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法与道德哲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然法与道德哲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8080378

10位ISBN编号：7308080374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丹] 努德·哈孔森

页数：407

译者：马庆,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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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法与道德哲学>>

前言

欧洲入的精神世界在脱离了希腊化的时代之后，进入了中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沉睡，直到被启蒙运动彻
底唤醒。
启蒙本质上是人类在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按照康德的著名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
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启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陷入若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运用自
己理智的蒙昧状态。
没有启蒙就不可能有自我清明的人生状态，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的幸福；没有经过启蒙的公民，
也就不可能有合乎人类根本目的的社会生活；没有启蒙思想推动的科学发现，就无法应用、评估和改
进我们的各项制度和技术，并使之造福人类社会。
一言以蔽之，18世纪前后发生的启蒙运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自我认识，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应有的
自信与尊严。
与此前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人类解放运动不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其特有的方式牢固地确立了世界—
—自然的世界、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的可认识性的观念，指出了人类摆脱自我蒙昧状态的方法和方
向。
启蒙时代的人们，无论是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或情感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差
异如何深刻，如何看上去多么不可调和，都截然不同于以往。
他们具有对人类自我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的高度自觉和自信.甚至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可看做是总体上
和谐的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必要的声部。
我以为，这也正是启蒙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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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八世纪道德哲学中不少重要成分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非常大，自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之后，新教主义内部发展出了这些自然法理论。
一般认为，新教徒的自然法理学在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之间留有一种张力，而且这种张力对后续的很多
道德和政治思想特别重要。
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来说，这种观点尤为恰当。
在对十七世纪欧洲自然法背景做一个广泛的概观之后，本书论点由此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苏格兰的道
德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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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道德理解为符合自然法，这种尝试古已有之，但现在大多将这种形式联系到13世纪晚期的托马斯·
阿奎那（Thomas Aquinas）身上。
通常认为，早期的自然法是为阿奎那的范式做准备工作，而后期的自然法是衍生自阿奎那的范式。
这种研究路径导致了一种长期的争论，即相比于托马斯主义来说新教自然法的地位如何，而争论的焦
点是所谓的“近现代自然法之父”雨果·格老秀斯的原创性问题。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这些分歧，这些源头揭示了经院哲学的（不仅是阿奎那的）自然法与那些在17世
纪以及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新教主义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法学说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连续
性。
然而，对身处那数百年间的道德哲学家来说，尤其是对那些近现代自然法学家来说，在格老秀斯那里
似乎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革新。
直到康德以及那些受康德影响的人重写哲学史为止，新教自然法都被视为道德哲学一个独立的学派。
专注于格老秀斯地位，这多少阻挠了人们解决这些争论。
虽然构成格老秀斯基础理论的自然法素材早已在欧洲传播，很大部分已被那些伟大的经院哲学思想家
，特别是那些16世纪的西班牙思想家所利用，但格老秀斯的后续者仍然认为其中包含有危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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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翻译由马庆和刘科共同完成，由马庆统稿。
对于一些术语，我们尽量按照国内通行的翻译惯例，比如把“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相应
的“utility”也就翻译成了“功利”，虽然有时候翻译成“功效”更好一些，但为了词根的对应，最后
还是统一选择了“功利”的译名。
不过，由于经济学中已经通行了“边际效应”，所以“marginal utility”翻译为“边际效应”。
还有一点要说明，因为“modem”有“近代”和“现代”之意，所以我们一般都翻译为“近现代”，
当然，已经通行的翻译除外，比如培根以来的“现代哲学”就没有翻译成“近现代哲学”。
囿于水平，译稿肯定还有很多不尽如入意之处，还请读者方家指教。
最后，要特别感谢编辑赵琼为本书所做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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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系列非常有趣且重要的研究，论述清晰直接，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并富有挑战性地论述了那
些仍然充满了鲜活理论趣味的问题。
　　——谢里云德（J.B.Schneewin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自然法与道德哲学》是对文化运作的重要
研究，不仅是对文化之语言载体的研究，而且也是对两百年似来塑造了新教欧洲和北美道德人格的书
刊、译文以及制度的研究。
　　——泽博斯基（Martha K.Zebrowski），《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自然法与道德哲学》是一本非同
寻常之作，任何对法律和政治理论史有兴趣的人都不应错过它。
　　——罗纳德·哈姆威（Ronald Hamowy），《18世纪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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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法与道德哲学:从格老秀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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