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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前言

　　书，是有使命的。　　在这个科学愈加昌明、创新愈加重要的时代，培育广大“80后”和“90后
”大学生和高中生们形成喜爱科学、理解科学和勇于创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
义愈加深远而关键。　　实际上，“80后”和“90后”大学生和高中生们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
他们不满足于只是机械地背诵记忆权威的科学原理和知识，他们对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历险过程也充满
热情和好奇；他们喜欢某个学科的逻辑震撼力，但他们也渴望了解创造和发展这个学科的那些人和那
些“事”以及引人深思的“创新感悟”；他们在不断颠覆、嘲讽传统中的榜样形象，又不断在重塑自
己心目中的创新英雄。　　——如果教育和图书不符合他们这样青春热烈的精神躁动和实践需求，如
何吸引他们真诚地亲近科学和真正地理解科学？只有他们对科学感到亲切，他们才可能有兴趣去关注
科学，对科学的理解也才可能深入和持久。　　问题是，我们具有历史惯性的教育和图书目前的确还
没有很好地应对这种新的时代挑战，尽管这种应对正在努力中。　　20世纪我国接受了西方科学思维
方式之后，主流的观点坚信逻辑严密的理性论证才是科学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教育方式。这种理解
是需要批判和反思的。实际上，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我们学习科学的目的。科学知识的严密理性
讲授和论证这种冷冰冰的逻辑叙事，合理地省略了人在科学中的作为，呈现给受教育者的是一个冷冰
冰的逻辑世界的必然自在过程：科学理论似乎是天然地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科学家像个木偶，只不
过承担偶然发现-一“揭盖子”（discover）——的机械角色而已。

Page 2



《善恶的此岸》

内容概要

《善恶的此岸·伦理学史话》内容简介：20世纪我国接受了西方科学思维方式之后，主流的观点坚信
逻辑严密的理性论证才是科学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教育方式。这种理解是需要批判和反思的。实际
上，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我们学习科学的目的。科学知识的严密理性讲授和论证这种冷冰冰的逻
辑叙事，合理地省略了人在科学中的作为，呈现给受教育者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世界的必然自在过
程：科学理论似乎是天然地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科学家像个木偶，只不过承担偶然发现-一“揭盖子
”（discover）——的机械角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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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作者简介

李曦 福建仙游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8年，北京大学读博，中国科普研究所工作3年之后，现在首都
师范大学作博士后。迄今出版作品约200万字，译有《动物权利研究》等，合著《医学伦理学十五讲》
。 
    生在闽南，长在闽北，离乡30载。常梦见自己坐在故居门旁的竹椅上晒太阳，伴着新屋平顶之间的
老屋弯檐和祖家门口的井，看国道上的车呼啸而过，时间和空间仿佛半凝固着。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那漫漫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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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希腊：第一缕阳光二、希腊化一罗马：静静的憩息三、基督教世界：漫漫中世纪四、文艺复兴：
艰难重生五、科学革命：辉煌开启六、启蒙时代：绚烂的色彩七、十九世纪：秋菊与霜雾八、当代风
景：何去何从后记附：文献参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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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章节摘录

