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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基本问题探析

——基于矛盾和实践观点的分析

吴  文  超

(自由撰稿人,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其借以建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或逻辑起点。而目前伦理

学界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为了推进伦理学理论研究、加强其指导意义，有

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和分析。此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

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来分析和探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有了新的

看法：科学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是伦理关系与道德能力的关系。

［关键词］基本问题；基本矛盾；道德实践方式；伦理关系；道德能力

任何一门学科，特别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总有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一门学科

对它本身的基本问题把握的准确程度，常常表明这门学科研究的深度、具有的力度

和达到的成熟程度；而真正认识和掌握了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也就能按照这一

指导性线索，去科学地建设这门学科的科学体系。因为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它借

以建构理论体系的现实出发点或逻辑起点，引导着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线索，

正是这种基本问题的展开和解决，使得这一学科的范畴和理论内容得以铺陈并构

成一个严整体系。所以，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该门学科性质、对象和发展

方向的根本性大问题。

对于伦理学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来说，不同的伦理学家对它的基本问题往往

有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是由社会道德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引发的；另一方面是由主

体——人的立场、价值观和方法论等的差异性决定的。目前，我国伦理学界，对于

伦理学基本问题，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有的认为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占多数，如罗国杰先生

等；

2) 有的认为是“善与恶的关系”，如魏英敏先生等；

3) 有的认为是“应有与实有的关系”；

4) 有的认为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5) 有的认为是“意志自由”；

6) 有的认为是“人的自由和秩序的关系”。

7) 有的认为是“道德规范与意志自由的关系”；①

因此，鉴于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和目前我国伦理学界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

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加强和提高伦理学作为理论对

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

加以探讨、分析和澄清。

一、基本问题与基本矛盾

作为清醒的自觉的探讨和分析，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自己的立场、价值观

和方法论。进一步说，我们首先不仅应该明确自己的指导思想——当然我们应该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而且——指导思想一经确立，更为关键的就是如

①窦炎国. 伦理学基本问题再认识[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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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进行探讨、分析——要弄清运用这种思想作指导进行探讨、

分析的总的思路和方法。

那么，我们将采用或者说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总的思路和方法呢？

一般说来，问题总是由矛盾引发并由矛盾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

哲学层面上，可以说，问题就是矛盾——基本问题即基本矛盾。联系到我们要讨论

分析的对象，就可以说，伦理学基本问题即伦理学对象的基本矛盾，或者说，科

学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的正确反映。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根本的

原因，就在于它找到、揭示并抓住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正是通过对这一基本矛盾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和揭示，得出了社

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建立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如

果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无疑，大家很快就会取得一致意见：人

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

题所在。

同样的道理，伦理学对象的基本矛盾就是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所在。要科学

地说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要找到、抓住并揭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

所以，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来分析和探讨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总

的思路和方法，就是通过揭示伦理学对象的内在的基本矛盾来说明伦理学基本问

题，即矛盾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二、关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

要揭示对象的基本矛盾，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因为基本矛盾是研究对象的基

本矛盾，不弄清研究对象，也就无法揭示其基本矛盾；研究对象不同，其基本矛

盾往往也不同。 

而从伦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起，对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存在许多

不同的理解。虽然总体上看来，绝大多数的伦理学家把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但究竟是在什么意义、多大范围上和何种价值取向上来研究道德，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善”与“至善”的科学，如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有的人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义务”、“责任”的，如康德；有

的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幸福的；有的人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人生价值的；有的人认为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行为或道德品质的学科；也有人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善恶判断的

学科。在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曾把上帝和神学的德性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现代

