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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根据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并结合其《政府片论》等著作撰写而成。
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综合，因而首先要尽可能排除每一种趋
于减损这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然而所有的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根据功利原
理，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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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边沁的生平边沁伦理学的地位(一) 作为伦理学家的边沁(二) 伦理学在边沁思想中的特殊地位(三) 边沁
伦理学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一) 时代背景(二) 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三) 直
接思想先驱思想旨趣和思维方法(一) 思想旨趣(二) 总体思维风格(三) 具体思维方法功利原理的系统阐
释(一) 怎样理解功利原理(二) 功利原理的论证(三) 对其他非功利原理的驳论快乐和痛苦的全面分析(
一) 快乐和痛苦的来源(二) 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三) 快乐和痛苦的类型(四) 影响敏感性的状况行动及相
关要素的分析(一) 人类一般行动(二) 行动的环境(三) 行动的意图(四) 行动者对环境的知觉(五) 行动的
动机(六) 人类的一般性情(七) 有害行动的后果、罪过和惩罚边沁思想的回响(一) 约翰·密尔对边沁思
想的修正(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边沁思想的批评(三) 密尔之后西方伦理学家对功利主义的继续阐发和修
正附录一 边沁生平简历附录二 边沁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附录三 边沁著作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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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

章节摘录

　　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边沁之所以能够成为系统的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是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
代密不可分的，同时有着深厚的哲学（伦理学）思想渊源。功利主义的产生首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反映了边沁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的经济、社会要求和思想状况，并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
和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变革；它的产生也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即承袭了英国乃至自古希腊以来经验
主义和快乐主义伦理学的传统。　　（一）时代背景　　如果我们超出英国的范围而关注边沁时代整
个欧洲的社会状况，就会毫不怀疑地断定当时的西欧正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
联合其他社会阶层试图推翻旧的封建统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与这一变革要求相适应，
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动了席卷整个西欧的一场猛烈而持续深远的启蒙思想运动，旨在批判传统的
宗教神学和封建的意识形态。而在这场席卷整个西欧的变革运动中，英国又毫无疑问地处在一个特殊
的重要地位。　　我们首先看看英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15至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廉价劳动力，但也造成了旧式贵族的没落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英国社会形成了以土地贵族、工业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利益冲突
埋下了种子。　　1688年，资产阶级进行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光荣革命”，以立宪君主政体取代
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从而为经济上的变革开辟了道路。但这场革命并不彻底，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占
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力。在这种政体形式中，封建保守势力仍很强大，少数大贵族通过控制议会
而把持着政府。因此，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仍旧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留下了进一步反对封建特权和
思想意识形态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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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

编辑推荐

　　《近现代西方伦理学家思想精华丛书》之一，本丛书包括了卢梭、康德、摩尔、边沁、海德格尔
、蒂里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八大名家。各部案例研究都相当精深别致，不同凡响。如何做西学？尤
其是如何料理西方伦理学？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书中作者都以他们独到的研究和勇敢的探索，对
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答，无论他们的解答是否全面，是否准确，是否精当，他们的努力都是值得
重视和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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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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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

章节试读

1、《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的笔记-第70页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
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关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
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
绝不再受其支配，但实际上他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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