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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名称如此冷僻的学术专著，在相隔十多年之后，能够再出修订版，对作者无疑是一个莫大的
肯定。
这至少说明，本书现在还有学术价值，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而被淘汰。
　　本书于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认真的作品，有很强的创新性，也常常征引其中的材料；甚至还常听说有研究
生将本书作为撰写博士论文的范文来读。
但对于本书某些最为重要的观点，大家则褒贬不一。
比如，本书的核心是以“伦理心境”解说良心本心进而说明人性何以为善，学界似乎一时还难以接受
这一看法，至少现在看是如此。
又如，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是本书的另一大创见，人们对此也常常不置可否，尽管本书出版后
学界已很少有人再将孔孟视为一体。
再如，本书在方法上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在道德哲学范围内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所谓三分方
法，大家对此更是躲躲闪闪，不置可否。
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说，时间还不够。
在历史上，大凡一个重要的观点或方法，不经过一段沉寂的折磨，是很难得到人们承认的，而这段时
间有时可能会长得令人难以忍受。
从主观方面说，本书对于某些重要观点的阐述还不够准确清晰，存在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难以令
人信服。
因此，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对本书加以修改。
刚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准备出“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将近些年来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
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本书有幸忝列其中，我就趁着这个机会进行了一次修订。
本次修订除改正具体表述以及引证资料方面的问题之外，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大的变动。
　　其一，调整了三分方法的次序。
我一直认为，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是在道德哲学范围内提出了三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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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善论研究素以困难著称，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儒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孟子性善论研究（修订版）》为解决这～难题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认为，人性之所以为善，一是因为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这种倾向属于一种自然本能，
是先天的；二是因为人有良心本心，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是一种伦理心境，属
于社会属性，是后天而先在的。
区分这两个不同方面，特别是理解伦理心境如何是后天而先在的，是破解性善论之谜的关键所在。
以此为基础。
作者特别强调，儒家性善论与西方道德哲学有很大差异，以康德道德哲学来研究性善论，只能将其掩
盖在西方哲学的阴影之下，不可能准确把握孟子的基本精神，弘扬其独特价值，彰显其特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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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泽波，1953年6月生，河北省石家庄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9年参军，长年坚持自学。
1986年以同等学力考取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1989年直升攻读博士，1992年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回部队继续从事教学工作，2001年正式到复旦大学任教。
多年来一直从事孟子研究，主要著作有《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孟子与中国文化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近十年来转向现代新儒家研究，著有《牟宗三三系论论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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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再论康德道德哲学与孟子性善论的差异参考书目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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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康德学理中的“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　　李明辉首先从道德思考的论证方法说起。
他指出，就一般的哲学意义而言，当有人要求我们为一项论断提出论证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用两种办
法，要么是指出这项论断在逻辑上的前提，要么是指出这项论断是双方共同承认的某项事实，从而为
论证确立一个起点，而不能无限制地追问下去。
道德思考也是这样。
在道德论证过程中如果不断追问下一步的根据，就意味着论证根据的无穷回溯，这样的话，论证就无
法进行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为整个论证寻找一个逻辑上的绝对起点，即笛卡儿所说的“阿基米得支点”
，从而达到中止论证的目的。
中止论证并不是独断论，而只是独断程序，康德反对独断论，但并不反对独断程序。
　　李明辉认为，在康德道德思考中作为论证绝对起点的，便是理性事实。
“理性事实”一词出自《实践理性批判》，在那里康德写道：“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
为理性的一个事实⋯⋯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
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
”①李明辉指出，这个“理f生事实”在康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理性底事实”、“纯粹理性底事
实”、“道德的纯粹理性底事实”。
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一种并非经验的而是纯粹理性的事实。
　　“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是紧密相连的。
李明辉认为，康德之所以将这种基本的道德法则称为“理性事实”，是因为它是既与的，可以直接呈
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首先是指可直接呈现于经验之前的东西，这是经验的事实。
康德在此依据假借义将这种基本的道德法则称为“理性事实”，因为道德法则虽然直接呈现于我们的
意识中，但并非以经验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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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杨泽波同志此书，无流俗市侩之气，亦非经生诵习教条之作，而力求自辟蹊径，谈自己的真切见
解，所以使读者感到新颖可喜。
　　——冯契　　杨泽波在这部书中较具创见的是他自创的“伦理心境”这个名词⋯⋯颇有新意，不
失为解释孟子性善论极具启发的概念。
　　——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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