伦理学各派对伦理学对象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新实证主义推出元伦理学，把对道

德的语义分析和逻辑形式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先于本质的

人的存在方式及其自由选择为研究对象；弗洛伊德伦理学以性的冲动和人格的形

成方式为研究对象；实用主义伦理学以行为的满足或享受的效用为研究对象；现

象学的价值论伦理学把人的先验的神圣价值确立为研究对象等等。总的说来，这些

看法，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和说明伦理学的科学对象（罗国杰，1989）。

面对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国内一些伦理学家试图进行更全面地概括和说明，

如罗国杰先生把道德现象归结并分为三个方面，即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

道德规范现象；刘可风先生进一步把道德归结为相互交叉的两大领域（即道德意

识领域和道德活动领域）与三个方面（即道德认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王海

明先生则从统一元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的角度，或者说从确立和实现优良道

德的角度，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五个部分，即道德确证、道德主体、道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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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道德价值和道德实现，并认为“伦理学乃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如何

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及实现途径

的科学”。①(P20)

对上面这些说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侧重于

逻辑分析或侧重于描述概括，即都没能把逻辑分析与历史统一起来。

而“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

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P43) 以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我们的逻辑分析应该与历史相统一。这就

要求我们：1) 在道德生活的现象中把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在超现实的虚

幻中去顶礼膜拜圣洁的神灵或神圣的本质；2) 具体地历史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把

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离开社会生活，离开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去寻觅

超人、超历史的纯粹抽象；3) 在社会关系与主体相联的生动实践中去把握伦理学的

研究对象，而不是孤立地去考察主体，也不是舍去生动的主体而只看他的社会关

联；4) 全面把握各种道德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规律，而不是以部分代替整体。

这样看来，科学的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以现实地和历史地发生的全部

道德现象或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为研究对象；是否以历史发生的全部道德现象或

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为研究对象，正是唯物史观的道德论作为科学的道德论与其

它道德论的重要区别。

罗国杰先生、刘可风先生等实际上是这样做的，甚至提到了这一点，如刘可风

先生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就曾提到：“伦理学更是一门实践学科。它所研究的对

象存在于人们日常实践的所有生活领域。”③(P9)但遗憾的是，只是点到为止，而没

有明确指出以现实地和历史地发生的全部道德现象或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为研究

对象，也没有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在谈基本问题时往往把伦理学研究对象这一

点搁置一边，好像仅仅是为基本问题而谈基本问题——谈完之后也被搁置一边—

—很少甚至不谈及伦理学的其它问题与这一问题的关系。

陈楚佳先生在《现代伦理学》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很可贵的。但在伦理学

的基本问题上，陈先生没能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进行分析，他虽然对道德与利益关

系说作了一定的发展，却未能摆脱原有的思维窠臼——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

的重新审视。

三、关于伦理学对象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的伦理学这门“人文类学科”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基础，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确定科学的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能为我们分析

这一对象的基本矛盾提供钥匙。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社会道德生活的产物，研究伦理道德的伦理学，其根据

也必然深藏在社会道德生活之中。我们探讨、揭示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矛盾，就是

要找到伦理道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根据或基础。

另一方面，“实践内在包含着人与其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其

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本关系。可以说，实践以缩

影的形式反映着现存的世界，它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

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

①王海明. 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刘可风. 伦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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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象、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④ (P20)“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①(P18)。马

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P85)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实

践是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或者说，把社会‘当作实践去

理解’。”③(P104)

把以上两个方面相对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观点反观、透视和理解社会

道德生活，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道德生活的本质就在于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道

德生活的基本领域，是伦理关系的发源地并构成伦理道德发展的动力；“一旦脱

离了实践，伦理学不但没有了思想资料，而且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④(P9) 。马克思

曾有过类似的思想，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

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而道德就“是人类的实

践精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类完善发展自身的能力。”⑤(P54)

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道德生活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纷

