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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道义论的基础》

内容概要

以道德图林机替换理性存在，颜青山编著的《价值道义论的基础》重述了康德绝对律令，并从塞尔对
图林机困境的揭示中重新发现康德难题：纯粹理性何以是实践的？自由意志作为一种“行动势”，奠
基于实践知性之上，而具备该能力的德性存在能够获得实践的力量。借助于价值论，康德纯粹形式的
道义论被改造为兼容后果的“厚”的道义论，即“价值道义论”。同时，程序性的可辩护原则和道德
的人类学原理也被原创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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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青山，1967年出生于湖南衡南，199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
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主要兴趣集中于科学哲学和伦理学，2003年获得该校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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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关系有较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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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动势与实践知性：从理由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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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价值作为本质：对象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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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价值的内容：价值的质料方面
3.价 值的意向性活动：直观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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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反思与价值抉择
第五章 内在价值与有机整体原则
1.不同的内在价值概念
§45 内在价值的古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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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内在价值论的概念体系
2.重新理解内在价值
§49 不同内在价值概念之间的一致性
§50 辩护内在价值
3.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原则
§51 价值计量问题
§52 有机整体原则
§53 有机整体原则的次级策略及其困难
§54 部分价值形成整体价值的机制问题
第六章 基于价值的应得与合适态度
1.价值的实在性与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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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合适态度论的难题
§59 价值应得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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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价值道义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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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理性存在到德性存在
§71 德性即力量
§72 高阶品质对理由的要求：品质的规范还原
第八章 可辩护性原则：在道德理由与道德经验之间
1.对道德相对主义挑战的回应
§73 道德相对主义的哲学论调
§74 对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哲学反驳
2.可辩护性原则：道德理由与道德经验
§75 道德判断之超越性：文化语境作为二阶性谓词
§76 康德原则的两个说明：对弱相对主义的宽容
§77 理论伦理学与实践伦理学：可辩护性原则与可普遍化原则的关系
§78 价值为规则奠基：真诚包含比说真话更多的东西
3.可辩护性原则的经验性策略
§79 差别原则与可辩护性：差别辩护策略
§80 可辩护性与道德两难：意志冲突程度策略
§81 可计算的快乐：功利原则作为一种经验策略
第九章 道德的人择原理
1.纯粹理性的人类学基础
§82 哲学人类学方法的先天性
§83 分析性的人类学基础
§84 分析词项的人类学基础：领受额（quantia）
2.对相对主义道德人类学原理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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