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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道德的本质问题，共有七章，首先就道德的概念、社会基础、
立足点与内在机制作综合概述；然后分别从善恶之辨、“人是目的”等现代价值理念、权利的内涵、
规范与德性、幸福的伦理思考几方面作深度的理论分析和阐述。
下篇共有九章，主要关注社会现实，着力辨析生命伦理领域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安乐死、克隆人、人类
基因组研究、伦理审查等重大热点问题，并就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伦理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生命伦理
学的走向发表自己的见解。

　　本书旨在揭示道德基本理论与应用伦理的内在互动关系，论证道德哲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的必
要和可能，以期凸现道德哲学的实践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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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宗良，男，
1951年出生于上海。
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生命伦理学、科技哲学。
任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道
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医学与哲学》等刊物编委会委员。
著有《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等学术
著作，迄今累计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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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上篇：道德基本问题的思考
　　第一章　道德本质概述
　　一、道德概念
　　二、道德何以可能
　　三、道德生活之必要
　第二章　善恶之辨
　　一、善恶概念不是先验的
　　二、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三、孟荀的人性善恶之争
　　四、善与不善的分析
　　五、善恶本质之理论
　第三章　“人是目的”的思想
　　一、“人是目的”命题的提出
　　二、为康德命题的辩护
　　三、马克思对命题的重要贡献
　第四章　现代价值理念
　　一、什么是现代价值理念
　　二、现代价值理念在政治领域的奠基作用
　　三、现代价值理念与人的生命意义
　第五章　权利的内涵
　　一、关于权利概念的质疑
　　二、康德的权利观
　　三、对康德权利理论的挑战
　第六章　规范与德性
　　一、规范、规则与规范伦理
　　二、德性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三、西方为何出现规范伦理的走向
　　四、复兴德性伦理的意义与可能
　第七章　幸福问题的伦理思考
　　一、幸福与价值
　　二、幸福的核心内涵
　　三、幸福感与心态
　　 下篇：生命伦理话题的辨析
　第八章　当代生命伦理与人权
　　一、生命伦理与人权
　　二、生命伦理与现代人权同步发展
　　三、生命权的内涵与意义
　第九章　安乐死的伦理难题
　　一、医道与人道的冲撞
　　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三、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生命质量
　　四、生与死的权利选择
　第十章　克隆人：可能产生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传统家庭解构，代际关系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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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丧失自我的克隆人
　　三、克隆技术能促进人类的进化吗？

　　四、人的生命可以制造吗？

　　五、克隆人究竟有何意义
　第十一章　克隆人的若干问题再议
　　一、克隆人：是技术问题还是伦理问题？

　　二、克隆人：违反人的尊严
　　三、人的生命：自然生成的法则
　　四、克隆人：问题的聚焦点
　第十二章　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研究及其伦理问题
　　一、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二、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研究的价值取向
　　三、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研究的伦理问题
　第十三章　基因技术的趋向及道德哲学的反思——兼与樊浩先生商榷
　　一、基因技术可能颠覆人以及家庭的自然本质吗？

　　二、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石是什么？

　　三、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基因伦理学的使命
　第十四章　我国人体临床试验和研究中有关伦理审查的若干问题
　　一、伦理审查的目的何在
　　二、伦理委员会的独立地位
　　三、伦理规则的应用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十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伦理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
　　三、对生命伦理的影响
　第十六章　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走向
　　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二、生命伦理学的三项任务
　　三、当下的问题与未来走向
附录一：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
附录二：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再认识
附录三：科学不能没有终极关怀
附录四：为何要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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