繁复杂的道德现象中，最常见、最一般、也是最基本的道德现象就是道德行为。人们

的道德行为不仅一般地蕴含并表现着人们的道德意识，也含有行为据以体现的道

德准则和价值标准；而且道德行为还是其他的道德活动和道德意识、道德规范所借

以反映和调节的中心。所以，“道德行为是道德活动领域的根本内容”⑥(P7)；“道

德行为是最基本的道德实践活动”⑦(P127)；“伦理学基本说来是一种行为科学”
⑧(P18)。国外一些学者也曾有过相关论述，如：杜威，“伦理学者，研究行为而辨其

正邪善恶之学也”；斯宾塞，“伦理学者，研究一般行为中最进化之人类行为，

及其直接间接对于群己福利之促进或阻碍者也”。⑨(P32)马克思也曾经指出：社会生

活中各种事情的原初发生，常常“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

了。”⑩(P104)

社会或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或者说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根源。而

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行为是实践活动中联系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和关键环节；

人的行为方式或实践方式，作为行为主体、人的行为与行为客体的统一体，不仅是

他们统一的基础，而且是他们发展变化的根源；实践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构成社

会生活的基本矛盾，进而最根本的实践方式——生产实践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构

成社会生活最根本的矛盾。因而，具体说来，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和根源或者说作为

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指的应是实践方式或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从

实践方式（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实践方式）中找到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源，或者

说，我们才能够通过对实践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分析来说明或预测人类社会的

发展变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一个简要概括——最近十年来已逐渐成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共识。

同样的道理，道德实践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本质所在，而且作为社会道德生活

本质的道德实践具体说来指的应是道德实践方式或道德行为方式。或者说，道德实

践方式或道德行为方式，是道德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及道德行为的统一体，进

而也是他们统一的基础和他们发展变化的根源；我们可以从道德实践方式内在矛

④李秀林、王于、李淮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①③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②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④⑥刘可风. 伦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⑤罗国杰. 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⑦陈楚佳. 现代伦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⑧王海明. 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⑨黄建中. 比较伦理学[M].北京：国立编译馆，1974.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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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中找到社会道德生活发展变化的根源，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对道德实践（或行

为）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来说明和预测社会道德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道德

实践（或行为）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即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矛盾。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按照系列道德结构而深入认识各个道德现象的逻辑起点

和现实出发点——道德实践（或行为）方式及其固有的内在矛盾。道德实践或道德

行为一旦发生，就必然要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道德行为主体与道德行

为客体的关系，这一方面构成伦理关系；另一方面是道德行为主体与这种关系

（即前述道德行为主体与道德行为客体的关系）的关系，这一方面构成道德行为

主体的道德能力。这两个方面即伦理关系与道德能力的辩证统一就构成了道德实践

（或行为）方式。

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发生的,并且

总要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即行为客体，从而主客体之间就必然会发生联系，构成主

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并形成这种关系与原有关系的关系；当作为主体的人意识到

这几种客观关系，并对它们进行评价和调节时，主体的行为就成为道德行为，相

应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分别成为道德行为主体和道德行为客体，这几种客观关

系也就构成了伦理关系。宋希仁先生对伦理关系的这一特点曾作过说明：“伦理是

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治理。

就是说，只有形成了客观的关系又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调节，才能构成伦理关

系。”①(P3)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主体要领悟和治理这种客观的伦理关系，就必然

会形成主体与这种关系的关系，而它就取决于或者就主体方面来说就是主体的道

德能力，即主体对这种关系觉悟、体认、把握与调节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

一，从而构成了道德实践（或行为）方式内在固有的矛盾。

考察社会道德生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推动

着社会道德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伦理关系和道德能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道

德生活的基本矛盾。

综上所述，伦理关系与道德能力的关系应该是科学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所在，

即科学的伦理学应该把伦理关系与道德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它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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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asic Issue of Eth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int of Contradic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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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issue of a subject is the logical beginning point，from which the subject 
construct its theoretical system . There exist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basic issue of ethics in China’s 
ethical circle .So it’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argue the basic issue of ethics again. Using the primary 
basic point of Marxism ——Practical Poi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issue of eth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n  there  comes a  new idea:  We should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ical relation and the moral ability as the basic issue of ethics.

Keywords: Basic Issue; Basic Contradiction; Mode of Moral Practice; Ethical Relation; Mor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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