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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批判了近几十年间一些西方哲学家把儒家伦理视为美德伦理学的观点，把儒家伦理视为一种
实现了规则与美德统一的独特伦理学类型。
笔者期望利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成果对儒家伦理进行重新解读，以促进中外伦理学的比较与交流
。
同时，本书还关注了在同一伦理学体系中实现规则与美德的统一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德与规
则统一的重要性，从而也为当代西方规则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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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余莉，女，1973年生，内蒙古赤峰人，1994年、199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
位；1997年到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1999年因获英国政府“海外研究生奖学金”(the0RSAward)，于英
国赫尔大学(HULL)哲学系师从当代英国著名伦理学家Brenda Almond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获“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奖学金”，到该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员工作；2004年返回中央党校哲学
部工作，2005年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伦理与西方美德伦理。
曾应邀刘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美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学术访问，
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演讲或研讨；曾在中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百余篇，其中英文论文7篇；已出版英文专著1部，英文编著1部，中文专著1部，译著1部；中文合著《
立志、勤学、修身》曾荣获“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参著《道德建设论》曾荣获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
主持承担的课题有：200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课题”《中外伦理思想比较研究》；2005年“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共青团中央2008-2009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
究规划课题”《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201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课题
”《领导干部伦理道德教育研究》；2006年参加了“中央委托中央党校重大调研课题”《和谐社会理
论问题研究》的调研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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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
　二　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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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德伦理：当代西方哲学的视角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
　第二节　美德伦理的复兴
　　一　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
　　二　美德伦理的回归——安斯库姆与麦金泰尔
　第三节　美德伦理的理论优势
第二章　儒家伦理对美德和美德培养的重视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中的德与性
　第二节　道德的自我修养
　　一　知耻近乎勇
　　二　学思相兼，躬行实践
　　三　“存心”与“寡欲”
　　四　养“浩然之气”
　第三节　儒家的理想人格
第三章　儒家伦理对道德的独特理解
　第一节　对“道”的误解
　　一　对“道”的误解及“道”与“德”的关系
　　二　对“道”的误解之解释
　第二节　儒家伦理中的“道”
　第三节　“道”和“德”在圣人心中的统一
　第四节　儒家的道德——“道”和“德”的统一
第四章　儒家伦理中道德原则的重要性
　第一节　礼与圣人——道德原则与原则的制定者
　　一　作为道德原则的礼与圣人
　　二　礼的作用
　第二节　礼与仁——规则与美德
　　一　周礼与儒、墨、道、法的起源
　　二　作为一般性德目(万德之目)的“仁”
　　三　仁和礼——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
　第三节　仁、礼与道——美德、规则及其共同来源
　　一　道——仁和礼的共同来源
　　二　道与礼之不同
　　三　儒家伦理、规则伦理与美德伦理
第五章　“礼”与“仁”在道德评价中的统一
　第一节　道德行为与“义”
　⋯⋯
第六章　“礼”与“仁”在道德教育中的统一
第七章　“仁”与“礼”在孝治中的统一
第八章　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
结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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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显然，儒家对德的理解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
道是一种普遍的道，或天地之道，是某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东西。
德是那些通过主观的努力而得道之人的品格特征。
因为圣人是得道之人，他们所遵循的原则就可以成为普通人应当遵循的普遍法则。
同时，他们也制定一些道德原则和法则。
对于那些普通人而言，这些道德原则就具有道德法的作用，而圣人们就是立法者。
这样的道德法具有客观性，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客观的、普遍的天地之道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方面，儒家的德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伦理美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中，某种事物的德是与其功能分不开的。
功能是某事物独具的特征。
因此独特的人的行为存在于人的理性实践中，善也正是存在于人正确运用其理性能力实践的过程中。
因此人的美德就是其理性功能的完美实现。
一个有德的人一定是一个遵循其内部的理性声音并认真遵循理性的指引的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行为不是在人自身发现的、遵循普遍的“道”的行为，而是由理性来协调、
衡量、调整的行为，更确切地讲，是由理性来衡量其是否导向人的存在的最终目的——幸福或善而美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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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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