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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有关。
当我在1997年初开始思考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有两个中心的问题占据着我的思想：一个是对后果主
义的道德理论的某种辩护，另一个是休谟主义者与康德主义者之问关于“实践理性”的本质的争论。
这两个问题在当时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且至今依然如此。
我已经就第一个问题写了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稿，但我最终废弃了那个计划，部分原因在于我发现我
所提出的见解并不具有充分的原创性。
当然，我已经就此积累起来的思考也不算白费，因为这些思考使我逐渐认识到，规范伦理学的研究与
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其实具有本质的联系。
所以，在接手处理第二个论题时，我已经有意识地把我对伦理问题的理解和探究建立在一个更加广泛
的背景和基础上。
这个思想在《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如果国内读者能够接受和认同对伦理学的这种探讨，我的心愿就算实现了。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不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
在我提交给答辩委员会的论文中，我几乎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处理我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和道德
心理学的理解。
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表明，就休谟和康德而论，不论是在他们的理论哲学上
还是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上，他们都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的相似性和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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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是要致力于理解道德义务的本质及其动机基础。
只有通过把这个问题置于一个广泛的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它的重要性和严重性。
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
其次，只有以“道德义务”这个概念兴起和演化为历史背景，才能充分认识到当代对“道德义务”这
个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和含义。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道德义务与现代道德哲学；道德动机与道德判断；理性、信念与休谟的自然
主义；伦理自然主义与道德客观性；怀疑论、理性与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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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德义务与现代道德哲学　　本书的目的是要致力于理解道德义务的本质及其动机基础
。
但有通过把这个问题置于一个广泛的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它的重要性和严重性。
首先，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因为“道德义务”的概念几乎成为现
代道德哲学的代言词，而且因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和道
德心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如果我们还没有初步了解道德义务概念的历史根源，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充分地理解本书的目的
和议程。
实际上，只有以“道德义务”这个概念兴起和演化为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当代对“道德义
务”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和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义务”的问题也就成为把当代伦理理论与伦理学史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我如此强调这个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那么我们就不能恰当地
把握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根本要旨。
　　西方伦理学家一般认为，“道德义务”的概念是现代道德哲学的兴起的主要标志。
现代道德哲学不同于古代伦理学，因为它把道德规则（或者道德责任）而不是道德品格置于道德和道
德研究的中心地位。
古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我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相比较，现代道德哲学关不关心这个问题，而是关心“我应该做什么？
”。
对古希腊人来说，伦理生活是从内部来过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古代伦理学家看来，美德对人类来说是完全自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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