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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写给15岁儿子的长篇独白，以轻松亲切的风格对年轻人如何过上好生活、如何成为一个好
人给出了中肯实用的建议。全书分为九章，虽然是一位父亲与他儿子之间的一场寻常对话，涉及的却
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和烦恼问题，因而更具普适性，可以视为所有父子之间进行的一
场再亲切不过的对话。作者“授之以渔”， 鼓励他们用积极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自身和世界，找寻自己
生活的意义，从中获取些许智慧，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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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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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书籍目录

亲切的邀请（何怀宏）
译者序
献辞
忠告—与教学无关
前言
第一章 伦理学的起源
第二章 命令、习惯与任性
第三章 依愿行事
第四章 给自己一份好生活
第五章 醒醒，宝贝儿！
第六章 蟋蟀小佩佩现身
第七章 站在他人的位置上
第八章 非常乐意
第九章 大选
后记 你应该自己好好琢磨
附 十年之后 面朝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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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精彩短评

1、更像是科普伦理学 以为这是目前看过关于自由阐述的最为明白透彻简单易懂的了 所做即所得 所见
即所获。有些章节看的稍微慢，需要慢下来思考和衡量，总之，不要做生活的笨蛋，人之相与即自处
的那些奥妙也都在这里了。
2、精辟，太棒了！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现象，他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本书副标题：做一个好人
。
3、受其内在动机的 “推”和受外在事件的“拉”。抑郁症就是悲观的终极表现。抑郁症的成因是病 
人对自己的愤怒，抑郁的人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而且想去自杀。弗 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患者在他襁褓
期时就学会了恨自己。这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摧毁力的习惯。从此以后，只要 有被抛弃的感觉，他就对
自己生气，而不是对造成这个感觉的祸首生 气。憎恶自己。病人花上几年的时光去回想一些遥远过去
的阴暗记忆，以克服目前的 —个困难，而这个困难即使不治疗，过几个月也会自己消失。90%以 上的
病例都是断断续续发作的抑郁症。因为他受到自我惩罚的驱使，要使自己过得生不如死。你内心最令
人及恶、最隐秘的秘密就代表了你的本质。
4、自由—人无自然功用—“发明”生活；对意志的损耗；快乐（内心自然生发的对于生活“是”的
肯定）/乔装成快乐的惩罚。|| 书没有好坏，只有出现的时候对不对。
5、核心论点，推己及人，把人当人
6、不妨注意：作者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当时15岁的儿子&“现在不过十五岁、十八岁的小读者”。
7、作者一边努力把书写得易懂有趣，一边央求儿子给点面子多翻两页的样子太可爱了。
8、哲学于我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物质和意识的区别上，还仅仅停留在唯物和唯心的发展上。作为
一个理科生，很庆幸看到这样的小书。伦理学是生活的艺术，诚然，这是我生命中的小王子。
9、内容围绕着自由。追求更多的自由，不是屈从于命令，受迫于习惯，宗教的引诱，更不是任性而
为。
依愿行事，从别人的考虑问题，给自己一份好的生活。享受生活，不要用清教徒的标准要求自己评价
别人。
作者被称作欧洲公知，里面的很多话都适合背诵，随便展开就是一本本的鸡汤。
10、自己去寻找，思索，自由自在，不存坏心，一切负责人。
11、话题太小 有点啰嗦
12、很有中国味的西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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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精彩书评

