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德性研究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1958

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库默发表了《现代道德哲学》一文，指出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心理学

相联系，伦理学的发展应该尽可能回归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的德性伦理传统。麦会泰尔《德

性之后》一书，站在亚罩士多德德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功利和权利概

念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伦理学，试图重树德性在当代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中的主导地

位。于是，在现代伦理学研究领域，人们关注的视角重新回到了亚罩士多德的德性传统，

对于德性到底是什么，德性的功能和内在价值的探究成为现代伦理学研究领域炙手可热

的一个课题。亚罩士多德作为伦理学的丌创者，他的德性观念及其德性伦理思想是重要

的德性道德资源，对其进行详尽的探讨，有益于现代的德性和德性伦理学研究。当代社

会，在道德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忽视了对道德信仰和内在美德追求的现实条件下，德

性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深入研究亚氏德性思想，了解其真义，对于我们借鉴古典德

性传统，构建和谐的心灵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力图对亚罩士多德德性观产生的历

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基本内容、理论特质、历史影响以及现代启示进行分析，同时阐述

了作为德性的重要构成性因素的各个德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通过这些探讨和分析了

解德性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当代德性观念和德性伦理的研究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

要正确认识亚罩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思想，就必须首先分析这种观点产生的社会历史

背景和理论渊源。古希腊以工商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城邦制政治模式的民主政治、希腊

文明的扩张为德性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土壤，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德性观念则为其提

供了理论渊源。『F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旱士多德的德性思想才得以成为现实。亚里士

多德德性思想以自然目的论和人性论为基础，其本质是中道，目的是为了实现幸福，同

时按照德性获得的途径不同，可以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两个部分。德性的实现是在

实践中通过反复的行为而形成的。亚罩士多德的德性观念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占有核心

的地位，德性与善、德性与中道、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将会给我们展示一个完整的德性体

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德性概念的深入剖析，解释并说明亚里士多德德性观对当代伦理学

发展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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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贬里士多德德性观的后世影响分析上，文章选取了阿奎那和麦会黎尔两位著名的

稔理学家。簿奎郡德幢溪对噩基士多德德茬毳麓超莲是要孬易觅獒，黧奎罄最燕崇数蓠

学家就怒亚罩士多德，他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思想，在基督宗教神学领域

把亚熙士多德的德性观应用得淋漓尽致。麦盒泰尔则重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道

德，认兔痘该羹兴鳆氏德茬愚想，重橱穗整概念，滚复耍晕±多德德髓传统在瑗裁社会

中的生命力，并企圈通过教会熬问体弘扬他所倡导的德性。本文分析了溉氏德性思想漆

在的理论特质，作为时代的产物，贬氏德性思想肯定存在潜自己的理论娲限，不可避免

羲莆霄郄令露钱黪烙露，畜萁蘸鸯麓理论局瀑。毽是，交于箕愚怒翼霄溱在熬逻辑牲穰

合理性，对于当代个体的精神存程和社会发腻仍然具有露鞭的启示意义。

关键透：委攀士多德德性瓣魂实窟示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virtue ethics research study of a westem area of one of hot

issues．1958 English philosopher Aines Comer published”Modem Moral Philosophy,”one

text，pointing out that people’S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psycholog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should b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retum to Aristotle’S virtue-based

ethics tradition．MacIntyre，”After Virtue”one book，from Aristotle’S position on morality,

criticized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 of utilitarian and rights at the core of modem

Western ethics，trying to re—Shuter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moral life and moral theory in

the leading position，therefore，in the modem field of research ethics，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attention again back to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of virtue，for virtue in the end what

is the virtue of the functions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exploring the field of modem research

ethics hot a topic．Ethics of Aristotle as a pioneer,and his concept of virtue ethics and virtue

are essential idea of virtue and moral resources，their detailed discussions are very useful in

the modem virtue and virtue ethics research study．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moral life in a lot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to the neglect of moral beliefs and the inherent

virtues of the pursuit of the reality of conditions，Virtue still play a role in space．Aristotle

