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性、人道、人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性、人道、人伦>>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6991

10位ISBN编号：7500496990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中国社科

作者：王振林

页数：229

字数：2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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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人道、人伦>>

内容概要

这本《人性人道人伦——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由王振林所著，本书并未循着通常的历史发展脉络
去再现不同历史阶段上各式各样的伦理道德哲学，而是以问题意识为轴心，从主知论、主情论、主知
论与主情论统一的思想发展向前延伸。
循着这条基本的思想发展理路，既铺展出各类道德哲学自身内在的逻辑演变，同时也试图探及基于不
同世界观的各类伦理道德哲学对道德基本问题的解答，由之使人能够从一个新的维度来思考、认知与
理解西方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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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林，女，1956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教研室
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曾先后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曾出版专著《解析与探索：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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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德虽然找到了一条消除一般主知论矛盾的道路，但是，由于对理性与情欲之间的矛盾的消除是
以世界的二元化为代价的。
所以，康德对主知论的重建是走向了范围更大的矛盾，突出了整个世界观的一个矛盾，即现象界与本
体界的矛盾。
就古希腊的哲学而言，它们虽然无法回答理性与情欲之间的关系，但是世界的本质却是可知的。
众所周知，柏拉图把世界二元化了：一个是作为世界本质的理念界，一个是上帝按理念的模式创造的
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完全是由物质质料创造的世界，是理念界的影子。
但是，与康德不同，柏拉图并不是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本质世界并不与感性世界相隔绝，完全能
为感性世界的人的灵魂所把握。
柏拉图肯定灵魂的高级部分理性既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也能把握人作为人的理性规律。
柏拉图的问题是，当他把理性的低级部分把握为情欲、把握为个人利己心时，理性如何规范、制约这
个在本性上是个人利己心的情欲？
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世界的一切现象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肯定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两个因素组
成的，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世界二元化。
在这个统一的前提下，他将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感情的，即情欲表现为个人利己心；另一
个部分是理性，有理性才能发现道德律，才能限制感性。
然而，同柏拉图一样，他的问题是情欲作为个人利己心如何接受理性的命令？
康德虽然在对一般道德至上主义的主知论的重建过程中，消除了这样一个矛盾，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
却突出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天国的消息一般对现象界是不透露的。
所以，在康德哲学这个起点上，道德哲学自康德之后都与克服康德的二元化世界，使其一元化分不开
的。
以后的哲学发展一方面既克服康德使世界二元化的矛盾，又在克服矛盾的基础上彻底清除主知论一般
道德至上主义与主情论的对立、清除传统一般主知论的内在矛盾。
清除这个矛盾是通过批判康德的二元化的矛盾，变成一元化的世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从费希特、谢
林直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理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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