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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凝聚了作者数十年教学、研究和思考的精华。作者根据中国伦理学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重点，将
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六个阶段，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伦理学史上各主要人物、流派之思想及发展，
同时从专题的角度，指陈其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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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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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伦理学史新编》的笔记-新书《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前言”

        
        撰写新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一件工程浩大、繁复且耗神费力的学术工作，但也是一个欲罢不能
、必须持续推进的事业。尤其是在教学研究实践中我意识到，在前面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参见
拙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997年版。） 中，还存在着不少需要
改进的内容以及表述方式之后，更难以对它束之高阁、割舍不理。蓦然回首，从我1987年进入北京大
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朱伯崑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初稿并以书稿作为讲义给
伦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该课程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五个年头。在行进了这么悠长的一段岁
月之后，重新阅读一遍旧著，似乎依然可以触摸到自己23岁时的青春脉动、激情和强烈的表达愿望，
当然其中也保留着我的稚嫩笔触和言不尽意的缺憾。总之，可以用“纠缠不休”、“欲罢不能”和“
善始善终”，来表达我复杂的研究心态和写作心得。
        在二十余年前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我是以“概括性叙述”为重点，尝试在北京大学
先贤对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伦理学史上的主要学派、思潮、主要哲人的特点等做出更
加系统的研究。基于伦理学以及伦理文化的跨界特点，我在书中并没有局限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层面的
论述，其中也关注了人生观、文学思潮中的价值观以及各个思潮中对伦理冲突问题的处理方式。从专
业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属于归纳总结性的观点，比如中国伦理内涵和标准具有“
身份性伦理”的特点和“思潮互动”的特点，对儒家伦理思想逐步走向道德至上主义的趋势也予以了
特别的分析论述。这些观点和结论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或者引起了诸多批评性的回应。
        随着后来我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学史的一些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逐步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和深化了问题意识，拓宽了研究视野，并提升了自己对一些专门问题的系统性把握能力。在《中国伦
理学史》正式出版之后，我又先后研究和讲授了一些专题课程，特别是在“中国博士后基金”和“霍
英东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对“儒、道互补与中国伦理学发展”等问题的拓展性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
需要补充、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并相继出版了《德育志》、《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伦理学的
意蕴》和《正义的公平》等专著。同时，对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史上的一些交叉领域我也做了创
新性的研究，如王弼以《庄子》思想诠释《老子》和《周易》、传统儒家和法家的忠诚观的差异、阳
儒阴法的表现以及当代价值多元化发展的影响等等。其中，有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加深了我对哲学和伦
理学方法应用的思考，如孔子提出君子修养论的目的和依据，传统对伦理原则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孟子
与告子争论“仁内义外”问题的本质和重要性，荀子化性起伪的观念结构，程朱的伦理哲学基础的由
来乃至儒、道两家论“诚”的本质和交融，当代“公平与效率”之争中的传统惯性问题，等等。可以
说，这些思考帮助我从原来的“叙述”逐步转向“对话”。
        经过《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之后多年的研究、教学与思考以及在教学相长过程中与同学讨论的收
益，尤其是在重新研究“权变”、“学而优则仕”、“无极而太极”、“新文化运动”、“道德人权
”等重点问题和对于道德哲学的各个学派之间的学术融合特点的具体研究之后，我逐步意识到，原来
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某些问题的把握和一些专门伦理问题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和严谨，需要借助于
再版修订的时机加以充实、完善和改进。有鉴于此，我在五年前就思考重新撰写《中国伦理学史》（
即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并且该写作计划也在若干年前提出申请并被列入
“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教材”出版项目。本书直至今天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个期间同
时写作《正义的公平》和《文化产业读本》等著作时分散了不少心力。
       今次重新改写定名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除了缩小篇幅以便更加适合作为教材的要求之外，
也通过“对话”突出了其中的一些专业性讨论的内容。就是说，今次写作时，我改变了以叙述和概括
总结为主的做法，对一些重点问题做了较多的讨论，以便读者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更完整、更具思辨性
的理解。在本书中，我将更多地运用伦理学的原理和视角，来探讨中国伦理学史上一些具有较高理论
价值的观点和对后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性问题。此外，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
、发展趋势等也做了新的分析和总结。
        从总体来看，本书一部分内容来自原著的部分章节，另外一部分内容则属于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即我重新撰写了大约一半左右篇幅的新内容。新撰写的一些部分内容是在我的讲课录音稿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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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苗敬刚博士协助做了整理和完善，他还协助我做了文字整理、原文引用和内容充实等方面的工作
；张立波博士、李兴旺同学在成稿后也做了一些校对和补正工作。在此谨作说明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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