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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在道德生活世界的前沿哲学被称为后思之学，哲学工作也因此被看做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理
论反思工作。
作为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伦理学当然也具有这种“事后”反思的理论特点，更何况诸如恩格斯这样
的哲学家还曾特别指出过，人们的道德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滞后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
从人类心理（意识）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样说不无道理。
然而，康德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道德观念或道德思维并不一定总是“后验的”，某些“先验的”
观念形式或理论原则常常是保证人类道德行为之普遍正当性和合道德性的前提条件。
一个完整的“道德形（而）上”理论图式（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建构，应当是从特殊的道德经验中抽
演出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道德原理（原则）、然后再将后者贯彻落实于前者的一个往返循环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既定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包括道德理论）事实面前，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和道
德理论思考都不是从零开始的，相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从某种既定的东西开始的。
再用康德的话说，现代人类社会已然成为文明的社会，而现代人则已然成为文明化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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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责任成为现代伦理的重要范畴。
本书围绕道德责任这一论题，界定了道德责任的概念，阐明了道德责任的特征，辨析了道德责任的类
型，揭示了道德责任的特点，进而从道德责任的存在、判断、实现以及道德责任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等不同方面，全面、深入、系统地构建了关于道德责任问题的学术研究框架，提出了构建以道
德责任为中心的道德调控体系，融合制度伦理与美德伦理各自的优势，进行责任制度建设和责任美德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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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鸿，伦理学博士。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哲学动态》、《教育科学研究》、《齐鲁学刊》等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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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相对照，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一直把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当成一个问题，认为只有自由意志的行为
才是有责任的行为。
柏拉图把美德归于知识，把恶行归于欲望，认为错误的行为总是因为知识的错误缘故，因为“没有人
自愿作恶”。
亚里士多德却不以为然，认为人的意志表现为一种经过慎思自动选择善恶的能力，美德靠自己，恶行
也依赖于自己。
很多人之所以有德，并非完全是知识的结果，而是因为意志发生了作用。
在他看来，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只有在道德责任的约束下，主体才能作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此后他的这一思想备受后人的推崇，用来指导道德责任的判断。
伊壁鸠鲁与他的同道拒绝斯多葛派的宿命论，并通过原子的自发运动来解释意志自由，因为在那时原
子就是人的灵魂，可以说开启了用自然科学理论来为自由意志存在寻求合理根据的思想先河。
自由意志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基督教中。
基督教认为意志作为灵魂的实质部分有它自己的人格，但这个人格化的意志是否能自由地指挥身体则
一直存在争论，直到奥古斯丁提出一种调和的观点，争论才基本结束。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使他们能自主自觉地决定做上帝赞成之事，但是人类
却滥用自己的意志自由，犯下了原罪，人应当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罪责。
并进而指出，意志倘不为邪恶所俘虏，就是完全自由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而行为是为善还是为恶
，关键在于意志是否以道德责任为依托。
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可使行为为善也能使行为恶的观点，具有警示意义。
奥古斯丁以罪责说来解释意志自由，开启了研究伦理学的新方向。
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皮科为代表，肯定了人有意志自由，并把它看成是人与动物的
根本区别。
认为上帝交与人的是一个自由意志，人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其本性的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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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是世界的创造者，更是世界的守护者和担当者。
“上帝给我们一具肩膀，就是教你来挑担子的。
”人生在世能否做到问心无愧，能否活得有价值，关键在于是否尽责。
假如没有责任，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
假如责任无人担负，世界又有何意义？
信息科技时代，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困惑，责任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或许部分因为，“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我们拥有得最少的德性，我们学会了认识它们的价值是因为
我们感到了它们的缺乏”。
于是道德责任问题进入了我研究的视野。
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于承担越来越高的责任，去寻找众多人生问题的答案，从而不断完成社会和历史所
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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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伦理学的研究应该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统一，本书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鲜明特色。
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既综罗各家、融会贯通，又独立思考、力图创新，全面、深入、系统地构
建了富有学术内涵的研究框架，深化和丰富了国内道德责任的理论研究，体现出作者细致缜密的理论
思维和厚重扎实的专业知识水平。
　　——郭广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于道德责任的研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推动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国道德进步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伦理学基本原理，通过对中外关于道德责任的思想
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对道德责任的存在、判断、实现和当今中国道德责任的建设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论述，在一个特定的论题上，弥补了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之失，是具有前沿性的
。
　　——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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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研究应该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统一，《道德责任论》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鲜明特
色。
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既综罗各家、融会贯通，又独立思考、力图创新，全面、深入、系统地构
建了富有学术内涵的研究框架，深化和丰富了国内道德责任的理论研究，体现出作者细致缜密的理论
思维和厚重扎实的专业知识水平。
—郭广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于道德责任的研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而且对推动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国道德进步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伦理学基本原理，通过对中外关于道德责任的思想
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对道德责任的存在、判断、实现和当今中国道德责任的建设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论述，在一个特定的论题上，弥补了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之失，是具有前沿性的
。
——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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