Virtue idea in．depth study to understand its true meaning，for our moral character fro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order of the soul，no doubt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In this paper,the posi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viewpoints，methods，trying
to

Aristotle·S concept of virt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origins，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m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historical influences，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modem

enlightennlent，at the same time described as a virtue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all

virtues，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attempt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se know moral virtue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virtue and virtue

ethics research has played forward role．

We must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virtue theory of Aristotle’S thought，we must first

analyze the opinion generated b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origins·

Ancient Greece to merchandise trade and industry．based economy,city-state poli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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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the expansion of Greek civilization as pure virtue of the idea

have provided a history of soil，Socrates，Plato’S concept of virtue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origins．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e Aristotelian idea of virtue was able to become a

reality．Aristotle Virtue idea of natural teleology and theory of human nature for the

foundation，and its essence is the golden mea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re happy at

the same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rtue of the way was different，can be divided into

virtue ethics and virtue both rational part．Virtue is the implementation in practice through

repeated acts formed．Aristotle’S concept of virtue ethics in his system occupies the core

position，and good moral character,virtue and the golden me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will give US a complete character system，This paper attempts，through

the concept of every virtue—depth analysis to explain and explain Aristotle’S concept of virtue

ethics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Virtue in Aristotle’S concept of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the article is

selected MacIntyre Aquinas and two well—known ethicists．Aquinas on Aristotle’S concept of

virtue virtue beyond the concept are obvious．Aquinas is the most respected philosopher

Aristotle，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 of Aristotle。S virtu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hristian theology to Aristotle’S concept of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e head．MacIntyre is a

restatement of Aristotle’S traditional morality,should consider rehabilitation of virtue

Aristotle thought，the concept of reconstruction of Virtue，Aristotle restore traditional virtue

in modem society the vitality and attempt by the Church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virtues

advocated by hi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a of Virtue Aristotle’S theory of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as the time the product of virtue Aristotle certainly thought the theor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ir own limitations，with the inevitable stigma that time，the theory has its own

limitations．But the idea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logic and rationality,for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of the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main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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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德憔是英语“Virtue’’筋汉译，有时候也译成“美德"，本文采用的译法是“德性静

一词，笔者认为将其译为德性更能突出本文研究的重点和价值所在。在希腊语中，德性

一词来源于“arete”，意思是“卓越”和“优秀’’。亚罩士多德认为，德性泛指可以使

事物成为完满事物的特征和规定性，是使久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暴的品质，是体

现在习俗性活动中的品格和品质特征。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认为德性就是那些能够使恶被

克服的一类品质，是使人完成其使命，走上完美旅途的品质。功利主义思想家富兰克林

说，德性是达到星的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舞在的，培养德性就是最终让幸福在

人间或者天章取得成功。麦金泰尔分析了历史上存在的德性观念，认为“即使在我已粗

略描述的相对一贯的思想传统内，也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彼此不相容的德性观念。

因而不存在真诿统一的德性概念，更不用说统一的历史了"。

人类进入2l世纪以来，道德领域不断发生着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的生活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社会也出现了当代道德价值的危机，道德状况

不容乐观。道德的滑坡，官员的腐败，痞子文化、由寨文化的兴起，现代高科技如阏络、

克隆技术等等带来了～系列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引起社会伦理秩序的失衡，出现无

规范化的道德状态，从而引发社会学者的忧虑和担心。道德生活世界的不测风云，道德

知识系统的内在冲突和困扰，社会上不孬有能够统摄一切的完备型价值主宰体系。马克

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

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义的"。具有自我意识，人在生活过程中一直在寻找

生余的意义，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会使人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放弃某些不应该的诉求，

过一种有德性、有意义的生活。当代社会历史的变迁使德性居于现代生活的边缘，但是

德性不会在人类生活中消失，而是时时守望着人类的生存空闯，因而凸显一种德性的特

殊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德性仍然具有其巨大的生长空间和作用的领域。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

