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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伦理学基础》一书，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一种
，主要是为了适应新世纪人才素质的要求而编写的一本伦理学的教材。
　　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紧紧围绕当代大学生在伦理道德上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注意联系大学生日常所接触的实际生活，是编写新形势下伦理学教材的一个重要问题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
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都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由此而来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
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伦理道德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本书的作者没有回避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形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
　　伦理学的理论是重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伦理学的教材也必须要着力分析和解决生活中所发生
的伦理道德问题。
如果仅仅停留在伦理学的理论层面，必然不能适应伦理学所应当担负的提高人的道德素质的功能；同
样，如果只注意应用伦理的要求而没有理论的支撑，就会把伦理学的教材变成各式各样的职业道德或
职业伦理教材，就没有理论的思考和辩证启示的魅力，也就失去了大学伦理学教材的品位。
本书的作者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对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阐述，把伦理学理论与应用较好地结合起
来，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创新”不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灵魂，也是理论能否适应时代需要和体现时代精神
的生长点。
从编写伦理学的教科书来看，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和各种需要，伦理学的教材，可说中如雨后春
笋，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前所未有的局面。
力求在理论上、体系上、框架上和内容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推动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这是值
得高兴的。
本书的作者也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有所突破，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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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静态地反映，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其社会性的。
人们通过各种实践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获得了个体多
向性的发展。
人与他人关系的形成催生了道德产生的必要性。
道德作为人类活动的精神现象，它所作用的对象正是人的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单个的个人
无法提出道德，甚至也没有道德之必要，道德的力量源于它对共同信守的观念、习惯等的维护，道德
并非个人头脑中的幻想物或纯粹个人的心理倾向。
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积极有为的过程，人不仅要服从和利用自然界，还要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努力
进取，为实现理想的境界不断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存在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生存，第二次是生活。
　　人的社会性实质就是个体存在的社会性，个体的确认正是在其社会性中实现的。
个体的社会性包括：第一，与人的交流。
这里既有亲属、同事、同学或朋友等组成的熟人间交流，又有与陌生人结成的公众问交流。
个体正是在与人的广泛而持续的交流中获得对自己的正确形象和关心他人的能力。
第二，参与社会活动。
广义的社会活动包括家庭生活、私生活之外的一切活动，如学校的班级活动、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乡
村活动等，在活动中，人们相互结识并合作，个人获得成就感和被承认的尊严。
身体力行，在社会事务和公益活动中才能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第三，接受社会现实。
社会对具体个人的影响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对个人而言，社会并非总是阳光明媚，也会有种种不测和
难以排解之苦恼，如他人的误解、人际关系的难缠等，个人在社会中还会遭受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
，但这一切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化解，个体要学会忍耐和承受，要能够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始终保持对
自己和时局的良好情绪和信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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