅卡、爱皮克泰特和奥勒留等。
伊壁鸠鲁派的创始人就是伊壁鸠鲁本人，它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卢克莱修。
希腊罗马伦理学以人生哲学为主，幸福论和德性论是其重心，而个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其主流倾向。
    基督教早期的伦理思想主要见于《新约圣经》“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言谈中。
通过比较摩西的“十诫”与耶稣的“山上训导”(又称“登山宝训”)可以发现，犹太教的伦理是一种
起码的义务伦理，而基督教的伦理是一种理想的仁爱伦理。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也可以被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前期阶段(相应于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他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奠基人。
中期阶段(相应于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奎那，他是基督教伦理学的集大成者。
略显异端倾向的阿伯拉尔也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伦理学家。
在后期阶段(相应于异端哲学)，R．培根、司各脱、奥卡姆等异端神学家阐述了一些不同于正统基督教
伦理学的观念。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基本上就是神律学，绝对义务论和神学德性论是其重心，而神本主义和禁欲主义
是其基本倾向。
非理性主义初兴期也可以称为现代性哲学预演期，它是西方的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交叉性过渡
时期。
此时期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主要有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
学，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松、居友等的生命哲学。
相应地，他们的伦理思想被归入非理性主义初兴期伦理学。
应予补充说明的是，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虽然与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共存于同一时期，但由
于前二者本质上仍是近代性哲学，因此它们不被归入非理性主义初兴期哲学流派，它们的伦理学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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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归人此期伦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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