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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本书是为了增进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解，促进德性伦理学的讨论，但也有一个主要目的是希
望醉心于复兴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当代英美伦理学了解到，儒学不仅是一种德性伦理学，而且其
博大与精深堪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媲美。
这种了解能够促进英美伦理学将儒学当作理智资源而进行平等对话，从而使儒学在当代主流伦理学发
展中占有应有的地位。
毋庸否认，这一目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而是也包含很厚重的故土情怀。
现在本书有幸得以译成中文出版，我希望它能够引发更多的国内哲学同仁对儒学的德性伦理学特征感
兴趣，从这一角度把儒学加以系统明晰的阐发，发展儒学传统中对德性伦理学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灼见
，从而把它融入现代德性理论的讨论中。
这一希望则不仅仅是出于故土情怀，而且同样是甚至更加是学术上的。
在很多人心目中，儒学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所谓的“显学”。
这种印象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在英美，儒学的研究与教学多归属于东亚系、宗教系等，但被许多哲学系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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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儒学伦理学最系统的比较研究，旨在发展对它们的新的解读并
揭示它们对当代伦理学的意义。
它让这两种主要德性伦理学体系作为平等对话者，考察了它们在伦理学的性质、人性、中庸说、传统
的价值、自我修养、道德教育、友爱、家庭、德政、道德情感、道德智慧、人生最高境界等主要伦理
问题上的异同及其原因，探索了这些异同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影响。
本书也提出并展现一种新的比较哲学模式，试图拓宽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视野。
　　作者简介：　　余纪元（Jiyuan Yu），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古代哲学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讲座教授，山东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曾任英国牛津大学Wolfson学院及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994-1997），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学中心研究员（2003-2004）。
近著有The Structure of Being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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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与德性苏格拉底在政治生活和追求正义之间树立起对立关系。
他声称他的守护神禁止其参与公共事务：如果我真的去从政的话，我老早就死掉了⋯⋯从政的人要是
真的想为正义而战斗，他如果想多活几年，就只能过一种私下的而不是公共的生活。
（《申辩篇》，31d～32a）苏格拉底在政治领域的退缩听起来令人震惊，尤其当我们回想起伯里克利
（Pericles）在其著名悼词中说的话：“因为他关心自己的故土，一个雅典公民不会忽略城邦⋯⋯我们
不会把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看作有害之人，而是会视其为一种没用的品格。
”相反，苏格拉底似乎完全否认政治在培育和实践德性中的积极价值。
他对政治家也深刻藐视（《申辩篇》，21c～d）。
这种定位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是无法接受的。
对后者而言，伦理学必须与政治关联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互不可分的，因为正确的法律“鼓励趋向德
性、追求高尚（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尼各马科伦
理学》，1180a6～7）。
他同样强调在研习法律和政治时，“经验在从政方面的作用却相当不小⋯⋯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
备政治的经验”（《尼各马科伦理学》，1181a11～12）。
这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去参与政治活动，虽然作为一个外邦人，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在雅典参与政治的
权利。
一个社会动荡不安而某人无能为力时，孔子虽同意那个人可以离开，但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仍
然是不可分的。
对他来说，“政”意味着“正也”（《论语·颜渊》，第十七节）。
据此，政治最重要的功能是用好的榜样去引导人民修德。
一方面，政治统治在于臣民道德修养的推进和发展。
另一方面，参与政治活动对每个个体的修养是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个体、家庭、国家和世界因为人的道德修养而结合在一起：“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
”（《大学》）事实上，孔子除了编纂古代经典和讲学外，也和他的弟子们一道上路游行，从一个国
家到另一个国家，劝说统治者们接受和实践他的理论。
伦理学的功能伦理学能让人们过一种更好的生活。
然而，关于伦理学怎样使人过得更好有着不同的观点。
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导向的是对对话者道德信念中混乱和不一致之处的揭露，并表明这些混乱的道德
信念应被推翻。
作为反面教材，诘问法提供了警示。
对对话者道德信念中混乱的揭露促使他去修正它们，并改变对话者的行为。
诘问法之所以有此冲击力，是因为苏格拉底要求对话者必须表达他真正的信念。
因此，如果那个观点被反驳了，对话者自己的生活或一部分的生活就无望继续保留声名。
可是，诘问法能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吗？
在诘问法是否能为对话者提供一个如何生活的建设性理解方面，评论者们存在严重分歧。
一方面，存在否认诘问法具有建设性作用的一些理由。
苏格拉底自己就常说他是无知的；而且，苏格拉底的诘问法贯穿始终的许多早期的对谈都无果而终。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相信它具有建设性的理由。
诘问法的一贯目标是对质询的相关道德术语给出普遍性定义。
这只在苏格拉底相信这样的探究是在制造道德知识时才能讲得通。
但即使情况确实如此，苏格拉底也从未解释他的诘问法如何能制造这种类型的知识。
许多评论者试图把它归因于诘问法的建设性作用。
但他们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各种信念在反复辩证的考察后不再被保留，苏格拉底审察
的广泛性最终形成了归纳性的积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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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释在理解苏格拉底如何能声称——尽管他否认知识的可能性——他知道特定道德的真理时是有
用的。
尽管如此，归纳并非一个强有力的论证，也无法实现苏格拉底希望达成的普遍定义。
亚里士多德似乎会认为诘问法只能是一个否定性的试验。
如同他在《辩谬篇》里评论的：“这就是苏格拉底何以经常提问而从不作答的原因，因为他自认无知
。
”（183b6～7）对亚里士多德自己而言，伦理学需要提供一个关于幸福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获取它的
正面理论。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始部分，他就认为人类最高善的知识（例如幸福）对生活有着巨大影响：
它岂不是，像射手有一个标记帮助他一样，更能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西？
如若这样，我们就应当至少概略地弄清这个最高善是什么，以及哪一种科学与能力是以它为对象的。
（《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24～26）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孔子同样相信伦理学必须提供积极的指引
，并提供对如何恰当生活的观念。
当苏格拉底声称他发觉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孔子则声称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并认为拥有此正
面的“道”之知识对人的生命而言是头等重要的。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第八节）注释[1]《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a25～26。
在《欧台谟伦理学》的1214b6～7，他也说过，任何可以自由地按其自己的选择生活的人，应该按照一
个目的去安排其生活，否则，那个人的生命就成了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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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比较哲学著作。
余纪元教授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是原创性的，他对专业的希腊哲学知识和中国哲学知识的运用非常
小心谨慎，并富有洞见。
我毫无保留地推荐这本书。
　　——NiCholas F．Gier，University of ldaho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它以文本为基础，对孔子
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
余纪元教授的精到分析，不仅使我们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相似与不同。
也使我们对他们各自纠结的问题有进一步的领悟。
　　——BradWilburn，Chadron Stat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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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性之镜》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它以文本为基础，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影响深远的思
想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
余纪元教授的精到分析，不仅使我们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相似于不同，也使我们对他们各自纠结的问
题有进一步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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