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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内容概要

《功利主义》(英汉对照)内容包括：概论、功利主义的含义、功利原理的终极约束力、功利原理的证
明、功利与正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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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章节摘录

　　我清楚，有一种倾向认为，一个人若在道德义务中找到了先验事实即属于“事物本身”范畴的客
观实体，那么他往往比那些相信道德义务完全是主观性的、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的人更顺从于道德
义务。然而，无论一个人在“实体论”这点上持何种立场，真正使他受到驱使的力量无疑是他自身的
主观情感，并且驱使力量的大小无疑由情感程度来决定。没有人相信义务为客观实体胜过相信上帝是
客观实体。而即便是对上帝的信仰，除去对实际奖惩的期望，也唯有通过相应的主观宗教情感才能作
用于行为。约束力，只要是公正的，就必然始终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而先验派伦理学家的观点无
非是认为约束力只有被相信扎根于心灵之后才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扪心自问，是什么在约束我
？是什么被称为“我的良心”？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内心的某种情感。于是他便可能得出结论：情
感消失时，义务也随之消失了。当他觉得这种情感给他带来了不利，他或许就开始忽略它，然后想方
设法除去它。然而，这样的危险难道仅限于功利主义道德么？那种认为道德义务能够栖息于心灵之外
的观点是否就能使道德义务感变得不可撼动？至少到目前为止，事实是否定的，所有道德学家都承认
这一点，并且为普遍的心灵麻木感到扼腕痛惜，因为那会使良心受到压抑甚至窒息。“我需要听从我
的良心吗？”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功利论者们在扪心自问，许多从未听说过功利原理的人也常常会发出
如此的疑问。而那些缺乏基于良心之上情感的人是不可能问这个问题的，如果说他们对此做出肯定的
回答，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信奉先验论，而是因为外在的约束力。对于义务感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
天培养的，本书没有必要在这里下定论。倘若义务感是先天性的，那么它天生依附于何种目标则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当下这种学说在哲学上的支持者们同意人直觉感知的是道德的原理而非细节
。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天生的东西，那么我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反对义务感天生关注的
是他人的喜怒哀乐这一思想。如果说有什么道德原理凭人的直觉就知道是义不容辞的，那么我说这样
的原理必定是促进普遍幸福。倘若事实如此，那么直觉派伦理与功利主义就是一致的，相互之间无须
再争论不休。而实际上，直觉派伦理学者尽管认为还存在其他直觉上的道德义务，但确实业已承认上
述原理乃其中之一。因为他们一致同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们同类利益的考虑。所以，如果
说信奉道德义务源于先天这种信仰能够赋予内在约束力任何额外效力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功利原理已
经是受益者。相反，倘若道德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也并不会
因此而有损于道德感的自然性。说话、思考、耕地、筑城，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尽管
这些都是后天获得的能力。道德感并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从这个意义讲它
确实不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只是很不幸，那些一意孤行相信道德感源于先验的人对它是人的本性体
现深信不疑。就像上述后天获得的能力一样，道德能力与其说是人本性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人本性的
自然产物——如同其他能力一样，逐步地自然成长，并且通过培养可以达到很高的层次。然而，同时
它也很容易受到外在约束力和早期人生印象的影响而可能朝任何方向发展。故认为道德感在这些因素
的影响下不会以良心的权威性对人们的心灵施加作用，无疑是再荒谬和幼稚不过了。同样，哪怕功利
原理不基于人的本性，怀疑外在约束力和人生印象因素不会对功利原理产生同样强大的作用，无疑是
完全无视人类的一切经验。然而，道德关联是纯粹主观臆断的事物，随着个人智育水平的不断成熟，
将逐步被分析的力量所消解。假如义务感与功利原理的关联看上去同样充满随意性，假如我们本性中
的主导因素和情感中强有力的一面无法与这一关联融为一体，那么我们就不会认同这种关联，既不会
珍惜自己身上的这种关联，也不会提倡他人发展这种关联（涉及我们诸多有利害关系的动机）。总之
，假如功利道德缺乏一种自然的情感基础，那么即使通过教育灌输，这种关联也很可能被分解。但事
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自然情感基础，并且一旦普遍幸福被认可为道德标准，这一情感基础将
构成功利道德的力量源泉。这种坚实的基础便是人的社会情感，即渴望与同类和谐统一。而这种渴望
已经成为人性的一大原则，并在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的影响下，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无需加以谆
谆教导。由此，人的社会状态对一个人而言将变得非常自然、非常必要、也非常习惯，除非出现异常
情况或者无意识下的分离倾向，否则他将始终视自己为群体的一员。而随着人类进一步摆脱原始的孤
立状态，上述关联将变得日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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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精彩短评

