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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伦理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科学，是塑造人的道德品质和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最为重要的科学。
伦理学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使人们获得伦理学的理论知识和传播伦理学的能力，而在于它的教育、
改造和升华人的道德人格的力量。
在这一总的要求下，我们可以说，伦理学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要培育和决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即关涉到一个人的“人生观”或者“人生目的”这一重要问题；二是寻求实现和达到人生目的的方式
和手段，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达到理想的人生目标。
总之一句话，伦理学就是一门关于人的“德性”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其他一切思想教育的各门
学科，都可以说是作为辅助的学科与伦理学联系着。
因此，怎样才能使人们获得正确的道德认识？
又如何使人们所掌握的道德认识能够付诸实践？
这两个方面，是所有思想家们都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
道德认识问题既是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更是伦理学研究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识理论，是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和理
论问题。
吴瑾菁同志的《道德认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有关“道
德认识”的资料对比中，对道德认识的历史进行了归纳，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道德认识”的历史
发展线索及其轨迹。
在整个论述中，作者力求运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对道德认识的概念、特性、本质、过程、
基础、悖论和道德良知诸问题，逐一展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对有关道德认识的不同环节，
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初步勾勒出道德认识理论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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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认识问题既是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更是伦理学研究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识理论，是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和理
论问题。
作者力求运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对道德认识的概念、特性、本质、过程、基础、悖论和道
德良知诸问题，逐一展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对有关道德认识的不同环节，作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初步勾勒出道德认识理论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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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道德认识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它不是简单的直观，而是统一了知、情、意的能动的发展过程。
道德认识究竟是何种过程？
人们往往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道德认识过程是理智过程阶段与道德价值判断阶段，认同过程才是理智与意志相统一、
道德价值判断与选择相统一的阶段。
“认识的阶段，既属于理智活动的阶段，没有掺入主体自身的意志力，又属于价值判断的阶段，目的
是为以后的意志活动、价值选择奠定基础。
因此，主体自身的意志约束，应在对道德规范他律性进行认识的基础上再升华一步，进入认同领域。
认同意味着主体既认识了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又自觉服从这种他律性的约束。
⋯⋯因而，主体的认同阶段，是理智活动与意志活动相统一的阶段，是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
相统一的阶段。
”将认识与认同视为两个不同的过程，既看到了两种认识过程的不同点，亦涉及对于认识概念的理解
是在何种范围内的理解。
明显地，此处的认识概念是狭义的认识，仅将道德认识理解为理智过程阶段显然是有问题的。
可以看出，如何理解认识的概念是解释道德认识概念的出发点。
认识的概念一般有如下的理解：一是从词性方面。
“认识”既可以作为动词来理解，亦可以作为名词来理解。
作为动词理解的“认识”，是指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发展的、无限的过程。
作为名词理解的“认识”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标示。
动词的“认识”往往与“了解”、“知道”、“反映”等词联系在一起；名词的“认识”往往与“知
识”、“观念”、“印象”等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动词的“认识”与名词的“认识”无法截然分开，将认识理解为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反映，
既表达了思维活动过程的存在，也是这一存在过程的标示。
本文理解的“认识”既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也是标示这一过程的存在。
二是从内容方面。
对于认识的理解既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
广义的认识客观上包括有认知与评价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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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写完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字交付出版社时，安慰、欢欣、感谢、内疚等百般滋味即刻涌上心头。
回顾往昔，从开始着笔到完稿，六个年头过去了，小女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中悄然而逝，岁月给我们的感怀确是难忘，虽说在后记中致谢是俗套，仍想借此机
会对那些支持我、鼓励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前进的师长亲朋致以感谢与感恩。
落入窠臼之中，成为我无怨无悔的选择。
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
人们说，人生就是一个圆圈，在经过若干年之后，时间的长河又将你带回到起点。
这恐怕也是对我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再回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七年
时间，跨越了我的少年、青年。
这是一个人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一个人思想成熟最为关键的阶段。
因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都要感谢我的母校、我的母系。
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培养了我，塑造了我，假若今后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任何成绩，那都是与母校
、母系的培养分不开的。
感谢我的恩师——罗国杰先生。
本成果的基础来自我的博士学习成果，其中蕴涵了恩师的不少心血。
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罗先生年届耄耋、体弱多病，但对我的成长倾入了不少的时间与心血。
在恩师这里，我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伦理学学术研究方法，提高了自己的科研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老师
的为人、风范对我心灵产生的震撼与感动，已然是我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
在此我也要感谢焦国成教授。
焦国成教授是我的副导师，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中，给予了我大量的帮助和指导。
恩师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极大。
在这个物质至上、喧嚣躁动的时代，学术已然成为名利的跳板和附庸，可恩师能安于书斋，毕生致力
于学术研究、潜心学问，这给予了我莫大的启发和支持！
陈寅恪先生曾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为座右铭。
然要达此境界，必须有淡泊名利的态度，才能安于学术研究的艰辛与枯燥，才能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
所应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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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认识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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