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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了刘合行教授的《道德评价标准论》一书，很有感触。
这就是眼下进行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深入研究和实践建立和谐社会的
道德基础，十分重要。
因为建立和谐社会，不论采取何种途径都需要道德保障，遵循道德准则，特别是面对物欲、财欲和权
欲日益严峻的形势就更加需要突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作为全人类的生命需求，且至少应该从如下几
方面规范人类行为，提升人类精神：　　（1）自觉追求真理，获取知识，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宜
室宜家，光大美德；推动人际、家庭间、种族间、国家间，以及天地间的和谐共存，实现国泰民安、
天地人和；积极地实践友善、博爱、包容与和顺；处处身先士卒、舍己为人，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及至需要时，不惜牺牲生命去为全人类的自由、独立、民主与平等而战。
现在许多入，情趣不雅，格调低俗，热衷于吃喝嫖赌，追求奢华，贪爱虚荣，放纵本能，贪得无厌，
自私自利。
这既令人痛心疾首，憎恶之极，更迫切需要社会从法律和道德等多个层面最大力度地树立伟大的人格
、高尚的德性，以救助堕落的人性、塑造光洁的人生。
　　（2）牺牲“自我膨胀”的利己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无私境界。
自我膨胀尤其是私欲膨胀，常常是滋生独裁、专制、极权和一切社会灾难与罪恶的根源。
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私欲弥漫的基础。
它没有认识到自我力量的渺小和社会力量的强大。
自我膨胀其实是精神的傲慢、意识的狂妄、贪欲的彰显，以及认识上的幼稚无知。
与之相比，我国的老庄哲学则非常明智。
在老庄看来，万物有道，天地有常，福祸相生，化不可极；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客观规律，随心所欲
地奢求不可期盼的目标。
为人者，关键是要能够做到清心寡欲，趋向淳朴自然，顺应造化之理。
如果人们能够让心灵安宁和泰、光洁纯净，不沾染世俗的污尘和瑕疵，做到恬淡无欲，就可以逍遥物
外，至美至乐，社会也就会变得和谐、秩序、安康、完美、河清海晏和富有才智。
与此同时，也能够控制欲求，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消除隔阂，悯恤生灵，普度众生，真正让感性和
理性、个体和社会达到和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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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进行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深入研究和实践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
基础，十分重要。
因为建立和谐社会，不论采取何种途径都需要道德保障，遵循道德准则，特别是面对物欲、财欲和权
欲日益严峻的形势就更加需要突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作为全人类的生命需求，且至少应该从如下几
方面规范人类行为，提升人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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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合行，男，河南柘城人，l963年6月生，汉族，l984年7月河南大学毕业，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
读助教进修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做访问学者、攻读硕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现为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主持和参加了省、部级和教育厅科研项目10多项，出版《道德文化价值论》等著作8部；在各种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全文复印和文献索引。
先后获河南省高校“两课”优秀教师一等奖、河南省“两课”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河南省“优
秀教师”、河南省“文明教师”、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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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价值的一种特殊形态，道德价值是既具有价值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其特殊性。
科学认识道德价值，应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德价值首先是在主客体的关系中产生的。
道德价值是以人类相互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以善恶评价为形式的社会价值形态。
离开道德主客体关系的存在，就不会有道德价值的发生。
道德价值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一般而言主要还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过去仅理解为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它既包括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也包括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
在种种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道德关系中是价值的客体，而在另一道
德关系中有可能成为价值的主体。
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在道德价值关系中的地位是可以互换的。
这种关系具有广泛性，它存在于人类各个社会形态，它遍及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在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有道德价值的存在，就是在军事领域、宗教领域也都有道德价值的存在；它渗
透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道德价值不仅渗透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之中，还存在于同
学、朋友、师徒、同事、亲戚等私人交往之中。
　　第二，道德事实是满足人们社会伦理关系需要的前提，是道德价值的客观基础。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关系，而同时也是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
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可以创造价值。
除了纯自然的价值以外，凡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所创造的价值，都可以看做是人的属性或人的内在价值
的外化和对象化，都可以看做是人的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
道德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一个方面，其价值也是人的内在价值的一个方面。
当这种价值通过社会实践而外化和对象化以后，就成为道德价值。
一般来讲，道德事实有广义、狭义两种。
广义的道德事实是指一切道德现象的存在，甚至道德价值也不失为一种道德事实；狭义的道德事实是
指道德主体的意识和行为的本真状况，即道德现象的客观记录和转述，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实然”
状态。
我们关于道德价值的本质界定中所使用的“道德事实”就属于狭义理解。
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道德事实应特别注意，并非一切事实皆为道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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