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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德与认识的关系，几乎与道德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
早在先秦，孔子便已确认仁与智的统一。
仁既是一种道德原则，也具有德性的意义（仁德），智则宽泛意义上包含认识的内容，从而，仁与智
亦涉及道德与认识的关系。
　　认识的领域总是涉及“事”和“理”。
事或事实属“实然”，理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必然”和“当然”。
一般而言，科学首先指向实然（事实）和必然，相对于此，道德则更直接地牵涉当然。
在道德领域中，“当然”通常以规范为其逻辑形式。
作为当然的逻辑形式，规范既包含道德的概念、范畴，又往往以简约的形式凝聚着不同的陈述。
儒家所说的“亲亲”，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如果加以展开，便可具体化为如下陈述：“每一个人都应
当敬重、关心父母。
”不难看到，以当然为内容，道德的规范同时交织着概念、范畴、陈述等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逻辑形式
。
　　以当然为指向的规范并不仅仅囿于形式之域，它同时具有实质的意义。
由实质的层面而视之，则规范的形成便涉及多重方面。
首先是价值的确认。
按其本质，道德规范的意义总是通过对行为的引导和约束而得到具体体现，所谓“当然”，便意味着
规定何者应当做、何者不应当做，而这种规定的前提，则是价值的认定：惟有具有正面价值的（善的
）行为，才是应当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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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知识与道德关系为主题，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学大家对格物致知提诠释为线索，运用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传统儒家在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得失，目的在于为解决当前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为传统儒家的
现代化价值转换寻求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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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休谟法则只是指出了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可通约的关系。
它既没有明确指出道德不需要理性，也没有明确表达理性的对象不包含道德，更没有对理性知识和道
德做严格的划界。
不过他揭示的人由事实到价值的跳跃启发了后人在此问题上所作的理论思考。
康德是受休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曾说是休谟的怀疑论打破了他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迷梦，他沿着休
谟的问题重点考察了人类的理性，发现人类的理性认识只能达到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获得关于事物现
象的知识，至于物自体虽然存在，但不能把握。
他通过考察认识的先天形式为自然知识的普遍性找到了根据。
在道德领域，他则采取三个公设的形式来保证道德的普遍性。
显然他对休谟问题的思考采取了知识与道德严格划界的方法，既然道德不能来自理性，只好把它排除
在理性认识的门外。
康德导源于休谟法则的这种二分法对此后的伦理学、哲学影响很大。
　　康德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自然知识取得了知识霸权的地位，所谓的能担保知识的普
遍性和客观性的可证实性、可证伪性原则成为衡量知识的唯一标准，关于形而上学的知识和关于人的
道德知识由于缺少经验证实和逻辑分析而被拒斥于知识的门外，知识成了自然科学垄断的头衔。
如卡尔纳普认为，价值命题不属于科学，而属于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
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
①他肯定价值命题也有其内容，只不过是表达人生态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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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认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为视阈，本书追溯了格物致知说的历史渊源以及
其中蕴含的理论问题，并由此分析了其演化、展开的过程。
作者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格物致知说的多方面内涵，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格物致知说所内含的
为学与为道的双重向度，并具体考察了程朱、陆王，以及王夫之在阐发格物致知说中的不同特点。
作者注意把握所论对象的逻辑思路，并从理论上分析其得失，其考察体现了新的学术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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