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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

内容概要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内容简介：西方哲学家一直企图寻找某种独立于人们日常道德观念的客观正
确的道德原则，寻找这些原则和体系的哲学反思活动就是规范伦理学。本书紧紧围绕“什么使得一个
行为成为一个道德的行为”这一规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对当代西方流行的规范伦理学理论进行了系
统的阐述。这些理论包括：伦理学利己主义、行动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康德义务论、罗斯的初
始义务论、自利契约论、非自利契约论、经典美德伦理学和当代规范美德伦理学，其中对契约论和美
德伦理学的介绍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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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真，1954年7月生于湖北武汉，籍贯湖南。198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师从江
天骥先生，从事当代英美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1986年获武汉大学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
考取江天骥科学哲学博士生。1988年7月赴美留学，先在Ohio University做研究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
究和教学工作，后到Wayne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学习深造，1999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
在Wayne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和Macomb Community College人文一哲学系任教。2004年回国工作，现
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已在Southwest Philosophy Review、《哲学研究》、《世界哲学》、
《哲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
文、译文30余篇。出版英文专著一部(博士论文)：A Puzzle about Moralityand Rational ity．Copyright@1
999 byZhen Chen．Wayne State University。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伦理学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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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1
一、什么是伦理学?／2
二、什么是规范伦理学?／6
三、认识理由和行动理由／11
四、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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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种不同质的快乐／61
五、密尔对功利原则的证明／62
六、行动功利主义的优点／66
七、行动功利主义的问题／67
八、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改进／72
九、否定性行动功利主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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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规则功利主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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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

精彩短评

1、3.5  教材。太教材了，看了那些以人名命名的理论，根本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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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

精彩书评

1、看得出作者确实是对伦理学用功颇深的，虽然书名是“规范伦理学”，但是其实也讲了很多元伦
理学内容，而且有从元伦理学的各个方面来评价各种不同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对于各种理论的介绍都
挺深入，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一些最前沿的探讨，很少出现大多数伦理学教材的一个大毛病：对各种
理论进行歪曲后再进行肤浅地批评。另外部分内容也结合国内的社会情况和研究状况进行了评价。引
文注释非常详细规范，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按图索骥
2、（啊，我终于和哲学系的人一起上了一门课~虽然是期末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班是哲学系的。。。而
哲学曾是高考志愿之一。。。）陈真老师的基本功是扎实的，在阐释理论、基本概念这方面可以信赖
。当然我也只能用一个入门者的眼光来看待，检验的标准仅仅是语言是否清晰肯定、能否自圆其说，
前后有没有较大矛盾。在基本内容的介绍之外，教材也义不容辞地坚持把“不足”和“优点”作为每
个章节的重点讨论部分，以期融会贯通，增进学科的整体性渗透。这是我十分喜欢这本书的一点，章
节之间的衔接往往是依靠一种问题意识，即通过指出在先理论的不足，也就相当于给出下一个理论的
改进空间，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我想，这也更符合学习者的思维习惯/心理需求吧。不过，可惜的是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不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过多重复，就书中的内容而言，
伦理学学说的发展主要是两两相对的观点的交替前进，其中以效果主义和义务论为基本的对垒阵营，
在效果主义之下，有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学说，可以归到义务论之下的也同样如此。使我不解的是，
这一类的“不足”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个单独总结，成为如唯心-唯物那样所谓的基本矛盾，完全
没有必要在每一个分支那里都重新演绎一遍。或许这和书后交待的许多章节内容来自在不同时间里单
独发表过的专论有关，我想此书修订的时候，用总结代替各处或长或短的分论会更好。另一方面，和
前面那些基本内容相比，我猜测这一部分应该是原创性更大的。但陈老师有贪多的习惯，除去一些毫
无重复必要的思维定势之外，有些质疑本身不恰当，但作者在列举的时候却没有加以审查，（最能显
示浮躁的一个地方就是被陈真老师过度使用的“似乎”一词了）——甚至于比如说“囚徒困境”这样
的例子，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被“在社会中的持续性影响”质疑了，被加以限制了，但在后面的讨论
中，作者竟然会再次不假思索地把它作为反驳的工具，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矛盾了。此外，在利己主义
的介绍之后，举了多少零和博弈的例子啊⋯⋯我多希望他立刻引入零和博弈的概念，把所谓疑难的“
面纱”解开，事实就是在理论的交锋之中只要多增加一个维度，矛盾就不成其为矛盾。但关于市场经
济的“自利理性”预设，竟然是在倒数第三第四章才提出的，而处于这个位置，就决定了它几乎不被
进一步讨论了，陈真老师为什么之前一直按兵不动呢⋯⋯是因为想让我们按照学科本来的发展速度来
认识事情么⋯⋯可是我看书的时候真的觉得好气啊，人类思想的进步实在是太慢太慢了。每次打开这
本教材的时候，都要先深吸一口气，一连念上七八声“傻逼”，才能静下心来开始阅读。透过这本书
，看到的都是些笨重的朋友。那种感觉，就和观看那个严肃节目“走进科学”的揭秘过程差不多吧。
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最浪费精力的行为就是就两个并不互斥的对象展开优劣比较了。这本书中大多数
讨论都建立在一种迷思上，那就是对“唯一性”的执着探求。但诚实地说，并不是每一种情况下都是
非唯一不可的，为什么不能兼顾呢？而事实上，很多事情的考虑就是要兼顾的，现实情况大多是多种
力量竞合的结果。书中的列出的大部分表述都吃亏在“当且仅当”四个字，追求“当且仅当”也没有
错，但“当且仅当”一定是有有效区域的。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实际限制条件就想着无限扩张，不左支
右绌才怪呢。。。又尴尬又不好看。。。考完这门课以后，我把试卷默了出来，因为题目字数不多，
不用翻书都知道自己答得很差，述评实在答不全，还有的人名+xxx理论，我都忘记那个到底是什么了
。上课介绍也就算了，结果考试还要把人家的优点不足再考一遍——我实在是搞不懂光是记忆这些账
目本一样的内容究竟有何益处呢。这种菜单式的试卷，最考基本功了⋯⋯可是我基本功虽然不是完全
没有，报菜名的那种只看过一遍书的我却是确实不会——可是这种书怎么可能看两遍呢T T不过我又
怀疑我抽象思维能力也就那么一点点。要不是有这么步伐缓慢的一本书，再飘一点儿的，也许我根本
看不进去就直接放弃了——理由是我刚刚百度了一下“义务论和目的论”搜到的第一个结果是一篇论
文，读了几行我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一激动而是一恶心⋯⋯让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成果又产生
了怀疑。学渣对学习的爱实在太艰难了，学渣的爱随时在经受考验，爱在纤绳上荡悠悠。所以就是，
我对伦理学这门学科并没有发言权，只是就这学期的学习过程的一点感想而已。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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