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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出版两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赞誉与仿效。但是，对这些伦理学著作中存在着的某些
内在不一致的指责也始终存在。奥诺拉·奥尼尔教授在她的书中紧贴康德的文本，详尽考察了这些不
一致，并尽可能地将康德的伦理学思想置于合理性、行动和权利等现代概念的框架之中展开分析。在
奥尼尔教授看来，康德为理性提供了某种“建构主义的”证明，以及某种道德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之
下，义务是先于权利的，正义和德性是相连的。在书中，奥尼尔教授首先对康德哲学中的方法、理性
、自由、自律以及行动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考察；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些关
于绝对命令的阐释；在最后的部分，则强调了康德的伦理学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康德式”伦理学
之间的区别，这涉及约翰·罗尔斯的作品，也涉及当代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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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购。论文集。是深入康德的一条小径。部分是在现代语境中的康德伦理学阐述，可做【素材】
2、奥妮尔的康德解释深刻而一贯。比康德主义者的解释更加贴近康德自身，同时又能够对于美德有
积极的接纳认同。对于纯批进行了政治哲学的解释，重视不完全义务，其中不乏洞见，虽然与威廉姆
斯相比，这些文章有些重复啰嗦。
3、革命的马克思和德国古典背景下看到的马克思，古典时代的尼采和都灵的尼采，真是一个美的世
界身体，德国古典的不连续，鹰有鹰的方式，可能没办法

Page 6



《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

章节试读

1、《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的笔记-第一章：康德哲学事业中的理性与政治

        《理性的建构》第一章读书笔记

本章中奥尼尔围绕康德的两个难题展开论述。第一个难题即理性批判如何做到前后一致？第二个难题
即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比理性的理论应用更为根本，绝对命令乃实践理性的至上原则，所以，绝对命令
是理性的至上原则，这如何可能？

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得从康德哲学的起点出发。在起点上，康德哲学就有别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
在康德看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我们想要共享这个世界，所以建构世界的原则就必须能够是
共享的，为理性之人所普遍接受而不能合理拒绝的（理性人是康德对人性事实的基本界定）。此即否
定性戒律。否定性戒律是贯穿康德哲学的根本原则。而笛卡尔的哲学是沉思性的、自传式的，他将理
性的实践应用和理论应用截然分离，认为自省即可完成哲学的建构。康德反对这种唯理主义，坚持一
种集体的、实践性的哲学。

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拥有的是理性和否定性戒律。理性成为我们建构世界的唯一根据，只能通过理
性达致共享世界的原则。所以，一切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检验。这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但不是恶性
的循环，因为它不借助于任何强制或独裁式的权威，任何强力的介入都会使得理性自身失去权威。所
以，虽然理性的批判是循环的，但却是自反性的。理性权威也要接受理性自身的批判检验。此即对第
一个难题的回答。
那么，如前所述，绝对命令又如何成为理性的至上原则呢？绝对命令的核心原则即普遍原则，而普遍
原则与否定性戒律是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建构世界的原则都是必须经受否定性戒律检验的普遍原则，
这种原则必须为任何可能的共同体所共享的，达致一种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其区别于常
识common sense，常识只是现实的共同体接受的理解。共同感由三个准则构成。第一个是自己思维，
必须动用自身理性主动思考，而不是鹦鹉学舌，取消自我身份。第二准则即要从其他每个人的立场来
思维，从潜在的同行者的立场看问题，这即是一种普遍的立场反思任何判断。第三个准则是始终前后
一致地进行思维，这个准则康德认为是最难达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对于前者的全部联合才能完成。由
三个准则构成的共同感始终围绕否定性戒律展开，保障了我们的思考牢靠性，召唤到足够多的哲学同
行者，因为“我们是为了一群可能的声音或是共享一个世界的行为主体而去发现那些原则的。，没有
什么认识秩序的原则是为了与世隔绝的存在着而建构起来的。为了共享一个世界的存者而建构起来的
所有一切仅仅在于：他们不能把这种共享建立在采取不可共享的原则的基础上。”
至于批评否定性戒律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实则不然。否定性戒律虽然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它不能确
定我们如何从正面做什么，但却不是空洞的，因为实际上它排除了一切实质上不能共享的和不能接受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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