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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语境下的美德伦理研究

——以陈来的《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赵　维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陈来的《儒学美德论》是当前儒家美德伦理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在中国哲学语境下进行美德伦理研究的典范。

该书基于中国道德问题对美德伦理进行研究，将儒家美德伦理作为解决中国道德问题的出路。为说明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

的区别，陈来将儒家伦理定义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并从美德伦理特别是狭义美德伦理的视角对儒家伦理进行了解读。

对于当前的美德伦理研究，陈来无疑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哲学语境下研究美德伦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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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中国儒学者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对美德伦

理 1 进行了相关研究，致力于儒家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

陈来的新著《儒学美德论》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过，与以往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不同，陈来是立足于中国现

实的道德问题，在中国哲学的特殊语境下对美德伦理进行的

研究。这一创新，不仅对当前美德伦理学的中国化、以及中

国特色美德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

也为中国美德伦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思路。本文即以

《儒学美德论》为中心，就如何在中国哲学语境下研究美德

伦理展开详细的讨论。

一、美德伦理研究与中国问题

在《儒学美德论》中，陈来的叙述充满了关于中国道

德的问题意识。他说：“中国学者必须以反思的态度，从中

国自己的问题出发，不能盲目跟从‘西方学术’的潮流。”2

对于当前的美德伦理研究，陈来无疑给中国学者敲响了警钟。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伦理学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美德伦理学复兴运动，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

展开了对规范伦理学 3 的反叛，主张回归到以亚里士多德为

中心的美德传统。到目前为止，美德伦理已成为和规范伦理

相媲美的伦理学领域的主流思想之一。   在这场运动的影响

下，在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儒家美德伦理的浪潮，以挖掘出

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实现其现代转向。然而值得深思的是，

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具有自身的道德危机和历史渊源，中

国是否具有同样的问题呢？陈来认为“西方近代以来是规则

压倒了美德，而中国近代以来是公德压倒了私德。”4 这一

观点是极具洞察力的。实际上，陈来在《儒学美德论》开篇

就表明：“本书可以说是以美德的追寻为中心的一个中国伦

理研究。”5 如果说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是西方美德伦理

学正式复兴的标志，那么陈来的《儒学美德论》在中国应当

具有同样的地位和影响，可称作一部东方版本的“追寻美德”。

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描述了当代的道德危机，

进而追述了古希腊到中世纪的美德传统，并建立了一套亚里

士多德主义的美德论体系。与此相似，在《儒学美德论》上

篇，陈来通过对中国近代道德变迁史的梳理和分析，认为近

代以来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存在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而在下篇，通过对儒家伦理特性的分析，陈来将儒家作为一

种广义的美德伦理也就是君子伦理，并以君子伦理作为解决

中国道德问题的方案。由此，陈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

“中国道德的出路是要从公德——私德的对峙与失衡回归到

儒家的君子之德。”6

总之，《儒学美德论》以鲜明的结构表明，对美德伦

理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将美德伦理研究

与中国道德问题相结合，而不是局限在理论上的一般性美德

伦理研究。

二、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

在美德伦理颇为盛行的时代，将儒家伦理视为一种美

德伦理似乎已成为了共识。“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儒家伦

理就是德性伦理。”7 国内不少从事儒家美德伦理和西方美

德伦理研究的学者也持此观点。8

不可否认，将儒家伦理看作是美德伦理，对稳固中国

儒学的地位、增进西方学者对儒学的了解来说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前伦理学领域，除了美德

伦理，还存在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此三者形成了三足

鼎立的局势。9 上世纪以来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争表明，

无论是美德伦理还是规范伦理都不能独自地应对和指导当

前人类复杂的社会道德生活，伦理学的发展在当下也呈现出

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相融合的趋势。10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

者认识到，如果将儒家伦理视为一种单一的美德伦理，也会

使今后儒学的发展处于不利的局势。

陈来一方面承认儒家伦理中具有美德伦理的思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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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儒家伦理学的美德思想就是突出以心德为主要特色的

美德伦理。”11 另一方面，陈来也认识到将儒家伦理全部归

结为美德伦理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他又强调：“儒学的大部

分伦理思想和人生哲学都不是‘美德伦理’的概念能覆盖

的。”12 由此，陈来将美德伦理视为儒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彰显出儒家伦理的丰富内涵。

那么，儒家伦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学类型呢？

陈来对美德伦理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他将广义上的美

德伦理等同于人生哲学，其核心主题是“如何成为这样的

人”，而狭义的美德伦理学是指以德性条目为其形态的伦理

学体系。在他看来，儒家伦理是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这种

伦理学形态可以称为“君子伦理”，君子伦理体现为五个统

一：原则与美德的统一，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

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

一。13 至此，陈来将儒家伦理建构成包含狭义美德伦理的庞

大伦理学体系。在《儒学美德论》下篇，他对孔孟和《五行》

的美德论、《六德》的角色伦理、冯友兰的非道德德行论、

冯契的德性论思想进行了梳理，以展现儒家君子伦理所具有

的性质。

三、儒家美德伦理的解读

为了体现以美德伦理为视角对儒家伦理的研究，陈来

特别注重狭义上的儒家美德伦理的解读。他特别强调“德性”

与“德行”的区分，前者指向的是道德品质，后者指向的是

道德行为，他认为儒家是德性与德行的统一，儒家不仅列述

德性之目，还要叙述有此德性的人如何行为，“‘心行不二’”

是古典儒家的基本立场。14 不过，陈来也认为，虽然早期儒

家不明确区分德性与德行，但仍然以德行为主，“‘德行’

是古代常见的概念，‘德性’反而是后来较晚（战国）才出

现的。”15 循着这样的思路，陈来将儒家美德伦理分为“德

行论”与“德性论”。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不同，在

美德伦理的具体德目上也存在很大区别。

“德行论”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在陈来看来，“孔子

伦理学的体系虽然包含了部分德性的讨论，但却是以‘德行’

为主导框架的，始终不脱离‘行为’来展开。”16 他将孔子

作为春秋时代德行论的总结者，对《论语》中孝、忠信、仁、智、

勇等德行条目进行了详细讨论。“德性论”的代表人物是孟

子。陈来认为“从德行和德性的角度看，传统的主要德目在

孟子思想中已经从德行渐渐变为德性。”17 孟子将仁、义并

提对举，使仁、义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概念，而仁、义、礼、

智则是孟子德性论的四种主要德目。不仅如此，陈来认为孟

子以其“四端说”为儒家德性论提供了一套性善论的基础，

将美德伦理建筑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以亚里士多德

为代表的西方美德伦理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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