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的人世智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德的人世智慧>>

13位ISBN编号：9787010106724

10位ISBN编号：701010672X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传有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的人世智慧>>

内容概要

　　《道德的人世智慧：伦理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康德道德哲学研究、西方伦理学史研究、一般
道德哲学研究、经院伦理思想研究、附录五部分，对西方道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专题
研究，并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伦理价值观的变化，以及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希
望借此推进我国伦理学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认为，新时期的伦理学体系应该是一种以义务论为形式，以功利主义为质料，以权利为基础，权
利与义务相结合，以及融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元伦理学为一体的伦理学体系，是一种在兼容并
蓄，多元文化基础上的重叠共识的伦理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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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传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湖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第一批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西方伦理思想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作者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和西方伦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西方智慧的源流》、《西方社会
思想的历史进程》、《伦理学引论》、《幸福就要珍惜生命——奥古斯丁论宗教与人生》等多部专著
，并独译或合译《莱布尼茨》、《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存在巨链》、《西方哲学史》
等译著，以及即将出版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等西方名著。
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由恶到善的人类历史进程
——康德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反思》等有关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近年来承担有国家社科项目、湖北省重点社科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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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沉思的生活（代序）一、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由恶到善的社会历史进程——康德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反思
到“批判哲学”中去遨游康德与道德学的净化自由：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几点
思考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康德道德哲学与当代中国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准则概念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
之路与下降之路二、西方伦理学史研究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从认知逻辑视角看
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正义的困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休谟
“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原始含义及现代解读黑尔：建构伦理
理论与伦理实践的桥梁自由的二律背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内在矛盾社会契约论与民主政治评拉美
特利的“人是机器”三、一般道德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伦理价值观的转向我国现阶段伦理学
体系的建构提升伦理学的理论品位关于高校伦理学教学的几点看法论规范性的来源近代西方哲学与环
境伦理学认识论学说的社会学解读诺夫乔伊和他的观念史研究考试诚信与社会正义理想特征研究正确
看待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浅议“无冕之王”的权力及其制约四、经院伦理思想研究奥古斯丁伦理思想初
探奥古斯丁论人生托马斯：德性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转化的中介托马斯的神学德性论托马斯与荀子人
性观之比较附录罗素论莱布尼茨关于“灵魂与躯体”的思想阿奎那论创世、道德与自然法、人的本性
与知识莱布尼茨论神与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的人世智慧>>

章节摘录

　　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政治哲学，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大缺陷。
中国早期的政治哲学，对政治权力来源问题的研究，与西方的理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
未能提出社会契约论这样的理论不能说不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大缺陷。
中国的政治权力理论一开始也是采取了君权神授论的形式，天子的权力乃上天所赐，这里的天很难说
是自然的天。
而世袭制的权力更迭最终正是在这神圣光环的庇护之下得以延续。
接下来臣子手中的权力则得之于君主所赐。
中国古代也有“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它始于《尚书》，发之于孔子，建之于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本思想的根本。
晚近则以黄梨洲等人为代表，他们大批“君主民客”之谬说，大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君
客”之宏论，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之说。
但是这不是对君主权力来源的解释，而是依据民可以载君，亦可以覆君的意义上对民众之权利与君主
之权力的重要性作了一个排序。
公权力始终为君主所有，它绝非民众所授。
而且当孟子讲“民贵君轻”时，并没有给这种排序以正当的理由，只是从民众有可能影响到君主的权
力，因而君主应如何保住自身权力的意义上说的，因此，这种民本说对君主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保
护自身权力而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
在此，民众与君主之间不存在权利转移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契约，因而根本无法说明君主只是民众
权利的守护者或代理人。
至于黄梨洲等人的“主客”说，则把民权与君权的关系说成了家主与客便的关系，同样也没有公权力
（君主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思想。
因此中国早期的民本学说，虽然强调以民为本，但未能说明为什么要以民为本，何以以民为本，更不
是从政治权力的起源这一视角来考察问题。
因而，虽然儒家学说很重视君主自身的道德，并把良好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寄希望于好的君主，也提出
了重视民权的必要性，但是，君主权力总还是绝对的，它的起源也绝对是与民众权利无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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