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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其实质是如何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问题，
即如何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性转换。
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近代社会变革服务。
从魏源开始，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一时代课题，梁启超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通过对梁启超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剖析，比较系统地勾
勒出了梁启超伦理思想的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挖掘了其精神实质和理论特点，揭示出在西方文化冲
击下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总结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精神旨趣。
　　《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第一，梁启超的伦理
思想以新民说为核心，新民说是其伦理思想的精髓和最富有价值的内容。
他在社会改造的时代背景中提出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伦理道德的建设提升到社会变革、民
族存亡的历史高度，正是这一独特的视角，才使得他的新民学说能够超越传统伦理思想而表现出特有
的时代价值。
第二，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对道义论的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批判，他从功利
主义道德论出发，对伦理道德的实质和价值作了新的解释和规定，改变了传统伦理道理把道德作为目
的，而把人作为手段的思想。
提出伦理道德是促进人的生活幸福的工具，把伦理道德从绝对的天理转变为相对的原则。
第三，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论述和改造方案的设计，是中国近代对适应生活发展变化的新的人格形象的
第一次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并且标志着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从物质层面开始深入到人的改造
的层面，触及到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第四，梁启超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和
精神实质是西方的，但其又凸现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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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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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道德根源于社会群体生活第二节 功利主义伦理观及其修正第三节 道德工具论第四章 惊世骇俗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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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交战于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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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忠道的性质也变了，不是国民要“忠君”，而是君主应该忠诚于国民“付托”的事业。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国家思想在伦理观念上的体现，是值得我们注
视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受到专制主义统治，使得“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
，那些持束身寡过主义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成为冷漠的旁观者；而那些“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
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
”（《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所以既要批评束身寡过主义，更要反对家奴道德，行道德革命就是
要树立国家思想、群体观念，让大家以独立自尊的人格来尽“报群报国之义务”。
他批判束身寡过主义的“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
他认为，群有益于我，而我无益于群，就是逃避对群的责任。
假若人人都只想享受群体的权利而逃避对群的责任，那么这个群也就难以成立了。
所以他说：“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
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
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同上，第40页）这里，粱氏提出了公德是否具备与国家能否强盛的关系，即衡量公德好坏的标准
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同上，第107页），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应
考察世界的形势，“静思吾族之所宜”，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
（同上，第108页）。
进而达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同上，第113页）的目的。
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公德完全是出于培养符合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新民”需要，并把公德看成是
强国之本，看成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道德动力源泉。
　　梁启超倡导“公德_即合群之德，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独立的漠视。
他说：“合群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
”“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
”没有个体的独立、自由，就不会有群体的独立、自由。
独立与合群、自由与社会规范体系应该是统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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