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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伦理学经典著作选读》是为着伦理学方向的哲学硕士研究生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学习中西方伦理
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的需要而编选的。
     中西方文明都具有非常渊深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
伦理思想是人们关于交往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规范的观念、观点和理论的总体。
这些思想资源是伦理学的本源。
作为哲学的一个古老分支，作为人生良好生活的学问，伦理学离不开这个本源。
关于伦理学的思想一经发生，就非常自然地与它本源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
人们通常难于把它们完全地区别开来。
人类的生活在继续，这个本源也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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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蘑为仁，踞跤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辟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
白玉不毁，孰为硅璋！
道德不废，安取仁义！
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五色不乱，孰为文采！
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行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跽。
马知已此矣。
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闽扼鸷曼诡衔窃辔。
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正天下之形，县跤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踞跤好知，争归于利，不可
止也。
此亦圣人之过也。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泾流之大，两涣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日：“野语有
之日，‘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
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日：“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
道者，束于教也。
今尔出于崖溴，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以语大理矣。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
旱不知。
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
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
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署空之在大泽乎？
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梯米之在大仓乎？
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于马体乎？
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
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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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伦理学经典著作选读》即将付梓，廖申白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前言，大致交代了编选本书
的目的和用途。
之后，廖老师特嘱咐我们再为本书作一后记。
后记其实可记不多，值得一说的应该是本书的选材。
本书中国伦理部分的资料选取（主要由王楷完成），大致以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特别是
第二编“人生”）及《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为参照而损益之。
版本方面，为体现文献整理方面的最新进展，尽可能选用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标点本，譬如中华书局
版的“新编诸子集成”及“理学丛书”等。
在思想流派发展的“源”与“流”的关系方面，力图在“源”“流”兼及的框架之下尽可能对“源”
给予较多的关注。
此外，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由于编者学识方面的局限，本书中国伦理部分的资料选编，对佛学这一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体系采取了存而不论的处理方式，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重大的缺憾。
本书西方伦理部分的资料选取（主要由马永翔完成），基本按照各主题从已有的中文译本中选出（在
这里向所选材料的译者致谢，若涉及版权问题出版方将予洽解），个别迄今没有中文译本的材料则直
接取用了英文／译版。
选材过程中面对如下一些问题，并相应作了处理：①每个主题可选的材料众多，但囿于、篇幅，本书
只选取了编者认为最重要的几篇文献，且不得不加以裁减节录，这也使得所选材料难以恰切反映相关
主题的思想；②有些思想家（如柏拉图）的文献目前存在多种中译本，不同的译本很难说一定孰优孰
劣，本书选编采取的策略是兼取不同译者的译本，这样读者也可相互比较；③有些重要概念（如“德
性／美德”、“功用／效用／功利”、“正义／公正”等）不同译者有不同译法，本书选编都保留了
所选译本的译法，没有强求一致。
无论如何，本书选材局限颇多，只望给予读者初步引导，若需深究，还是得诉求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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