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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稿是在本人12年前出版的《道德生活论》基础之上修改而成。
旧书新作，陈瓶老酿，并无时髦，惟愿淳朴留人。
　　近年来自己一直有个心愿，想就伦理学基础理论专门做点深入研究，但是苦于无暇，难以遂愿，
且看来短时间内亦难以抽身他顾。
考虑到此书多少能够反映自己对于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一些基本看法，近年来又不断得到一些同仁的鼓
励及一些青年朋友的关心，遂将此书修改重新出版，权作“应付”。
当然，这种“应付”并不能了却自己对伦理学基础理论系统探索的心愿。
日后，稍有空闲，当作专门研究，以了夙愿。
　　由于此书稿是在原书基础之上的修改，故对总体结构与基本内容未作大的调整，只是在原有框架
基础之上对一些明显讹误之处做了纠正，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做了一定的修正与补充，尤其是对第三篇
“社会伦理”部分作了较多的充实。
全书的总体容量亦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这次修改出版之所以不再用原书名并非为了哗众取宠及某种功利之缘由，而是基于两个理由：一
是与书稿内容一致，名副其实；二是表达我对伦理学的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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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既是人的自由存在方式，亦是人的智慧存在方式。
个体幸福、社会公正是人自由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
人性的健康生长要求有合乎人性的环境。
不太完美的人在改变不太完美的环境中使自身与环境均逐渐变得善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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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兆明，1954年生，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正式发表学术
论文100多篇并已正式出版学术著作10部：《管理伦理导论》（1989）、《道德生活论》（1993）、《
社会变革中的伦理秩序》（1994）、《社会失范论》（2000）、《制度公正论》（2001）、《幸福论
》（2001）、《中国市民社会论稿》（2001）、《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4）、《自由与善克隆人
伦理研究》（合著，2004）、《存在与自由：伦理学引论》（200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在与自由>>

书籍目录

自序原序一原序二导言总论篇第一章 发源论一、神启论[“神启论”种种对“神启论”的分析]二、人
性论[“人性论”种种对“人性论”的分析]三、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论”种种对“生物进化论”的
分析]四、物质生活决定论[道德生活基础社会交往与道德生活形成补充：“前道德生活”与“道德生
活”]第二章 保证论一、风俗[禁忌 礼仪 风尚 习惯 传统 舆论]二、宗教[宗教与社会秩序道德宗教化宗
教保证的是与非宗教道德化]三、政法与教化[政治 法律 社会 教化 社会 教化中的价值引导与利益诱导]
四、信念与良知五、道德生活保证的双刃性第三章 功能论一、历史的争论二、社会认识方式三、社会
规范方式[道德生活的规范特征规范生活的约束性与导向性]四、主体确证方式[人的二重构建社会进步
动力系统中的精神动因]五、关于道德生活本质之断想第四章 流变论一、方法论问题[“变化”、“流
变”与“进步”道德生活进步的尺度系统]二、关于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哲学分析人学矛盾]三、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形式[黑格尔对“恶”的特殊界定道德生活流变的自身动因]四、主奴道德[主
人与奴隶道德异化：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兽道与神道主奴道德的核心：奴化]五、主体道德[个体主
体道德社会主体道德]六、道德生活流变特征[发展程度：自然一自觉一自由历史形态：原始自然主体
道德一主奴道德_主体道德；原始全民道德一阶级道德一全民道德发展形式：时空互换全患演进]个体
道德篇第五章 存在论一、道德主体的一般分析[实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二、道德
主体的存在方式[存在特性：实体性、自为性、结构性、过程性存在过程：自我主体一交互主体一社会
主体几点思考：关于“利己”与“利他”；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关于“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关于“自我牺牲”]三、道德需要[两种道德需要人的生成关于“存在先于本质”]四、道德
个性[个性与道德个性社会伦理环境与道德个性]第六章 目的论一、至善[善完满人格]二、幸福[幸福的
迷惘幸福的存在幸福的体验幸福的要素幸福与不幸、荣誉、虚荣、伪善幸福是人生目的德性与幸福一
点补充：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三、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自我”与超越“自我”、生与死人生道路
：自立自强、竞争进取人生实现：化性起伪、积习成德，建功立业、全面发展]第七章 情操论一、义
务[实质性思考特征双重指向道德权利]二、良心[义务与良心两种良心人格守护神？
]三、道德情感[道德直觉 道德情感的生成 道德情感的功能 道德 信仰]第八章 价值论一、道德选择[自
由意志与选择 目的与手段 选择境遇 道德原则 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二、行为责任[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 
责任限度]三、道德评价⋯⋯社会伦理篇第九章 关系论第十章 环境论第十一章 公正论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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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拘泥于字面，而是把握其实质，那么，隐藏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分析方法背后具有普遍性指导意
义的内容是：在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现象时，应当具体分析道德规范要求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功用，应
当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立场来认识社会不同群体的道德生活状况。
①　　即使是在大力提倡辩证唯物论的一元论的今天，身心二元论的影子仍不绝于世。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的影响，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根除。
人们习惯于在绝对的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对于民族的发展，甚至有人主张以道德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一边是思想教育的苍白、贫乏、无力，另一边是物质利益的重饵；一边是淡泊明志、
聊以自慰，另一边则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似乎人自身在裂变，凸现为“双面人”，理想与现实、灵魂与尘世、精神与
物质在猛烈撞击。
透过这些由社会大变动所带来的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透过迷惘、沉思乃至焦虑不安，身心统一已是
我们这个民族刻不容缓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19世纪法国旧唯物主义时揭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
人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改造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与改造人自身的统一。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亦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④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外展内拓。
向外为自然立法，改造自然，为自身创造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展示出感性存在的力量。
向内为自我立法，改造自我，一方面升华灵魂，净化思想，充实智慧，拓深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构建
起合乎人性健康生长的社会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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