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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内容概要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交往伦理学，已被当代西方学者视为社会哲学及伦理学理论的经典，并
具有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坚定地维护现代性的少数西方著名思想家
之一；其具有普遍性旨趣的交往伦理学，即是挑战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回应。
    本书将哈贝斯的伦理思想置于西方哲学史、伦理思想史、尤其是现代哲学思维的背景下进行全面性
的研究，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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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作者简介

龚群，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湖北大学哲学系
。已出版个人专著：《青年伦理学》（1988）、《人生论》（1991），《原道论》（1996）、《韩非
子传》（1997）、《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生活》（1998）、《自由与潇洒——中国人的情性观》（1999
）、《中国商德——经济伦理研究》（2000）、《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2002）。译著
：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主译）（1995）、阿玛蒂亚·森主编《生活质量》（主译、待出）、麦
金太尔著《伦理学简史》等。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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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　一、生平及著述　二、学术发展阶段　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
内在关系　四、交往合理性第一章　伦理本体论　一、社会世界　二、生活世界第二章　交往行为的
合理性　一、行为类型的区分及交往行为概念　二、交往行为的中心概念第三章　话语伦理学的普遍
语用学基础　一、话语：交往主体生存的大地　二、伦理视域的转换第四章　交往资质与交互活动　
一、交往资质　二、交互活动第五章　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一、道德情感之网　二、对道德怀疑主义
的清算　三、“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第六章　话语伦理学的普遍性原则　一、话语伦理学原则　二
、实践话语的搭桥原则　三、话语原则的三层次内涵　四、话语伦理学原则的应用第七章　话语伦理
学的意义　一、话语伦理学的基本特征　二、话语伦理与社会危机　三、话语伦理学与交往合理性　
四、话语伦理学与后现代思潮　五、哈贝马斯：理性与理想主要参考文献CONTENTS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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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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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精彩短评

1、不错的书，简单、整洁，好评！
2、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一本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对了解哈贝马斯的哲学思
想很有帮助，值得认真阅读。
3、怀着期待买了这本书，但读起来却寡淡无味。失去了龚群翻译《德性之后》那本书的激情，找不
到在《德性之后.序》的那种才气。
4、这书的用纸、装帧都不错！
5、更好地解读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6、绝对的大牛！绝对的经典！很好哦！
7、哈贝马斯的经典，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交往伦理学，已被当代西方学者视为社会哲学及
伦理学理论的经典，并具有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坚定地维护现代性
的少数西方著名思想家之一；其具有普遍性旨趣的交往伦理学，即是挑战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回应。
本书将哈贝斯的伦理思想置于西方哲学史、伦理思想史、尤其是现代哲学思维的背景下进行全面性的
研究，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学术论著。
8、值得收藏的理论
9、从参考文献上看，这本书写作之时，哈贝马斯的译介工作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所以作者能理解到
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确实直指康德而来，从独白式的道德论证变为了交
互式的道德论证，这一步走得非常不容易。
10、质量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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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精彩书评

1、今天偶然翻起《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龚群写的。这本书的名字
起的多好啊，道德乌托邦的重构。我2003年7月10日买的。当时算是最新的书了，因为才出版了两三个
月。后来，我又在许多地方见到这本书。印象很深的是龚群在后记里的这句话：“此书写作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过程。通过此书的研究与写作，我真正体会到了学术工作的艰难。”包括这次再看，我看其
中的一些页面的时候，能了解到为什么龚群会这么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前几年特别火，人们谈
的很多。但是，谈的很多，有时候也具有和一种思想被谈得很少一样的弊端，那就是说的太多，人们
也往往在那么多的言论中没了主意，后者偏离了应该了解的主意。到最后，也许哈贝马斯就成了交往
理论，就像罗尔斯成了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等等，学术思想成为了标签(关于这个现象，最近我倒
是看到一些人开始专门讨论了)。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能够得以窥探端倪。龚群解释的好
还是不好，我一直不太清楚。最重要的原因也许非常特殊，那就是我还没有读到哈贝马斯的那本传说
中的Moral Con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我从大二时开始想要看此书，到现在差不多四年过
去了，中译本还是没有出现，好像。而这本书至少对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思想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
中文哲学界里面，这三四年掀起的这股疯狂翻译国外著作的风潮没有吹到这本书头上，让我有点儿奇
怪。从龚群的阐述中，发现哈贝马斯涉及到了一些对于传统哲学来说会显得奇特的方面，像是道德发
展心理学，等，这样的领域也许在九十年代之后的西方学术界是不少见的，甚至到了今天，在中国这
样的做法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从哈贝马斯的那个时候来看的话，他所做具有的学术视野的广阔
性和敏锐性还是值得人们思索的。 只是，再一次地，由于我没有看到哈贝马斯的原著(不知半年前买
的薄薄的《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能不能一窥端倪？)，这个判断也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我不知道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到底是有力还是无力，是击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只是拉拢了一个其它的学科而
进行的没有多少价值的学术答台。

Page 7



《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