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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

前言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批准号：03AZX006）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和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全书系项目主持者唐凯麟及
课题组全体成员于2004-2008年所公开发表的该项目研究的专题论文与相关成果集结而成。目前，国内
学术界全面系统地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而学者多以人物研究和思想家的伦理
思想研究为主要论域。而本书所集结的论文则涉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
伦理关系、道德观念、道德心理、行为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等方面。从不同侧面展
示了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领域的道德生活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与历史走向，以求探寻中华民族道德生活
的发端、形成、演变、特点及其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客观地再现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道德生活错综复
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其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它是课
题组全体成员全面完成国家重点课题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的准备。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学术界与社会
的关注，多篇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
明日报》等转载、摘登、介绍，不少还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伦理学》、《中国哲学》等全
文复印。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以观念形
态的伦理思想和实际的道德生活的互动为研究视域，在广泛地占有和梳理文献资料（正史、野史、稗
史、笔记、方志、碑铭等）的基础上，参考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民俗民风调查
，把俗文化和精英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采取述评结合、史论互证、历史和逻辑统一、宏观与微观并
重的方法，以专题形式，从不同侧面描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实际的伦
理关系、道德观念、道德心理、行为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以展示各个历史时期各
个社会领域，如政治生活、经济交往、文化教育、婚姻家庭、职业活动、民族关系等的道德状况、相
互关系及其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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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

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以专题论文的形式，试图描述中国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级、阶层
、集团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道德心理、行为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以展示各个
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状况、相互关系及其历史走向，探寻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发端、形成、演变、特
点及其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客观再现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道德生活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其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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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凯麟（1938-），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中国伦理学会剐会长等。先后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重点课题5项，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5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省级项目l4项，出版专著4部，主编教材3部，丛书3套，作为第
一作者的合著2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曾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3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优秀论文奖2项、湖南省社科成果优秀著作一、二等奖l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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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总论道德生活界说试论“道德生活”的特点与类型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论
道德生活史研究的独特视阈及原则要求中国传统道德关系的特点中华传统美德通论论中国传统德育思
想的基本特征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思想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二、先秦至隋唐时期先秦礼文化凸显的道德生活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秦汉时期道德生活的变
动格局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秦汉时代之羌族道德生活秦汉时代之南越道
德生活秦汉时代之西南夷道德生活“善者因之”——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轻重之辨”——《盐
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意蕴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
感性追求与特立独行——魏晋南北朝的士风简论隋唐道德生活的特点简论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三
、宋元明清时期明代道德生活与核心价值观明代初期道德生活的政治导向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特质—
—以关中李二曲为个案论中国传统道德的诚信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略论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
明代心学本体论与明代学风张居正经世实学思想初探张居正悲剧与明代道德生活论清代家庭的道德生
活论清代官员的道德生活四、近现代时期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
伦理思想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晚清中国乡村的公共道德生
活探微晚清时期制度性腐败对官员民本主义政德的消蚀试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正确梳解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矛盾制度伦理：建构当代公共生活秩序的优先课
题和谐社会建构的制度伦理基础传统和谐理念及其现代价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社会主义价值导
向的集中体现——学习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意义重大民族
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的生动范例——解读李春华让高尚的道德回归生活、引领生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解读袁隆平、余锦柱敬业奉献的高尚品德“好人”如何一生平安——走出“德福悖论”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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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道德生活的特点　　道德生活，作为一切合乎人类道德的有目的性活动，从其特性上看，必
然具有历史性和共同体性。这是因为人类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变化过程。不
同的时代，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手段是不同的，这足以决定人类道德生活的历史性。同样，
人类当中的任何有目的性活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活动，它总是一定的共同体内部的有目的性活动。这
两方面共同决定了人类的道德生活的历史性与共同体性。从道德方面看，无论是从德性还是从道德规
范看，道德也是具有历史性和共同体性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提倡不同的德性和道德规范；不同的共同
体之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理想人格与道德理想。总之，无论是从一般人类生活的角度看，还是从单纯的
道德角度看，道德生活都具有历史性和共同体性。　　道德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分维性。既然道
德生活在本质上是人类的有目的性活动，而从目的之本性来看，人类的目的总是相对于手段而言的，
一个目的相对于比它更高的目的而言，往往只不过是实现更高的目的的手段，但相对于实现这一目的
的手段而言，它又可以被看作目的，这就使得目的本身根据其在目的与手段所形成的链条或体系中所
处的位置而具有了不同的层级。目的的层级性决定了道德生活也具有了相应的层级性。这意味着道德
生活之中往往包含着道德生活，而且由于目的往往是其上一层级目的的构成要素，而同时又可以被分
解为若干个下一层级的目的，这就使得目的本身在结构上具有了某种自相似性。由于几乎所有的目的
都是比它高一层级的目的的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而同时又可以被分解为比它低一层级的目的。这种
目的与目的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如果从总体上看，就意味着这一总体结构的每一部分都与其总体在
结构上相似。这就是一种自相似结构，这种结构在数学上称为分形或分维（fractal）结构。从这个意义
上看，道德生活本身其实也具有分维性。这种分维性表明道德生活是一系列相关联着的道德实践构成
的集合，是一个相关联着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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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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