1、今天忘了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诶这不就是这本书的观点吗，然后todolist赶紧记下来还是
写一写书评吧，不然也是看过的书之后什么都忘了。虽然现在我也忘了那个观点是什么观点了，暂且
抄一抄对我来说有用的点吧。1. 和家人的关系。作者一开始讲了一个儿子跟他的故事，某天儿子突然
满怀梦想的说，“爸爸，我想和你和妈妈一起出海，开着小船在海上散步。”作者顿时感动得涕泗横
流，“到了深海，我就可以把你们俩扔到海里淹死了，因为你们给我硬塞太多罐头（西班牙语中的填
鸭式教育）了。”哈哈哈哈，我看到这里是会心一笑的，我的点在于说一定有不少小孩都会有这样的
想法，但不一定会说出来。（很奇怪为什么我总是从悲观或者邪恶的想法出发去考虑问题，这个我想
过两天研究一下。）当然之后，作者又讲了一个儿子跟他的故事，儿子某天在梦里遇到特别严重的困
难，恍惚中听到作者的声音在鼓励，“要有信心！”这样的声音一直支撑着儿子鼓起勇气向前行。作
者从不奢望同儿子的关系就像挚友无话不谈，这根本实现不了，但求自己能鼓励到就很好，真是个温
暖的父亲。对，这就是本给15岁儿子写的书，我看得津津有味。2. 生而为人，人性自由。做一件事或
不做一件事不是因为命令（来自于恐惧）或者习惯（继续做一件事情的舒适感）这种外界的原因，不
经过我允许就施加在我的身上，做一件事情的缘由就是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为了让我更好的生活
，所以依愿行事，没有别人能够为我寻找，为我选择。人必须长大成熟，在某种程度上发明自己的生
活，而不仅仅是照搬别人的模式。3. 对人的盖棺定论。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好还是坏，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人类是做什么用的，不像一个好镊子，用得顺手稳妥，不像一辆好摩托车，开得又快又安全，
我们知道工具应有的功用，对它抱有应有的期待，而人的期待应该是无限想象的。4. “我们被判了自
由的刑。”法国哲学家萨特。依愿行事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好好活着，很多人对他人言听计
从，或被大众裹挟而行，他们恰恰也是行使自由权利——他们并没有放弃选择，而是选择了不由自己
做出选择。不要再说出来我身不由己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5. 选择自己所选择的，
并为自己所选择的负有责任。创世纪的以扫打猎归来饥肠辘辘，用继承王位的未来换来雅各诱人的的
红豆汤。更好的生活应该是一种长远考虑的理智行为。6. 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不仅仅是自然
存在和生理功能，比如说语言就是人类相互传达和交流信息，所以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要把他人像
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相互作用。从物品身上，我们只能够获取物品（
的功能），但我们还需要物品所不具备的东西。如果对待他人像对待物品，收到的也只是物品。（恋
物者的失望）。7. 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不当笨蛋：最简单又重要的事，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的
话就去找自己想要什么，找到之后要勇敢地追求。8. 如何在过自己好的生活和自私之间达到平衡？想
为自己追求最优的，追寻生活中想收到的礼物。9. 享受性爱。反对清教徒一样否定一切享乐的观点，
生命值得度过，我们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快乐，一切将我们脱离快乐的，就是错误的
道路。人总是这样，越是用力从事物中抽离，对它们的渴望就越是疯狂，然后就会带着不良的自我意
识深陷其中，被最悲哀的享受（感到负罪的享受）所控制，便不是自由人。而享受快乐的艺术，在于
节制，能避免从有趣坠入无趣。也是与我们享受的事物建立聪明的友谊。例子，女生的减肥。10. 于人
，推己及人，勿施于人；于物：享受功用，节制享受。
2、不止读书有一个栏目，叫做“周末来信”，这是一个回信栏目，有人给我写信，我回信。像很多
回信栏目一样，我收到的大部分信件，与我讨论的问题都关于个人生活的选择。他们所以要和一个陌
生人诉说自己的境遇，不论是为了倾诉还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其背后的动机，大概都是为了能够获
得更好的生活。谁都希望能够获得“好的生活”，可什么是“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让自己过上“好
的生活”？关于“好的生活”，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1991年出版的《伦理学的邀请》是
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虽然题目里有着“伦理学”三个大字，但这本书不是伦理学手册，也无关历史上
道德伦理的重要流变，按照作者自己的话，甚至“算不上一本伦理学入门书”，他所写作的对象就是
普通的年轻人，其中包括他十五岁的儿子，而这本书，正是他与所有对生活抱有希望与疑问的年轻人
之间的一场对话。这是一场轻松的对话，作者没有一丁点学问家的架子，他所要和读者谈的，不过是
“我的生活，你的生活，仅此而已。”用一个俗到不能再俗的词语来概括，这是一本关于“生活的艺
术”的书，但是它不同于道德教训和经验之谈，作者希望从理智出发，和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好的
生活”。“好的生活”是人过出来的，而这个“过”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选择和行动的过程。关于
选择，这里需要提出一个概念：自由。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才可以做选择，自由是“好的生活
”的基本要素，想要获得好的生活，必须要肯定人是自由的。作者特别驳斥了许多关于人类不自由的

