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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学和西学、古典和现代、理论和实践三大维面，处理新世纪最前沿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历史
学和伦理学的互动关系问题。
本书所收论文和讲演，多为作者十多年来在国内外主流学术领域的创新之作，观念新颖，体现了作者
三十年来根据解释学和符号学认识论，在中外人文科学领域所做的长期探索。
    按照作者的“跨文化解释学理论”，伦理学应该和传统道德哲学分离，历史理论应该成为人文科学
整合发展的运作场所，其基本价值学基础应该与基本伦理学密切相关。
作者主张，古代仁学包含了人类普适的基本伦理学原则，并将作为新时代中外人文科学现代化整合的
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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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幼蒸(1936— )，现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旅美独立学人。
1959年肄业于天津大学土建系，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曾先后做访问学者于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慕尼黑等校哲学系(1982—1984)，法国人文科学基金
会(MSH)、辅仁大学中西比较研究所、佛光大学哲学系以及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1989—1999)；曾获
选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短期客座教授(1990)；曾任客座研究员于柏林工大和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1988
—1997)。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和伦理>>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一  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认识论问题  二  现代历史理论和中国传
统史学  三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  四  儒教礼仪系统内非语言记号的意指和施行  五  西方汉学弧中
国人文科学  六  简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区别第二部分  仁学和学术伦理学  一  原始仁学的意义：《
论语》文本的符号学解释学解读  二  《论语》作为“第一书”  三  《论语》现代读解之认识论前提  四 
《论语》读解的“价值论”和“实践论”  五  阳明学的现代读解法：智仁勇的心学实践  六  请用“仁
学”代替“儒学”    七  仁学弧儒学：论孔孟区分于五经宋明的必要  八  仁学心术学和现代学术方向的
关联  九 新儒家哲学身份辨析第三部分  伦理学和理性主义认识论  一  符号学全球化和中国人文学术  二
 市场化时代和人文理论的危机  三  伦理学的新实证论方向  四 语言介质和意义构成第四部分  法国人文
理论思想新析  一  悼念保罗·利科  二  保罗·利科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  三  列维斯特劳斯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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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解释学”到“中国解释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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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认识问题人类的伦理学实践涉及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等不同层面。
因此，关于伦理情境和伦理实践的研究，可能相关于思想、学术和风俗习惯等不同方面。
如果人是一种能够进行良好行为选择的“理性动物”，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也
可解释为在。
伦理情境中进行合理行为选择者。
伦理决定，明显地或潜在地，充斥于公私世界。
当文明发展之后，伦理现象和其他社会、政治、法律现象等的联系方式日益复杂。
因此，伦理学的性质和功能也日益混杂于综合性的历史社会现象之中。
与此同时，人类基本伦理情境的结构并未改变，甚至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它仍然潜在地继续成
为我们进行伦理选择的实际框架。
的确，人性的原始冲动和动机始终未变。
伦理情境中的善恶判断标准古今亦大致类同，尽管伦理行为的社会目标和方法古今迥异。
随着政治的、法律的机制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伦理实践的作用反而日渐萎缩。
现代以来，研究伦理情境和伦理实践的伦理学，则已仅仅成为学术界内的活动，失去了其社会实践方
面的功用和影响力。
如果如此多大知识分子，包括博学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神学家和道德学家，在对20世纪若干重大
政治现象进行的道德性判断，都会错得如此严重，我们如何能够信赖那些从学院派伦理学系统中推导
出来的道德原则呢？
因此我们又何以有理由期待广大群众对于如此复杂的社会与政治道德问题能够有更明智的判断呢？
尽管社会科技不断进步，人类有关伦理情境和伦理实践的知识还远远不够精确。
和古代相比，现代伦理学知识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弱点：它已全面脱离了人类现实情境。
与社会现实的脱离，导致伦理学学者削弱了他们对基本伦理实践难题和挑战的直接体验，而古代道德
思想家则反而是对此有着更直接的经验。
这一结果当然也因为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已经越来越制度化，因此人们主要关心与社会物质性和精神性
机构中运作规范和规则有关的法律性和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由于伦理学本身的困境持续存在，改善和纠正我们对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解就更加必要。
因为伦理学和道德学问题以及政治法律问题，虽然在实践的层面上密切相关，但彼此的存在和运作的
机理并不相同。
而现存的学院派伦理学的现状，又远远未能对此提供恰当的解决之道。
随着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各领域中与伦理学相关的研究迅速发展，现在到了可以并应该对于伦理学问题
进行更全面、更综合、更确当、更深入地认识的时候了。
对历史中伦理实践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比较的考察和分析，也许是有益的第一步。
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道德实用主义，儒教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史例来探讨基本伦理学关系的
机制。
本文的主题在于呈现中西比较的伦理学和政治伦理学研究中所面对的某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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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是关于研究“历史和伦理”的文集，全书内容中的主要部分是十几
年来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从英文自行译出而首次在国内发表的，另外也包含一些
过去几年中在网上贴出的文章。
《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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