家，他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倾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表达了他对智慧和理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他对吉希腊入已知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

整理，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具有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德性理论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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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意义的伦理学理论。本文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做一整体性的研究，通过对

其德性观的类型、本质、目的、生成等各个方面的阐述，正确评价亚罩士多德德性观的

历史地位，并联系实际，为个人进行精神修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和谐社会提供一个

良好的借鉴和启发。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把关注的问题放在他的德性幸福论

和德性公正论上。高国希从德性视角出发，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伦理审视，认为功利主

义和康德主义更关注什么引导着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将被引导到何方。他认

为这些规范伦理从先天原则来制定道德法则和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这些理论以原

则为基础和以责任为基础，通过行为的善恶来讨论道德的善恶，因而失去了对行为者的

关切，从而导致了主体的缺失和脱离，是近代伦理学的一大缺陷。他强调亚里士多德的

德性品质，认为亚氏以促进一种共同感的道德品性观念出发来达到人们的友爱和仁慈。

杨国荣认为德性具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品格，在个体存在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绵延统一，

并且也参加社会行为有序化的过程。他认为德性是一个理性、意志、情感相统一的个体

意识结构，更多的体现在个体意识层面。龚群从德性思想的新维度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德

性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一种存活了一千多年道德生活的传

统，这个传统有它自己的经典文本和权威诠释者，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要回应

的也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社会制度社会境遇。他主张德性是一种共同体成员对共同

善的共同追求中不可缺失的品质，要求回归共同体主义和拯救德性。寇东亮指出，德性

的内涵是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是人在获得尘世的成功方面的公用性品质，或者

是指一种履行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个人秉性和品质。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的德性伦理运

动试图恢复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构建现代德性伦理学，而当代中国的道德危

机根源于规范伦理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导致道德的形式化与表面化，以及道德教育的

无效性。寇东亮主张，重建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模式，对传统的德性伦理资源进行现代

化的改造，从德性的重建入手，恢复道德的本真意义，提升个体的主体性人格。∞何安

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了幸福》一文中，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诞生的社会环境

和精神环境，并把理性观作为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实质，同时说明了幸福的宗旨和中

④参见高围希《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杨国荣《道德系统中的德性》，《中国社

会科学》2000年第3期：龚群《【口j归共|一体与拯救德性》，《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寇东亮《德性伦理研究述评》，

《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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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核心。在友爱和公正这两种德性的介绍之后，他分析了贬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特征和

意义，可以说，这篇论文为笔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和参

考。

在对正义观的探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皿里士多德所说的正义是城邦政治的准

则，社会上存在着普遍的正义，相对于整个社会关系丽言的正义，代表的是权利和法律，

体现的是人们政治交往的准则，调整的是同等地位人们之间的关系，保护公民的共同利

益。同样，社会财富的分配也要符合正义原则，给道德上的优秀者以较好的待遇，道德

主的劣等者分配较少的报酬。至高的正义则是适度的善，是属入的善。最高理性的正义

原则是中庸的至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最高境界。黄显中认为正义是亚晕士

多德一切德性的总汇，德性是灵魂的正义秩序，正义是最完满的德性，是城邦的共同利

益。城邦的幸福离不开德性，城邦的正义就在予德性的实现活动之中，是城邦德性的总

汇。

国外学者研究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著作和论文颇多，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958

年，英霉的女哲学家安斯克姆在《现代道德蜇学》孛提出，德性为道德提供了一个更好

的基础，这样人们可以独立于义务等观念来理解德性，并把它作为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来

理解。如果我{fJf毙用“不诚实的"、“不贞洁的”、“不公平的"这类概念来取代“道德上

是错误的"的概念，那将是一个题大的进步，安斯克姆的观点被认为是回复亚里士多德

德性理论的转折点。英国的迈伦德尔也追溯了柏拉图、亚尾士多德等西方思想家的德性

伦理思想，阐述了当代道德教育及其面临的问题，指明了德性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

哲学家安娜《幸福的道德》一书中，指出亚墨±多德德性理论有其自身的弱点，必须发

展一种独特的自然主义。斯洛特沿着道德情感主义的线索来发展德性伦理，道德判断并

不描绘被如此判断的事物的性质或关系，而是表达做出如此判断之人的心中的情感，它

们在本震上是情感上的问题，丽不是知识上的闯题，也不是理性的指令。国在国外学者

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研究中，尤属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是回归皿氏德性传统最