Page 6



《伦理学的邀请》

论调，他认为，生而为人，则一定是自由的，虽然我们无法自由选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我们可
以用各种方式来面对这些发生的事做出自由的回应。如果有人在抱怨“哪有什么鬼自由”时，其实他
们可能只是满足于知道自己并不自由，从而可以心安理得的想：因为不自由，所有发生这些事情都不
是我的错。肯定自由的重要性，是过上“好的生活”的基础。作者分析了人行为的三种动机：命令、
习惯与任性，前面两种是出于外界，后一种则是出于自己，一个自由的人所要获得的“好的生活”，
一定是出于自己的心意，所谓“依愿行事”。当然，“依愿行事”并非为所欲为，还需要把别人考虑
进来。这里需要提出另一个概念：人。为什么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生活时要把别人考虑进来？作者认为
，“好的生活”中缺不了物，更缺不了“人”，我们有与其他人产生联系的需求，我们希望被当做人
来看待，所以也应该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如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己所欲
，亦勿施于人。感受他人的感受，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这正是我们平常被教育的道德要
求，作者在这里所谈的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只是通过分析，使读者不仅知道怎么做，更知道为什
么这样做，从而获取一种对“伦理”和“道德”的自觉。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了，
所谓“好的生活”一定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的，适合自己，让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可是并不是所有
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作者举了电影《公民凯恩》的例子，大人物死到临头，才发现物质、成
功并不让他感到“好”。电影里，凯恩追忆起小时候的温暖，他似乎对这一生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而
所谓后悔，“就是行使错自由时，或者说是当我们的使用与人类内心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向左时，我
们对自己感到不满。”后悔是人之常情，这就需要另一个概念，责任。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有
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影响有好有坏，做个负责任的人，就是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责任”就
是知道：我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构成、定义、创造一个“我”。所以，“好的生活”就是在了解自己
意愿的前提下，进行一次次选择而达到的。有可能我们会选错，但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
么，并为之努力。下面是作者列出的关于“生活中的笨蛋”的特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枪：1.相信自
己什么都不想要、一切都无所谓的人：尽管睁着眼睛、没打呼噜，其实处于用旧的呵欠或午睡中。2.
什么都想要的人：无论是人们给他的东西或是没有给他的东西，离开、留下、坐着、嚼大蒜、给香吻
⋯⋯一个都不落。3.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想去追问的人：他照着邻居们的喜好做事或者反着来，
总之，一切都由周围绝大部分人的意见所左右，他是不思考的顺从者或是无来由的反抗者。4.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却意念松弛的人：带着恐惧或不坚定，总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把真正的
向往留待来日。走着瞧吧，看他们是不是会唱出一些更高的高调。5.喜欢坚定勇猛的人，制定的计划
野心勃勃，但在什么是现实的文体上自欺欺人且沉醉不醒，完全弄错了方向，结果把“好生活”跟足
以摧毁他的东西混为一谈。一点点改变：1.知道并非一切都无所谓，因为我们真的想活下去，而且想
要活得更好，像作为“人”那样活着的好。2.检查我们做的是否是我们真正想要的。3.在练习的基础上
，培养伦理的好品味，达到不自觉地就会排斥某些事情（比如一想到撒谎就恶心）。4.拒绝去寻找假
装是自由身的“不在场证明”，理智地担当起我们行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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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邀请》

章节试读

1、《伦理学的邀请》的笔记-第1001页

        前两句是上学期课文里学的  可见此生运用能力极强  第三句则是孔子的名言  领导讲话时说  这些获
奖的同学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都非常勤奋刻苦  听到这句话我在下面
爆笑被老师撞见  因为想到平时和我在一起疯玩的同学此刻突然被用  勤奋刻苦  来修饰  所以说  勤奋刻
苦不一定能考得好  而考得好的都不是特别地勤奋刻苦  不过关于此  我们高一的政治老师另有一套理论
 一分耕耘可能只有半分收获  但是如果你不耕耘  就绝对不会有半点儿收获  原则上家长是要来参加的  
结果是家长席上全部成了冒名顶替的老师  

下午回来去食堂打饭的时候  听见两个高一男生的对话  A曰  5个1000里面才有2个女的  B曰  不对  是3个
女的  第1个是女的  不知道让我们班的第1名听了  感受如何  应该是去医院既整容又整形吧  不过总归是
人不可貌相  我们班有很漂亮的美女  可惜得不上1000   有一点很值得贺喜和悲哀  我们宿舍除了我和一
位美女  其余人全部都得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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