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伦理学引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伦理学引论>>

13位ISBN编号：9787040257427

10位ISBN编号：7040257424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章海山，罗蔚　主编

页数：326

字数：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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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学引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
程教材”《伦理学引论》(章海山、张建如编著)的基础上扩充、修订而成，为培养、提高大学生的道
德素质而编写的。
    教材吸取了21世纪以来国内外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力求
使之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开拓性。
内容主要分为两编。
第一编，介绍和阐述中外伦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基本知识、伦理学基本原理，着重介绍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途径和手段等。
第二编，为适应21世纪国内外伦理学发展以应用伦理学为主的趋势，介绍、阐述主要的应用伦理学。
    本教材适用于针对本科生和专科生开设的伦理学课程，也可作为德育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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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我们的道德建设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成为新世纪实现现代化宏伟蓝图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
的素质，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列于世界先进行列。
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的
一个根本目标。
伦理学正是一门研究道德的科学。
在中国古文字中，“道”和“德”是两个概念。
“道”的原意是道路，后来逐渐引申为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度、准则以及运行规律。
例如，表示自然运行规律的称为“天道”，表示社会生活规律和做人规矩的称为“人道”。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近）”，就有这种意思。
儒家赋予“道”更多的伦理意义，孔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道家更把“道”视为宇宙、社会等万物之源和运行的规律。
“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宇宙、社会和人自身运行的规则、准则和可遵循的规律之意，是一
个广泛的范畴。
商代卜辞中已有“德”字。
《广雅》：“德，得也”，《礼记》：“德者，得也”。
“德”字原意为正道而行，也有心中有所得到的意思。
汉朝的郑玄注释“德”字，日：“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则成善人”，意思是人能够懂得什么是
“德”，而且行为经常遵守它，就成为一个善人。
这里的“德”，已具有伦理意义了。
儒家不仅使“德”具有伦理含义，而且使其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思。
孔子日：“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论语·颜渊》）宋朝朱熹注释“德”字，日：“德者，得也，得其于心，而不失之谓也。
”（《四书集注·论语注》）这就是说，心中得道，并且能够保持它，在行为上遵循它，便是德了。
因此，“德”不仅具有伦理含义，而且具有更为广泛的真理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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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
程教材”《伦理学引论》（章海山、张建如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基础上扩充、修订
而成，是为培养、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而编写的。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伦理学引论》出版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为了适应世界伦理学发展的潮流，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本教材吸取了21世纪
以来国内外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尤其吸取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对原书作了大幅度的修
订。
教材的作者都是对伦理学某些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博士，大都有这方面的丰富的教学经验。
章海山、罗蔚拟订《伦理学引论》的修订指导思想和内容，制定修改的框架、结构，并且对全书稿修
改、统稿。
副主编禹芳琴参与部分修改、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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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伦理学引论》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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