1、穆勒试图用比康德更现实的方式构筑伦理体系，但是总觉得功利主义把美德、道德感都归于快乐
幸福的辩护不是特别强。所以还是很期待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想看看是不是更好的伦理观
2、艰难晦涩~
3、无一句多余。改变了我20年来的一个极大的偏见，所亏了一个博友的推荐。
4、准备用来练英语的，兴致一来直接读了。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才是整个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具
有无可比拟的神圣性和约束力。
5、何为善？ 终极目的：追求幸福
6、很有深度....于是我又浅薄了
7、太深奥，左边很难懂~
8、右边的翻译太烂了 还不如直接读左边的英文 约翰穆勒真是个天才 
9、从此不畏长难句。。。第一次认真读哲学方面的书 也是第一次真正了解功利主义这个概念 但我从
本质上不是功利主义者 可能因为我个性太自私吧= =有信服 也有存疑 最重要的是逻辑的重要性太凸显
了！
10、暗自佩服。
11、很好的一本书，中英对照。对了解功利主义有很大帮助。
12、式微了的学说也有一定的价值，至少提供某种思路
13、基础知识普及系列。
14、哲学类的书还是多看，总觉得看完还是迷迷糊糊的
15、出乎意料 这是我最想要的书 当当上写的是2011版的 且很多详情缺失 
拿到手的时候发现是2007版的 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吧
之前把学校的这本书丢了 算是买来还图书馆的
书是中英文的
黄色的封面很淡雅 又精致 而且是半价买的 
心情很愉快
不过 后悔没有买两本 自己留一本。。
还了自己就没了。。。额。。。
推荐买。。。
16、%他的论述使功利主义成为可以涵盖其他社会伦理标准的学说，并且与基督教的原理不相违背，
最后再把正义囊括进去，就变成一种很宽泛的定义。概念的扩展使得很多的反驳讨论成为框架内的了
，那也就无所谓什么名称了。哲学的讨论一直未间断，就算是这里功利主义似乎已经包含很广了。
17、: �
B82-064/2945
18、宁愿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个满足的猪。
19、这是大多数人实际上的哲学观点
20、思想真是乐观积极向上（虽然见到了浓浓的时代感
21、虽然是薄薄的一本册子，但是包装很好，没有破损，里面的内容大致看了看也很不错~对得起价
格~
22、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23、有多少人误解了它...
24、不错的书
25、任何一种行为准则都不可能完善到将全部行为一网打尽的程度，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太可能被界定
永远是符合道德义务的或者始终都应遭受到谴责的。功利主义原理是否可以作为终极标准呢？
26、整个效用体系貌似很完善
27、如果没有读过穆勒的原著，谁能想到功利主义居然是要求人“高尚”的呢？
寒假再读一次。
28、以后政治哲学都要读原文，就当顺便温习一下GRE。
29、干，上次翻主要看英文，这次突然发现中文翻译虽然比上海世纪那个好，但有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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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moral faculty竟然翻成了“直觉”——你丫知不知道密尔反的就是直觉主义啊！！！册那(#‵′) 
30、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31、原书应该还可，但是翻译有些不明所以
32、哎
33、囧rz...没找到中文版
34、人是被培养和教育去欣赏和理解更高层次的快乐 有道理又非正义
35、一种接近真理而难以衡量的善
36、密尔属于那种哲学家：即使你发现他的论证某个地方很奇怪甚至有漏洞，你还是由衷地感慨他的
理论之精妙、睿智和高尚，你还是想为他做进一步辩护，就像柏拉图一样。
37、看不懂~
38、段位不够，很多哲学方面的地方理解不了
39、泡了9龙图书馆一天还有最后一张功利主义与正义。
很推荐的书！都应该去读读~
40、看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译者在前面基本上做了一篇小论文，对功利主义的发展作了概要的介
绍，对理解本书有很大的帮助。本书大概是人生意义的一种伦理学基础解释，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再来读这个感觉就是发现了新大陆，契约论学派与功利主义学派的解释正好相得益彰，相互补充
。
41、密尔缓和边沁理论的尝试值得肯定：“尽可能让个体与全体利益趋于和谐。”尽管他所描绘的社
会理想（通过人类自己的关注和努力战胜一切苦难）足够具有吸引力，然而功利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其
难以成为普适的准则（thanks to金里卡）。我也较难以接受主观情感作为约束力的说法。对正义的阐
述颇为启发。
42、翻译的相当不错
43、幸福是一切道德的最终目的；较之正义，利益显得更加温和。写得太好了。
44、要看桑德尔的公正，穆勒的功利主义是必修的，看了对认识功利主义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形成有
很好的把握~~
45、到底能不能算我读过这本书呢。。。。？
46、原来我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一直错了
47、叫“功利主义”实在不好，叫“总体幸福主义”可能比较不让人误解。满意的生活就是适度的宁
静和兴奋，这段描述有点意思。
48、翻译较烂 不过也就偶尔参照英文 一篇为功利主义辩护的文章 
49、真正了解传统功利主义的作品。名家就是把理论的东西说的通俗易懂，对功利主义的辩护，但是
未对幸福作出明确的解释，仅仅是把快乐的层次作了区分。
50、缺陷在于：几乎不可能被现在的中国人接受。
51、一开始还以为是阐述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原来是反驳攻击者的。
52、快乐主义。功利主义是最符合正义的。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原则。
边沁元老有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接近于康德的人是目的一说，你不能为了某个人或一群
人牺牲掉你自己，即使这样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快乐。 
53、原来功利主义并不能直接理解为自私自利，功利主义的原则是增大全社会总的福利，因而很多时
候我们误解它了，很多小人的自私自利以牺牲他人利益最后还不能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大，我们原
先称之为功利，其实他们的行为哪能配得上功利二字？古人有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没有理
由去排斥一个功利主义者，因为功利主义者追求的能够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进步。很多时候我们鄙视
一个人的功利行为仅仅是出于嫉妒之心。我们也没有理由随意将功利主义这个词给那些小人戴上，他
们压根就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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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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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章节试读

