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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以先秦伦理思想为基点，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探讨了儒家伦理规范体系的完善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
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治国兴邦和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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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国杰，1928年生，河南内乡人，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单法律系，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哲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
长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四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
国伦理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第二、三、四届会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
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所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罗国杰文集》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哲学类一等奖，《道德建设论》与《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均获1999年国家“五个一工
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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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不能简单地罗列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而
是要进一步寻找其中固有的必然联系，考察这些观念和学说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影
响下发生、发展的，即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斗争、彼此影响、相互吸收、前后承袭及其逻辑的、必然的
发展轨迹。
一部伦理思想史，不仅应当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要有鲜明的伦理学特色，要能够详细地反映出道德
观念和伦理学说在历史进程中相互斗争、相互吸收、前后相承、不断发展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伦理思想一直同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政治、法律等思想融为一
体。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一直以经、史、子、集分类，而未形成相对明确的学科划分，也不
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伦理学学科。
尽管经、史、子、集中的不少内容，都深刻地论述了有关人生价值、人性善恶、道德原则和品德陶冶
的各个方面，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却始终没有以“道德学”或“伦理学”命名的专著。
《论语》和《孟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中国伦理学史上最早的两部伦理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
着大量的社会政治思想。
朱熹的《小学》可以算是一本道德教育专著（他自称这本书是要回答“做人的样子”这个问题的）。
宋明以后，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更加倾向于探讨如何做人的问题（即如何“成贤成圣”），或者由探讨
如何做人人手研究如何治世，哲学越来越伦理学化，理学家著作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也都服从于伦理
学。
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理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道德，但这种道德理论仍然同政治和哲学等结合在一起
。
虽然《礼记》中就出现过“伦理”这一概念，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却未能建立起专属于伦
理学的术语和范畴。
1910年前后，刘师培参照西方伦理学著作，结合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写成《伦理学教科书》，但依旧
不成体系。
而西方却早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伦理学体
系。
中国是一个以文明礼仪著称于世的国家，伦理思想一直同各种思想融为一体，在学科上未能形成相对
独立的理论系统，这是同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相联系的。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这个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难度。
如果不能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挖掘、探索和剥离出各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
合乎内在逻辑的中国伦理思想的框架体系，我们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内取得重大的成果。
除了从所谓的“经”、“史”、“子”、“集”中，从众多的中国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来研究以外，还
必须从我国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以及政治、法律著作中，来探讨和总结中国伦理思想。
　　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还要特别注意它同中国哲学史的区别和联系。
哲学史是人们对于整个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的历史。
它的研究是为了汲取人类认识史的经验教训，阐明和发扬真理。
伦理思想史是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关系和社会道德现象的认识的历史，它有自己的特殊性。
由于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研究对象不同、重点不同，结论有时也不同。
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在认识论上往往会混淆、抹杀以致颠倒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但中国伦理思
想却包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只看到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共同点，而看不到其不同点，就势必会把哲学史的框框套到伦理思
想史上，从而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同样，如果只强调二者的区别而看不到它们的联系，使伦理思
想完全同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割裂开来，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两种倾向对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有害的，应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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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从哲学史中孤立地摘取某些思想家们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思想，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
以为就掌握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这种想法当然也是错误的。
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必须揭示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揭示每一个伦理思想家的思想结构
体系和理论贡献，特别是要对每一种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等，作出科
学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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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在世界科技革命潮流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研究中国伦
理思想和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不仅对继承我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改善社会风气，进而推动整个现代化建
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罗国杰所著的《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以先秦伦理思想为基点，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的历程，探讨了儒家伦理规范体系的完善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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