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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将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混同使用，美国学者贝克在主编《伦理
学百科全书》时，曾特别提及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这两个词常常被相互替换地使用。
”而事实上它们并非完全等同，区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异同是理解伦理学的关键所在。
 1.道德的概念在有关道德的定义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的界定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
涵：“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用善恶作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
、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为指导的人格完善及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
” 道德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特性，使得道德具有了不同的类型：依据
人们所处主要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社会公共关系、职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与此
相对应的道德也分型为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自然道德；依照不同经济关系性质的演
变，道德可划分为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共产
主义社会的道德（含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
 2.伦理的概念伦理与道德都以善为追求目标，但是道德是善的理想形式，而伦理则是善在现实社会生
活中的展现，具体化为普遍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规范系统，以不同的方式规定在某些社会场景中应该如
何行动或应该做什么等。
相较于道德，伦理具有某种更强约束性。
在生物医学实践领域，对医学伦理学原则和规范的违背常常也会受到某些强制性的惩戒，如医生在医
疗中如果违背知情同意伦理原则是不应该的。
但是伦理又不像法律一样是完全他律式的、具有强制性的，而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体。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道德的主要环节是我的识见，我的意图；在这里，主观的方面，我对于善
的意见，是压倒一切的”，而“伦理的东西不像善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强烈的现实的。
”道德是主观的，而伦理是客观的、现实的。
这种见解和认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认同，故而在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与伦理的差异被
人们所强调。
伦理的部分日益地被趋同法律化，而道德的部分则日渐私人化。
但无论是道德概念，还是伦理范畴实际上都是以善为追求目标，关注于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
主动性、能动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伦理学的类型 1903年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出版《伦理学原理》一书，将伦理学划分
为实践的、行动的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与分析的伦理学（元伦理学），这种划分既是学术研究的需
要，也是把握和理解伦理学学科的一种角度。
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是学界普遍接受的伦理学的三种基本类型，三者相互补充与影响
，共同构成完整的伦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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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应试指南:医学人文概要(适用于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2013新编
版)》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医学心理与卫生法规三个学科，单独成册，供各类别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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