1、《功利主义》的笔记-第3页

        当我们追求一件事物时 我们似乎首先就要对追求之物心中有个清晰明确的概念 而不是最后才想到
。故我们或许可以认为 “是非”标准乃是确定孰是孰非的手段 而非业已确定的结果。

========================================

一切行为均出于某种目的 这样说好像太绝对了吧。
我们追求某些东西的时候 首先是官能的喜爱 而非弄清了这是什么 追求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然后再去
追的吧。
纵使困难重重 只要感觉上是“是” 什么样的结果都会接受的。 人毕竟并不是太过理性的生物。

2、《功利主义》的笔记-

        2012年10月购于博库书城。

3、《功利主义》的笔记-第23页

        他們和那些人有著共同的慾望，但爲了最大程度地滿足所有這些慾望，他們不應該放棄比那些人
多擁有的東西。如果說他們打算妥協，唯一的可能便是他們陷入了極端痛苦之中，為脫離苦海他們不
惜用自己的命運來與任何東西做交換，哪怕是在他們看來多麼不想要的東西。
要解釋更高官能所獲取更大幸福承受的更大痛苦，可以解釋為----自豪感。
如果尊嚴是他們幸福的根本，那願意放棄與尊嚴相衝突的東西就可以理解了！

4、《功利主义》的笔记-第2页

        一门学科中的具体原理通常并非从该学科的基本原理推断而来 也不依赖基本原理来加以证明。
那些最终被确立为一门学科之基本原理的真理 事实上乃是对与该学科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形而上
学的分析后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它们与该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地基与大厦的关系 而是根与树的关系 
他们从不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 却发挥着与本学科本身同样重要的作用

呃⋯可是地基与大厦 和 根与树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样的么....-。-

5、《功利主义》的笔记-第1页

        伦理学有点让我失望。我本来想看到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做的原因，可是这本书却提出了一个规范
，他说如果这样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6、《功利主义》的笔记-第1页

        前四章挺不错的，第五章太难读了，晦涩的不得了。而且这书似乎翻译的不行，长句难句一大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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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7、《功利主义》的笔记-第1页

        哲学中“是非”标准的证明

一 人文学科的”是非”标准

人类的知识发展至今，像“是非”标准这样令人争论不休、始终无法给出满意定论的话题可谓寥寥可
数。

不可否认，在人类所有知识学科的基本原理中，均存在着类似的混乱、不确定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冲
突，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一门学科中的具体原理通常并非从该学科的基本原理推断而来也不依赖基
本原理来加以证明。

那些最终被确立为一门学科之基本原理的真理，事实上乃是对于该学科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形而
上学的分析后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它们与该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地基与大厦的关系，而是根与树的
关系；它们从不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却发挥着与学科本身同样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追求一件事物时，我们似乎首先就要对追求之物心中有个清晰明确的概念，而不是最后才想到
。故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非”标准，乃是确定孰是孰非的手段，而非已确定的结果。

二  “是非”标准的证明

倘若我们诉诸于当下流行的自然官能之所，即凭借感觉或本能来评判“是非”，那么无疑困难重重。

那些真正称得上思想家的人无一不向我们诠释道德官能仅仅为我们提供了道德评判的一般原理，同时
它属于我们理性的成分，而非感知能力；它诉求的是道德的抽象教义，而非具体的感知。

有关终极目的的问题往往不可能直接得到证明。凡是可以被证明是“善”的东西，那么当它作为一种
手段使人们获得了某种无需证明就被认为可善的东西时，它自身的善就必然得到了证明。医术被证明
是善的，因为它能够促进健康；然而，如何才能去证明健康是善的呢？

故倘若我们断言存在一种普遍原理，包罗了一切本质上的善以及其他任何善的东西，用来作为一种实
现的手段而非目的，那么这样的原理或受到认可或遭到反对，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过证明来来理解
的对象。

证明的对象属于理性官能的认知范畴，而我们的理性官能不会让我们仅凭直觉来对待它。我们对其进
行考虑的结果促使我们的智力来决定究竟是认可还是反对之——而这便等同于证明。

8、《功利主义》的笔记-第3页

        人类知识发展至今，像＂是非＂标准这样令人争论不休，始终无法给出满意定论的话题可谓寥寥
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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