　　智力美德是可以被教授的，比如审慎，而像节制、勇敢这样的道德美德是实践的结果，是通过反
复模仿那些良好行为而形成的习惯。这个观点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亚氏强调道德品质，一种
稳定的、不变的行为倾向，或者“性格状态”。他说：“⋯⋯人的美德是这样一种性格状态，它让人
们成为善良者，让人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是对美德性质的描述，那么究竟怎么做才算体现了
美德？亚里士多德强调仿效，就是通过仿效有德者的行动来形成美德。　　什么样的人是有美德的？
亚里士多德没有多讲，不过他著名的“中道”说算是一个回答。所谓中道就是两个极端状态的中间，
比如鲁莽与怯懦的中间是勇敢，浪费与吝啬的中间是慷慨。这样，美德就是对中间状态的命中，体现
了生活的一种平衡与和谐。中道并非不会出错的行为指南，但亚里士多德相信这是伦理思考的核心：
“美德涉及一种性格状态，美德就在于中道，⋯⋯这是由理性的原则所决定的”。　　美德的这种概
念成为亚里士多德说明个人与城邦之幸福生活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人们组成政治社会符合其
本质，因为“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而好的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平衡而协调的政治结构，符合“中道
”。他描述了三种自然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其中君主制最好，共和制最糟。　　这三
种政体会各自演变成三种形式：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其中僭主制最糟，民主制最不坏。亚里士
多德认为理想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开明的君主制，也就是统治者拥有哲学智慧——这实际上是柏拉图哲
人王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这种君主可遇不可求，所以他取了一个“中道”，认为寡头制和民主
制的折中是个好政体。　　在个人生活上，亚里士多德专文论述了美德与友谊之间的关系，为后世哲
学家探讨友谊提供了许多启发。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三种动机：为了某种用处，为了快乐，为
了对方自身的好。　　在三种动机所发展的友谊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后一种才是真正的友谊，是符
合美德的友谊。因为真正的友谊要求朋友相互之间真诚相待，发自内心地渴望对方过得好，并且历久
弥坚。为了某种利益或者快乐而发展的友谊不具有这些特征，不是真正的友谊。善因此构成了真正友
谊的动机，“完美的友谊是善良者、有德者的友谊，因为他们会相互渴望对方的善，而且自身也是善
者”。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爱对于拥有真正的友谊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一个爱自
己的人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　　好了，我们已经完整展示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伦理思想，也看到了
他与老师柏拉图的不同。不过亚里士多德之旅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不能放过一个重要的、也令后世
哲学家困惑不已并激动万分的亚式箴言。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最后一卷，亚里士多德为幸福提
出了另一个定义，从学术角度看，这个定义与前面的论述具有什么关系、如何衔接起来是个争论不休
的话题。不过从感情上看，它着实感人至深，也振聋发聩。　　亚里士多德说，最完满的幸福只能在
智力生活中找到，“思辨是最大的幸福”，是最高的人类善。因为思辨是理性的产物，是最高贵的人
类官能。因此，只有进行思辨的人才会得到最高善，“对于人类来说，遵从理性的生活是最好的、最
快乐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著和生平中，看不出他在进行哲学思考时是否痛苦，也许他生来就
是个快乐的思想者。不过无论怎样，“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这句话无疑是对哲学思考最大的褒扬和激
励。　　不论是职业思想者还是在生活中愿意思考的人，当你们因为各种原因而遭遇艰难、痛苦甚至
误解时，但愿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可以带给你们些许慰藉。如是，我们便不枉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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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　　——苏格拉底　　人的善就是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而且必须一
生合乎。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一天或短时间的善无法让人享得福祉。　　——亚里士多德　　我宁
愿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头满足的猪。　　——密尔　　有两样东西常驻心中，愈是
长久反思它们，我们就愈是赞叹和敬畏：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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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精彩短评

1、关于伦理学史不错的入门读物，目前看过的最好的读本
2、本书详尽的描述了伦理学发展史，史学家呕心沥血，你能从本书中了解到善恶真理的一段历程。
3、善与恶距离就在一瞬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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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的此岸》

精彩书评

1、慢慢接触哲学的东西，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和好奇，似乎很多东西都具有不确定性。就像人们
所争论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就有了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
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唯心主义”却说物质依赖意识而存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一切
存在的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或许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色的地方，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置之度外比当局者迷当然要高明多了。看这些书越看越迷糊，越
看越看不明白，有时候又突然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最起码自己在经历思考的过程。有人说“一个人如
果从未思考，那他的生活必定陷入茫然和混乱”，只是我是思考仍然很浅显。《善恶的此岸(伦理学史
话)》这本书适用“史话”这种方式，挺像叙述文的，他从西方希腊伦理学的起源，随着历史循序渐进
到如今善恶的思考，老实说还真蛮适合我胃口的，我是相当讨厌那些长篇大论而又大而言之的调调。
李曦在里面还有一些作者手记，这些作者手记乃是我国古代历史善恶的认知和不同时期的表现，着实
让我长了不少知识，毕竟我看的古史相当乱却也没有系统性。其实人们如何去评价善恶与好坏，我觉
得要放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身上。大到的社会环境，小到生活太多，都能产生不同的评价。例如
人们不少常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但是善恶终究是属于伦理道德体系，在如今法制的体制下
，却叫人爱莫能助，人们的道德底线一次又一次的被触及，如摔倒的老人没人敢扶，这真的是社会的
悲哀，但却也是现实的残酷。想起“自私论”说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或许就是因为站在自己的角度思
考是问题，从而在他人看来就是自私的吧，但是我觉得这无关自私、也无关善恶，只是在于本能，或
许站在那个角度的你会更差劲。但肯定的是今天的局面的我们都想驱之避急，然我们无能改变却是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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