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本网首发 > 书评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彭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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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品课程教材《伦理学》评介 

 

教材的编写在成品之前应该是围绕一定的教学理念进行的，其内容和结构的设计要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同时，作为教材它

还要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并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伦理学是集知识与价值于一体的科学，伦理学课程的目的就是教人认识人

生、立己立人、成事成善。通读王泽应老师编著的《伦理学》教材，我认为，它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这本《伦理学》教材是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之一。作者长期从事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深知伦理学之于社会和人生的

意义，其学术功底和人文情怀在这本教材中也得以全面反映。可以看出，王老师是本着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

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学术视野从事伦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工作，力图站在伦理学学术研究前沿，把最新

的伦理学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力求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综合看，此著较于现存类似教材有如下值得关注的地方。 

1.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在这本教材面世之前，伦理学专业的教材也有不少，如罗国杰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伦理学》，魏英敏教授

主编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和《新伦理学教程》，唐凯麟教授的《伦理学教程》和《伦理学》，万俊人教授的《伦理学新论》，

郭广银教授的《伦理学原理》，倪素襄教授的《伦理学导论》，王海明教授的《新伦理学》等。这些著作或者教程各成体系，反

映了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教学需求。本教程吸收了伦理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继承。

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该著有很多创新。如第一章的第三节“伦理学的使命与任务”极具启发，可谓提出了当代伦理

学需要研究和发展的合法性问题，亦为学习伦理学和研究伦理学指明了方向。在第二章“伦理学的思想传统”，系统呈现了中国

伦理思想传统、西方伦理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统，在伦理学教科书中也是首次出现。第五章“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和原则”除了对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和集体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铺陈外，把人道主义、社会公正和诚实信用列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原

则，非常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发展之中问题的应对。第六章“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除了原有的爱

祖国、爱人民、尊重劳动、崇尚科学外，还增加了“保护环境”的道德规范，具有时代意义。而在“忠于祖国”、“热爱人

民”、“敬重劳动”、“崇尚科学”等传统的道德要求中，作者对其进行了新的解读。像“劳动的伦理价值”、“体面劳动和劳

动者的尊严”、“科学的伦理价值”等小节，在教科书中应是首次提出，赋予了伦理学教科书以新的内容。第七章把年轻人亟需

解决的“幸福”问题加入其中，能使学生在思考中掌握何谓幸福以及树立怎样的幸福观，体现了伦理学的教导功能。 

2.既讲感性又讲理性 

生活是感性的，而科学是理性的。伦理学教科书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们从感性的生活中认识到理性的价值。这本《伦理学》

做到了这一点。人为什么需要道德？人需要道德的理由是什么？人与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作者从“人存在的二重性与人的道德

需要”来论道德之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二重性的存在决定了人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追求。道德生活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

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要求在经验与超验、历史性与超越性、自然性与超自然的理想性等实现和解与辩证的运动，人的生活应该

就是这样的生活。如在第七章道德基本范畴对“荣誉”的分析非常透彻并且密切联系了生活实际，对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做

了细分并把荣辱和义利相关联，对于处理好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个人尊严和社会赞誉、自尊和谦逊乃至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都

做了很切实际的解说和引导。 

这种理念始终体现在该书的整篇布局中。无论在基础理论的阐释还是具体生活领域的道德解读，都饱含了作者作为一个伦理

学工作者立足生活又超于生活的严谨而平易近人的治学态度和为人老师的殷切情怀。 

3．既重知识教诲又重理论拓展 

作者在后记中说“‘伦理之学使人庄重’，凸显了伦理学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因而决意按照人的方式来生存的学术

品格，也内在地要求伦理学有独特的人文担当和人格关怀，不能也不应该只是知识性的阐释和现象性的描述。比较而言，伦理学

的知识旨趣只有服务于‘使人庄重’的价值目的时才有意义，如果硬有伦理学要执着地去揭示伦理学知识的严谨性和系统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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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或要像实证科学那样求得普遍的真理或规则，那也许既是伦理学的悲哀同时又是实证科学的悲哀。”作者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来

安排《伦理学》的知识铺陈和理论延展的。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第一章“伦理学概说”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类型、

伦理学的性质与基本问题以及伦理学的使命与任务进行了陈说；第二章的“伦理学的思想传统”包括中国伦理思想传统、西方伦

理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统的全面介绍，则是对伦理学概说的思想资源证成。第三章“道德的本质、结构和功能”是

对“道德”的本体性揭示，可以深化学生对“道德”的认识，而第四章“道德的起源、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则是对“道德”外

在运行的展现。第五章和第六章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的论述是对第四章内容的拓

展，使人比较合乎逻辑地理解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人类社会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第七章“道德基本范畴”的“善

恶”、“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的论述，都加入了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第七章第一节的“善恶”范畴论

证中，“正当与善及其优先性”的问题提出，是伦理学对善恶在政治-社会伦理学问题上的拓展；第二节的“义务”增加了“道

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既是对此前伦理学界对此问题讨论成果的吸收，也是从教科书的角度对此问题的新关注。道德心理、道德行

为、道德品质等是伦理学研究的常规领域，作者在第九章元伦理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解读，在此章，作者加入了“道

德人格”的内容，既是创新又是拓展，深化了读者对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的认识，使道德人格成为涵摄道德心理、道

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一个统一体，易于人们反省自思。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第十章论述了“伦理学发展的新领域”的内容，对应用伦理学的各领域进行了概论，使学习者能够

从中发展自己的兴趣，为他们进一步学习或研究伦理学铺展了知识背景。而第十一章“伦理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愿景”则是以伦

理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伦理学学科内部的关系作为本书的结语，使学习者形成对伦理学的整体性认识，在得到

教诲后，能起到“余味绕梁”的作用。 

4. 语言既朴实易懂又蕴涵深刻 

语言活泼优美、朴素亲切、广征博引是该书的特点。书中引经据典，可谓随手拈来。各种思想资料的运用纵横捭阖，恰到好

处。其语言风格充分体现了该书写作过程中所融入的厚重历史感以及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对现实的关注意识。 

可以看出，《伦理学》内容涉及应用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挑战，人为什么要讲道德，人类道德进步的规律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建设的意义与价值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其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人为什么要讲道德，当代中国人应该讲什么样的道德以

及怎样讲道德等问题，从而从心灵深处增强自觉自愿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能力。 

总之，本课程教材由伦理学概述、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人生观幸福观组成，涉及理论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诸内容，本质上是理论伦理学、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的有机统一。本课

程教材的现实感和理论性都非常强，充分吸收了伦理学的前沿学术成果和教学的研究成果，突出重点和难点，反映了伦理学一般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体现了伦理学之知识与价值一体的特征。作为一本教材，可以说比较完美。 

（作者简介：彭柏林，男，哲学博士、教授，湖南理工学院学科办副主任，主要研究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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