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良心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良心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7047

10位ISBN编号：730114704X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怀宏

页数：356

字数：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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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论>>

前言

　　时光荏苒，距《良心论》1994年初版不觉十四年过去了，而它距离我最早有意于伦理学研究也有
二十八年之久。
《良心论》是我学业结束后第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也可以说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伦理学著作。
　　在《良心论》出版后的评论文章中，何光沪兄一篇“从‘我’走向‘我们”中的一段话最得我心
：　　“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
⋯⋯作者思考了这个对中国社会生死攸关的命根子问题，不但是勤奋地、勇敢地，而且是缜密地、系
统地。
就凭这一点，我想他不仅弥补了以往至少一百五十年的遗憾，而且值得受以后至少一百五十年的重视
，直到普通而合理的道德规范在中国确立。
　　的确，这就是我写《良心论》的基本用心。
它不是旨高行远的著作，而是希望能够对中国在一个激烈动荡的世纪之后的道德及社会重建尽一点力
量。
我期盼一个具有合理底线共识与稳定常理的时代尽快到来，哪怕我的书因此速朽。
　　约一百年前，梁启超出版了他的《新民说》，期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社会的个人伦理，可惜这一
过程一直艰难曲折。
《良心论》的精神意绪可以说是承《新民说》而来，甚至连文字风格可能都有些接近：笔底也忍不住
常带感情。
从这方面看，它不是很“学术”的，既不是严守“价值中立”的，也不是急欲与“国际”（实际是西
方的）学术接轨，而是主要关怀中国社会伦理的方向和成长，所用的主要概念也是尽量借助中国传统
的思想资源，在这一基础上做一种转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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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崩溃，其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也趋解体，道德及社会重建之路安在？
《良心论》深具本土关怀，依据传统资源，而又努力认识席卷全球的现代社会之性质特点，通过一种
富有创意的思想转化，尝试构建出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
这一体系以恻隐、仁爱为道德发端之源泉；以诚信、忠恕为处己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
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关系之枢纽，是中国20世纪自《新民说》之后伦理学曲折发展的一个
完成，也是新世纪的一个起步。
同时，它在道德普遍根基方面也继康德之后和之外展开了一种富有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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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祖籍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专著有《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公平的正义》、《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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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言初版序言绪论一个历史的、比较的导引：为什么传统良知论不能直接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
　一、良心的概念　二、良心的性质　三、良心的意义　四、伦理学中的良心　五、对传统良知论的
批评第一章 恻隐　一、恻隐所标示的人生痛苦及其意义　二、人生痛苦的尝试性分类　三、恻隐之情
的纯粹道德性质　四、对一种结合观点的批评　五、恻隐作为“道德源头”的含义　六、平心而论人
性善还是人性恶　七、单纯恻隐之情的不足和可能发展第二章 仁爱　一、对传统孝道的分析　二、现
代社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三、传统社会的夫妻关系　四、现代社会夫妻之间的爱　五、友爱与博
爱　六、博爱是否能从亲亲之爱中推出？
第三章 诚信　一、作为严格的道德概念的“诚信　二、信与义关系的历史分析　三、如何规定作为基
本义务的诚信　四、我们为什么不应当说谎？
　五、我们是否要拒斥一切谎言？
第四章 忠恕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为什么不说“己所欲，施于人”？
　三、难于实行忠恕之道的几种情况　四、“一以贯之，终身行之”的含义　五、为什么忠恕可以“
一以贯之，终身行之”？
第五章 敬义　一、“义”字的诠释　二、义务的客观性　三、对义务的敬重心　四、人的有限性与无
限性　五、由履行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第六章 明理　一、义理的普遍性　二、义理的普遍性对利己主
义的排除　三、义理的普遍性是否还要排除一种高尚的自我主义　四、什么是道德观点　五、走向道
德观点的转换第七章 生生　一、作为分析范畴的“生生”概念　二、传统的“生生”观念　三、近代
“生生”观念转变的必然性　四、以严复为例看近代“生生”观念的转变第八章 为为　一、古代“出
入之辨”　二、再论退隐与进取　三、“出处之义”是否已经过时　四、先儒“出处之义”　五、士
人出处的历史困境跋：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附录　一、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二、“
良知”何以为“良”？
——答倪梁康兄　三、良心、正义与爱——两种伦理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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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即使摆脱不了痛苦，痛苦对人生却也不是无意义的。
这不仅是说它本是人生应有之义，不仅是说有了它的存在方能反衬出快乐和幸福，不仅是说它使人生
变得丰富多彩（单纯快乐的生活肯定是乏味的生活），也不仅是说它从各方面锻炼和发展了人，而且
是说它还有一种道德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区别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痛苦的不同态度来展现这种道德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受到痛苦，而不同的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待痛苦的态度也各不
相同。
　　对待痛苦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注意、哀怜和关切，一种是冷淡、漠然和蔑视。
对自身遭受的痛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哀怜和关切是很自然的，只要不是把自身的痛苦夸大和突出
到这样的地步——或是反复咀嚼它而陷入绝望；或是反复倾诉它，似乎全世界的眼光都应该集中于此
——那它就无可非议，甚至放弃这种关切就是放弃对自身的一种义务。
因而，这种关切也可以说具有一种道德意义。
但是，如果这种痛苦是个人不可避免或自身无法消解的时候，采取另一种态度也许倒是更合理的，即
对这种痛苦采取一种淡漠置之的态度，使身体和处境的痛苦不致也成为精神的痛苦。
在斯多亚派的哲人那里，这种痛苦甚至要被精神给否定掉，在他们看来，任何痛苦，都只有通过心灵
才能变成痛苦，只有我承认痛苦，这痛苦才真正是痛苦，而外界引起的痛苦并不能够影响到我的内心
。
这种态度并不是一般人都能采取的，它也常常具有一种很高的道德意义，尤其是在这是为了坚持一种
正当的或高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当把这两种态度应用于对待别人的痛苦时，情况却发生了一种重要的，甚至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在面对别人的痛苦时，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痛苦是采取一种淡漠置之的态度，因而觉得可以对别
人的痛苦也采取同样的态度，那么，显然是混淆了人我之分。
这样，这种本来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态度，就因对象的不同而转到了自己的反面，它在面对他人时就
不再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了，而是非道德的，甚至是反道德的了——即如果他人如孟子所举例证中那样
正处在生命危险之际，而援助又不必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时候。
一个斯多亚派的哲人，可以在剧烈的病痛折磨中高喊：“不，你不是痛苦！
”然而，他却不能如此化解别人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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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
《良心论》作者思考了这个对中国社会生死攸关的命根子问题，不但是勤奋地、勇敢地，而且是缜密
地、系统地。
就凭这一点，我想他不仅弥补了以往至少一百五十年的遗憾，而且值得受以后至少一百五十年的重视
，直到普通和合理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建立。
　　——何光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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