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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建华的这本《道德情感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一种视角)》着重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人类道德情感
的规范方面和历史发展，对中外道德情感概念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思传统
道德、理解现代人性、注重道德建设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学术主张。
该书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当前一个时期内的公民道德建设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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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道德理性的情感浸润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尽管是道德理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情感与理性
在道德生活中基本上是处于分离状态，但还是有在道德生活领域把理性和情感结合得很好的思想家，
形成了形式独特的道德情感理论，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例，这是道德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对抗的必然
结果。
在此，我仅就王阳明如何实现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结合作一概述，从中总结出对当代道德建设的某
种深刻启迪，旨在说明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的必然和可能。
　　王阳明实现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契合，是通过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道
德自律的情感机制三个层面完成的。
　　首先，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
　　宋明理学由于在解决圣人之境这一终极关怀何以可能这一切入点上存在性体与心体的分歧，导致
了个体意义上的心性对峙，表现出理学的内在紧张。
化解这种紧张的立场不同，同时也表现出对道德主体的确定不同，以及由此在不同层次上对道德主体
的扩展。
程朱以性为体，以性统心，化心为性，而作为超越经验的性，更多地体现为理性至上的品格，使主体
成为理性抽象的化身。
王阳明与此相反，他以重建心体为己任。
心体作为精神本体自然包含了理性，但从本体论层面看，心与身是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心无法与
身、与经验、与情感绝缘”。
这样，“心体在总体上便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普遍向度与个体之维的交融”
。
陈来先生在谈到王阳明的心学与正统理学的区别时认为，王阳明注重内心体验，强调精神生活优越于
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人的情感本质。
在王阳明看来，理不在天而在于心，心体就是道德本体，而“心”是具有知觉、思维、情感、意向等
多因素的结合体。
这样，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之理就由虚无缥缈的天国回到了人心中。
王阳明同时将“喜、怒、哀、乐、惧、恶、欲”七情作为心体的应有规定，使先验的心体与经验的内
容结合起来，使感性存在在理性世界中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这种把情感作为心的应有之义的主张，无疑体现了心体的丰富多样性，同时也暗含了对道德主体意识
多样性的内在规定，预设了完善道德主体的情感之路。
既然心体是道德本体，心身又是不可分的，那么，在身心一体上实现了人本身就是道德本体，即人是
道德的载体或主体。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德情感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