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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种道德为优良道德，道德优劣的终极标准究竟是什么，一直是学术界颇多争议的问题。
而所谓道德，从本质上来讲，不过是人类为了达到利己目的（保障整个社会的存在发展）而创造的害
己手段（抑制自身的某些欲望与自由）。
因而，从本质上讲，道德总是一种“恶”，只不过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必要的“恶”，是保证对整个
社会的存续带来更大善的一种“恶”。
从这个视角来看，道德从来不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不是出于道义的需要，不是出于宗教教化的需
要，而恰恰是出于一种最为功利主义的目的，也就是穆勒所说的“道德的功利标准”。
这种功利主义标准，就是看一种道德规范是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那些对人的欲
望和自由侵犯最少、最有益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每一个人的福利最多、给予人的利与害之比值
最大的道德规范，就是最优良的道德规范。
从这种功利主义标准出发，倡导为己利他同时又不否定无私利他的道德体系最为优良。
如果我们考察历史上所有伦理思想流派，这个论断也似乎可以得到印证。
其一是以孔子、墨子、耶稣、康德为代表的新老儒家的“仁学”以及新老基督教伦理观，该派否定了
为己利他和单纯利己，而将无私利他作为奉行道德评价的唯一准则；其二是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
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成熟于18、19世纪的为己利他伦理学派，也就是一再被我国批
判的合理利己主义伦理观；其三是以杨朱、庄子、尼采、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伦理观，
它既否定无私利他，又否定为己利他，而将单纯利己作为道德准则；其四是成熟于19、20世纪的达尔
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伦理观，其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弗洛姆、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道金斯
等，该派将无私利人与利己不损人奉为道德评价的多元准则，可以称为己他两利主义。
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恰好表明了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由兼爱无私的“爱的乌托邦”的利他主义，
到合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再到经过生物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现代科学所论证的己他两利主义
，伦理学正一步步逼近科学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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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大纲为孙英撰写，全部书稿最后由孙英和吴然修改、统定。
现将参编作者简介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海明，男，1950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曙光
，男，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孙英，女，1965年生，哲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马列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吴然，男，1955年生，石家庄铁道学院思想品德教研室主
任、副教授；余仕麟，男，1957年生，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代兴，男，1956年生，四川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轩鸽，男，1962年生，陕西省伦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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