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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与洞识：东方与西方求索道德智慧的视角（第2版）（套装上下册）》以全球化的视野汇
集了东、西方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理论，展现了东、西方伦理学在当代世界八大伦理问题上的各
种不同观点。
用“理性与洞识”概括西方和东方求索道德智慧的不同视角、进路；但又强调要将两者结合，将伦理
学的两个源头运用到伦理反思的语境之中。
　　《理性与洞识：东方与西方求索道德智慧的视角（第2版）（套装上下册）》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元伦理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第三部分关乎规范伦理学，选取了东、西方伦理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部分章节，包
括最有影响的四种西方伦理学视角，即古希腊德性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伦理学、启蒙时期伦
理学、19世纪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及最有影响的四大东方伦理传统，即儒家、道家、印度教和佛教。
第四部分容纳了各种当代伦理学文章，把东、西方不同的伦理视角应用于八个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
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论题：性、堕胎、自杀和安乐死、家庭、技术、媒体、商务以及环境。
强烈的问题意识、将经典与现实问题结合、从东西方伦理视角考察当代道德问题构成本书的显著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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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举一个尤其令人烦扰的例子。
考虑一下阴蒂切除术（或“女性割礼”）。
非洲各种各样的群体仍然施行把女孩阴蒂切除、然后把阴户几乎缝闭的做法（日后，缝线在新婚之夜
由女孩的丈夫——女孩可能没有自选甚或从未谋面的丈夫——用力扯掉）。
这种切除术不是在无菌的医院环境中进行，而是由部落的一位老妇人施行，工具经常是些粗陋的玻璃
、石头或生锈的铁器，而且没有麻药。
女孩们等在毗连的房间中，听到从“手术室”传出的疼痛哭喊，然后看到等待的女孩一个接着一个地
被拖进那个房间，几分钟之后又被抬出来，不能走路，还在不断地啜泣、流血。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事在其发生的文化中并非一种犯罪行为，而是一种人们所接受的文化实践。
根据道德相对主义的学说，对于这种实践所要采取的适当态度是宽容。
代之以一个人本会诉诸的任何客观的道德标准，据此对于这种实践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可能的。
　　恰如道德相对主义排除了对于其他文化中的那些实践的批评，它也排除了对于自身文化的批评。
如果某个既定文化的价值，界定了对于那个时候该社会成员而言的对与错，那么这样的一些成员主张
改变该社会的理想就会是不对的（例如，甘地——其生平第三部分将要涉及——尝试改造他的家乡印
度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就会是没有正当性证明的了。
对于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可以想到的改革家而言同样如此）。
无论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认为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
换言之，根据这种观点，对于一个人自己所处社会的内部批评就是不可能的。
采信这样的观点所遇到的难题与关乎其他文化的前述难题类似。
两者中没有在哪一种情况下，严肃的批评是可能的。
这是道德相对主义的“黑暗面”。
只要这些实践在其发生的文化中是得到认可的，那么前后一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者将不得不说，这样的
实践是正义的。
在某点上，许多人将要主张，批评一个人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实践，确实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
的。
如果道德相对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两者之中没有哪一种情况是真正可能的。
道德相对主义，尽管起初具有吸引力，最终却表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它要么遏制批评性的评估，
要么导致一个人毫无疑义地接受道德上成问题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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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摩太·夏纳罕、罗宾·王编写的《理性与洞识——东方与西方求索道德智慧的视角(上下)》的主旨
是帮助学习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学生通过对于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些道德视角的研读来达至广度与
深度的平衡。
    本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一系列与伦理探究有关的基本元伦理学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最有影响的一些西方伦理学视角：希腊的德性伦理学、基督教的自然法伦理学、康德
的义务伦理学和功利主义。
第三部分介绍了最有影响的东方伦理传统：儒家、道家、印度教和佛教。
第四部分容纳了一些当代文章，它们把不同的伦理视角应用到大量的具体道德议题：性、堕胎、自杀
和安乐死、家庭、技术、传媒、商业以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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