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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和道金斯的《自利的基因》相继出版，提出了“
自利的基因”（selfish gene）和作为“文化基因”的“模因”（meme）概念，开辟了从生物学和社会
学的“新的综合”的角度研究伦理学的利他行为的新路线。
本来，循着这个研究思路，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道
德及其发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可望取得重要的成果的。
　　其实，在稍早的70年代初期，柯尔柏格就已经看到：“道德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普遍的人类移
情倾向和公正倾向不断的重新组织并使之变得更加合适的过程”。
这种“普遍的”“人类移情倾向”和“公正倾向”，实质上就是皮亚杰所说的“主体所完成的一切建
构”的前提——“先前已有的内部条件”，也就是康德式的先验的“图式”。
只可惜，作为0理学家的柯尔柏格，似乎对其本身不感兴趣，或者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没有或者不能
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予以研究，因此只能把其作为出发点，存而不论，从而把精力集中于心理学
的关于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的研究及其在道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对此，我曾经觉得：关于伦理范畴、道德价值的发展研究，应该有一个文化学与心理学、人类总体的
历史发展和人类个体的心理发生的“新的综合”；“在研究方法上，建构主义的探讨可望推及时道德
发展和道德教育中知情意行诸要素以及由此组成的道德发展整体的研究并得出富有成效的结论——如
建立一门从结构　发展角度研究道德或伦理的个体发生和人类发生的学科——发生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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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原型是道德意识在心理范畴上的原本模型，是构成人们道德识活动的基础的先在形式和倾向性。
它是祖先精神遗存和个体后天经验的凝结。
通过先天制约与后天建构的统一、生物机制与文化机制的互馈，道德原型完成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基于“异质同构”，作为心理形式的道德原型可以在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找到对应物，可称之为
文化道德原型。
    道德原型天然地包含着个体道德发展的各个维度。
个体的道德发展是个全内外部道德原型由主体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内涵丰富的整体发展。
    内隐学习是道德学习的基本形式。
内隐道德学习既以道德原型为基础，又以道德原型为内容。
道德价值的直接教学在促进个体道德学习的效率和建构新的道德原型方面具有独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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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型　　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
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列宁　　根源于人类学、发生学、精神分析学、分析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
原型理论，是人类在20世纪努力结合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探求自身精神世界而获得的思想武器之
一。
其内在的方法论特质与阐释力，提供了以原型为视角研究道德意识的生成及教育问题的新思路。
　　第一节　“原型”概念的多学科阐释　　“原型”一词，不论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用来指
称原型的英语单词有两个：archetype和prototype），最基本的意思均指原始的模型，是据以复制、仿
制或创造其他类似物件的事件。
例如，人类以鸟为原型发明了飞机。
在文学作品中，原型则特指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如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
是革命烈士江竹筠。
不过，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中，由于众多领域纷纷“借用”原型概念，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
赋予其不同的内涵，使得原型概念目前所拥有的涵义远比上述解释复杂而抽象。
我国学术界在介绍和运用当代西方原型理论时，基本上认同并使用了这些解释。
　　一、分析心理学领域的“原型”概念　　分析心理学是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流派之一，主张经心
理学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行为。
创造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人格结构的研究中提出了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又译集体
潜意识）、原型等重要的理论观点。
他所指的“原型”一般用“archetype”表示，是对古代哲学原型概念的激活与创新性使用。
荣格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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