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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结构与伦理学》

内容概要

《道德结构与伦理学》的旨趣在于就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以及相应地发展何种伦
理学类型的问题，提出一种建设性的构想: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考察，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
系，区分社会制度伦理和个人德性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
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个人的义务意识。为此，社会的道德建设就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
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异
质道德要素的积极互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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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结构与伦理学》

作者简介

陈泽环，1954年生于浙江宁波，1971年于上海市第二中学毕业后进八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作。1979年考
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2003年，工作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包
括道德哲学、德国伦理学、道德建设、经济伦理学等。1989年至2005年，先后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卡尔斯鲁厄大学、汉诺威哲学研究所、慕尼黑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师范大学访学。自1983年起至今，先
后发表《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
引论》、《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等专著5部；《人在宇
宙中的地位》、《敬畏生命》、《对生命的敬畏》、《文化哲学》等译著10部；《社会主义的市民伦
理和公民伦理》、《底线伦理·共同信念－终极关怀》、《论西方伦理学的道德论证》、《道德建设
的文化根基性》等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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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结构与伦理学》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大学》和《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导论：道德建设的文化根基性第一节　立足传统的道德
根基第二节　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第三节　确立共同的伦理背景第一篇　道德结构论第一章　道德维
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第一节　道德问题的重大维度第二节　道德结构的基本要素第三节　道德价
值的核心原则第二章　道德结构及其基本要素第一节　底线伦理第二节　共同信念第三节　终极关怀
第三章　道德生活中的共同信念第一节　麦金太尔的“美德－传统共识论”第二节　罗尔斯的“重叠
共识论”第三节　转型社会中的共同信念第四章　分离基础上的互补第一节　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第
二节　“轴心原则”的分裂和互补第三节　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分离及对应第四节　作为个人伦理
的终极关怀第五章　根基和多元互动中的终极关怀第一节　终极关怀的文化根基性第二节　传承整体
性的终极关怀第三节　拓展个体性的终极关怀第二篇　伦理学类型论第六章　西方伦理学的道德论证
第一节　古代的幸福论和现代的义务论第二节　客观的宇宙论论证和主观的人类学论证第三节　最高
的价值是不可论证的第四节　从道德程序到道德结构的转变第七章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第一节
　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第三节　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第
八章　应用伦理学视野中的“人权”第一节　学说史中的应用伦理学第二节　人权的中国文化背景第
三节　中国经济伦理学中的人权第九章　政治伦理学与阶层变迁第一节　政治伦理学的维度第二节　
政治伦理学的主题第三节　“十大阶层”和政治伦理学第四节　建构政治伦理学的路径第十章　发展
中国伦理学的基本类型第一节　西方伦理学的类型区分第二节　中国伦理学的主题演变第三节　中国
伦理学的类型选择第四节　规范论、应用伦理学和德性论第三篇　应用伦理论第十一章　基本价值观
还是程序方法论第一节　三种值得重视的代表性观点第二节　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的核心问题第三节
　基本价值观和程序方法论的统一第十二章　应用伦理学和当代社会道德结构第一节　商谈程序、基
本价值和终极规范第二节　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第三节　应用伦理学和次终极价值第十三
章　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派论争第一节　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主要学派第二节　德国经济伦理
学主要学派的理论论争第三节　德国经济伦理学学派论争的意义第十四章　公民自由权利还是国家发
展战略第一节　德国的公民自由权利论证第二节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论证第三节　公民权利和国家
战略之间第十五章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第一节　美国自由企业的社会责任第
二节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责任第三节　中国转型经济和企业社会责任第四篇　人生哲学论第
十六章　真理·正义·自由－爱因斯坦的人生观第一节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第二节　几乎狂热地酷爱
正义第三节　要求个人独立第四节　诙谐幽默的心情第十七章　崇高·完整·深刻－施韦泽的伟大人
格第一节　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第二节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第三节　一个思想深刻的人第十八章　以小
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钱穆的“人生论”第一节　大生命与小生命第二节　心世界与物世界
第三节　天与人、自然与文化第十九章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第一节　转识成智：道德
哲学基础的奠定第二节　自由劳动：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石第三节　自觉自愿：道德行为特征的确认第
二十章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张世英的伦理观第一节　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第二节
　“主客二分”和“万物一体”作为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第三节　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
论基础之上第四节　哲学家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结语：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一节　伦理学要积极
反映时代精神第二节　强化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第三节　价值、权利和义务、美德第四节　全球伦理
的真谛－尊重和宽容参考文献后记：中德文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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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结构与伦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篇　道德结构论第一章　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导论》关于“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
、“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和“确立共同的伦理背景”的论述，当然是笔者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
题的基本观点。但是，这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和全面的道德建设涉及“制度道德性
”和“公民德性”两个方面。就我国当代理论界而言，通常所说的“道德建设”概念，虽然并不完全
排斥“制度道德性”问题，但主要还是指向了“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即“公民德性”方面。而就
《导论》的立论而言，主要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此概念的。因此，《导论》关于“道德建设的文化
根基性”命题的发挥，首先是关于“公民德性”或“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的文化根基性问题的
发挥。虽然，这也是对道德建设一个重要方面的发挥，但毕竟还不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和全面的
道德建设问题的发挥。这种发挥虽然有其“个人德性伦理”视角的特殊意义，但毕竟对于“制度道德
性”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考察。在展开论证之前，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阐明的。有鉴于此，本书的
第一章《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就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涉及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基
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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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结构与伦理学》

编辑推荐

《道德结构与伦理学》从道德结构、伦理学类型、应用伦理和人生哲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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