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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世伦理，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理论追求，90年代以来更成为一个讨论
热点。
其中支持者居多，反对者亦有之。
但随着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对普世伦理的批评声似
乎变得越来越强势。
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批评都着重针对普世伦理中的普遍性诉求。
这些批评可以概括性地表达为如下具有非此即彼性质的观点：寻求普世伦理要么无法摆脱文化霸权的
伦理指责，是以理论的方式和普遍性的名义为某种强势文化强力推行自身的生活方式而张目；要么就
是在建构一个在理论上或许可以满足普遍性诉求但在现实中只能流于空想的乌托邦。
这种批评性的观点包含了有关人类生活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洞见，但也的确在一些根本的方面误解了普
世伦理。
　　20世纪80年代的普世伦理追求并未形成鲜明的理论话语，而是自然地隐含在理论的普遍性诉求之
中，其背后是以人本主义为根本立场的启蒙信念。
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普遍伦理”（与中文的“普世伦理”一样，均译自英文“Univetsal Ethic”）
，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使用。
①秉承启蒙的理性信念，这些学者在伦理或道德问题上大都持建构主义立场，并主张“普遍伦理”中
的“普遍”（universal）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而非一个时空概念。
但是，如果伦理或道德观念根本上是理论建构的产物，而普遍性又是理论的当然要求，那么，在“伦
理”前面加上“普遍”作为修饰词就没有增加任何新内容，充其量只能起到强调作用，只具有修辞学
的意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求普世伦理>>

内容概要

万俊人教授这部《寻求普世伦理》是应新加坡东西文化发展中心所约撰写的学术性很强的专著。
在我读了这部书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万俊人教授用一种开阔的眼光审视当前伦理学中的重要问题。
这部书表现了万俊人教授对中外伦理学深厚的功力，他的论证和结论是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和前人研究
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他的独创性。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部书的作者在某些地方对一些学者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作者采取的
是平等讨论的态度，这无疑给本书增加了学术价值。
我不是专门研究伦理学的，只是对中国哲学有点研究，因此对中国伦理问题也有些兴趣。
万俊人教授要我为他的书写序，我只能就我很有限的关于当前文化讨论和伦理问题的讨论谈谈自己的
看法。
其实，我讨论到的问题在万俊人教授的书中都已涉及，而且更深入，更系统，这点读者在读这本书时
一定会得到重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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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德文化的多元视景　　引言 道德谱系与伦理学类型分析　　§1.全景与视点　　普世伦
理正吸引着当代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家的思想视线，成为了一个具有跨世纪跨文化意义的理论课题。
但是，比确认这一课题更为重要的，是展开这一课题研究所采取的学理方式。
毫无疑问，普世伦理所承诺的全球性人类道德问题本身，要求人们必须首先找到一种具有普遍合理性
的理论方法，在此意义上，普世伦理的寻求首先是一种普遍性学术立场的寻求。
显然，这一学术立场不可能是某种文化特殊主义或地域主义的，它必须具有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理论视
景，也就是说，它必须先建立一种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种道德传统的全景式视阈。
　　确立一种世界性的理论视景并不意味着取消某种基本的道德观点，恰恰相反，它需要某种确定的
道德观点作为展开其理论视野的“视点”。
道德观点是每一位真正的伦理学家乃至每一个人所形成的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人生、判断行为好坏
、进而作出恰当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立场。
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或社会、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特殊的道德观点，其间的差异甚至对
立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同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一样，人们的道德观点也是可以分享的，分享的基本条件是基本价
值立场的一致或接近。
当人们形成一种人类存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识时，就有可能和必要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
相对一致，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人类全体道德观。
这种人类全体的道德观点正是我们确立一种普世伦理的世界性视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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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每个民族（国家）都能针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共同问题，从自身文化的伦理思想中寻找有
益于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资源，那么经过大家的努力，建立一套寻求普世伦理的理论总会获得成功。
　　——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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