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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哲学史讲义(罗尔斯著作集)》是约翰·罗尔斯逝世后出版的第一本(也许是最后一本)罗尔斯自
己的专著。
该书是编者萨缪尔·弗里曼依据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现代政治哲学”课程的相关讲义、录音和
笔记整理而成。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关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密尔和马克思之政治哲学的讲座，另外，还有罗
尔斯关于“政治哲学之功能与特征”的导论、以及两个附录(即关于西季维克和巴特勒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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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 后三个善观念 1.余下的三个善观念中的第一个是关于善良意志的观念。
这是康德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足够善良的意志是人格和他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品质的至上的（
尽管不是完全的）善。
这个善由一个坚固而既成的最高阶的欲望所构成，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表达，是由纯粹实践兴趣所构成
，这促使我们对出于责任的行为发生兴趣（《原理》Ⅱ：14[413]）。
 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区别：当我们能够总是出于纯粹实践的兴趣而按照责任的要求去行动时，我们
就有了意志的真正纯洁性，无论履行我们的责任会多么强烈地与我们的自然欲望或偏好相对立（KP 5
：155及其后、159及其后）。
在此情况下，纯粹实践兴趣总是自身足够强烈，以确保我们即使在极端情境之中也出于（不只是根据
）责任的要求去行动——例如，如果我们不愿意对一个诚实的人提出不实的指控就会受到主权者的死
亡威胁。
当我们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使自己成为具有纯粹意志的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每当遇到责任的问题时就总
是能够出于纯粹实践的兴趣来行动的人，我们就拥有了善良意志。
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如此定义的善良意志，尽管我们还没有达至一个纯粹的意志。
 因此，康德认为，当其他的兴趣利益和偏好也促使我们去做责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时，它们只要满足
了两个条件，就不会减损我们行动的道德价值，或者减损我们的品格的纯粹性。
这两个条件是： （1）当涉及责任的问题时，我们完全通过对责任的考量来做决定，将所有兴趣利益
和偏好的理由抛弃一边； （2）我们对按照责任的考量而行动的纯粹实践兴趣自身足够强烈到足以确
保我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仅当我们的纯粹实践兴趣未强烈到足以保证这一点，因而需要其他动机来让我们恰当地行动时，我们
的意志或道德品质才不够绝对地好。
 与此相联系，康德指出，我们也许需要他所说的在依据道德原则而行动上的自由的同情之支持（Mds
6：457）。
具有这种自由的同情自然不是一种缺陷（它是由我们自己培育的），但我们为了正确地行动而对自由
的同情之需要显示出我们的品质中纯粹性的缺乏，这是一种缺陷。
一个理由是，不能总是依靠自由同情的情感去支持我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是否按照我
们应当做的那样行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偶然发生的境况。
这表明我们仍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有可能达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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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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