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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学文库：道德社会学引论》承继迪尔凯姆的道德社会学范式，努力构建一个道德社会学的
理论框架。
《社会学文库：道德社会学引论》认为，道德社会学围绕道德事实尤其是道德行为事实展开，由于道
德行为主体不同而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道德事实，另一类是社会道德事实，两类道德事实在特定的
社会场景中相互影响、制约和建构。
个体道德事实主要探究道德社会化这一核心主题，社会道德事实主要研究与血缘、业缘和地缘关系相
对应的婚姻家庭、职业以及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状况，两类道德事实研究最终指向对正常状态和失
范状态下测量指标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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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长宇，社会学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在《世界哲学》、《道德与文明》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并完成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各一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在研一项。
主要致力于社会学理论、道德社会学及政治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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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道德社会学的缘起　　通常认为，道德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
立，是与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埃米尔·迪尔凯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道德社会学诞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它的胚胎已经成熟，在一切实质上，都已经取得
了后来的形式。
到了迪尔凯姆那里，这个初生的婴孩，既老练又娇嫩。
　　道德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前，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方哲学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关于道德的
研究已经积淀了丰厚的理论遗产。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伦理思想和各种道德学说的源头。
古希腊人早期的道德思考，主要体现在希腊神话中对神、神话英雄的行为及人格魅力的颂扬。
当这种价值体系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时候，立足于合理主义精神的自然哲学便脱颖而出，即以
泰勒斯为始祖，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哲学家”的先贤们所进行的一种关于自然世界的合理性解释
。
然而，在自然哲学里，关于人的思考、人是如何适应并接受这个自然世界以及人的价值取向问题还没
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苏格拉底则从目的论世界观出发，呼吁人们“不仅只是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即人要追求“善生”
理想，其实是道德思考的人文关怀的转向。
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道德追求概括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幅
全体国民进行社会分工，接受“哲学王”统一领导的理想国家的政治蓝图。
亚里士多德道德思考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特有活动性质的关注，并认为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研究只能获得
粗略的确定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现出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且侧重美德研究，注重道德的社会
性要求。
到了希腊化时期，即从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到罗马共和国解体的300多年，道德研究以不同形式倡导个人
价值，高扬个人的独立及其他基本权利。
“在这个沿袭前人并无创造力的时代，形成研究中心的完全是个人伦理学。
”从希腊化晚期开始，犹太教内部产生了基督教意识形态，公元2世纪以后，这种基督教意识形态成
为主流，并发展成为基督教神学伦理学或神学道德哲学，托马斯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体系是中世纪经
院哲学伦理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代表了13世纪基督教会在获得对世俗王权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试图建
立一个基督教一体化世界的基本构想，找到了“在上帝的预定和人的意志自由、信仰与理性、神恩与
自然、人的活动的彼岸目的性和对尘世幸福的追求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平衡点”。
欧洲中世纪持续千年，到14世纪末，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文艺复兴运动、宗
教改革运动使得理性与科学的信仰呈现给了现代社会。
近代科学在16和17世纪取得巨大进步，尊重事实、注重经验和理性的科学精神也蔚然成风。
欧洲的17世纪也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就是最重要的表现，理性主义伦理学从
笛卡尔开始，在斯宾诺莎的道德思想中得到系统发展，并通过莱布尼茨对德国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
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源远流长的西方道德研究的理论传统，成为道德社会学建立、沿续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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