重要的纲领性著作，并且他的研究促进了德性伦理在当代的复兴。在麦金泰尔看来，古

希腊伦理学做出了三个重要的贡献：把德性聚焦为伦理学的对象，分析了特殊的德性，

排列了德性的类型。麦金泰尔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有德性，认为独立的实践理性的德性和

依赖性的德性在人类共同体内联合，在接受和给予中来实现共月的好处。他认为，近代

以来西方现代性没有在历史中继承任何一种伦理传统，丽不过是彼此冲突的一些碎片，

①参见商图希《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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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薅方规范伦理学进行批判性分析，他要求重建德性伦理，重树德性在当代道德生

活和道德理论中的主导性地位。∞

这些学者大多意识到应该复兴德性和德性伦理，有的学者还对德性的意义和价值进

行了研究，但他们基本上没有从整体的视角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进行全面、系统、

深入的挖掘，因此，对诬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重点及创新点在于：本文试图从整体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亚罩士多德的德性理论，对

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从多个维度挖掘亚氏德性观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

难点则是：亚氏德性理论的深层内涵的解剖分析以及其德性观的理论特质和现实启示。

(四)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文献研究的方法，放历史的维度出发，梳理亚墨士多德德性理

论的经济、政治和理论根源，分析其内容、圈的和生成，阐述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煞

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同时将亚氏德性理论放到现实的角度上去考察其存在的现代

启示，挖掘其价值所在，以进行有益的思想借鉴和启迪；揭示其缺陷所在，以求得客观

理性的认识，进而提出本人对亚氏德性理论的思考，解析其德性观的特质和局限。笔者

力图站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来解剖亚犟士多

德德性理论的伦理价值，采用历史和逻辑楣统一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阶级分

析的方法，在各个层面上分搴厅亚墨士多德的德性理论。

。参见寇东亮《德性伦理研究述评》，《罄学动态》2003年第6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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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产生

饪篱一群思想蓊诞生都有其深厚懿政治、经济帮文纯稷源，甄攥±多德的德性愚想

理论也不例外，它的诞生以希腊独特的经济生活为背墩，在这样的缀济背景下，城邦全

体公民形成了全体犀心的凝聚力，他们拥有露样的傣姊，形成了民主测的组织形式襄共

丽的政治皇灞。智性文纯露麓城荔文化的耩神特征，稻导对卓越的追求帮对节捌筹德性

的匿视，使得公民全面实现熟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成为了可能。这种政治模式和精神

生活，影响韶铡终着西方文化传统，弱黠也影响和铡约藩亚里士多德德性愚想的建梅。

(一) 翌里士多德德悭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德性内存予每个行为主体当中，对行为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起规范和导向作

耀，太类侔兔褥涛主彝，本身就是一静社会经翁存在，人羹本质就是萁社会茬。鞫薅任

何德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历史的土壤而囱行产生或消亡。在伦理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

德性的产生、发展、变迁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盼经济、政治、道德追求，随着历史时代的

变纯嚣产生着变优，矮应着魇变发曩瓣潆漉。我褒分橱囊摹士多德靛德缝褒，黧样{il；要

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对其产擞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生活的

时代，是希腊城郊制面临衰落的时期，斛此，他的德性观也毋庸黄疑的被打上了时代的

辫曝。

1． 经济背景；工商业为主的商黼缀济

希腊的大陆一般都是寸萃不生的地区，陆地交遴～般都被出路阻隔。在这襻的条件

下，塞予被辫辫丽装分裂开来戆各个独立翁区域猿塞蓑震怒寒，受隧域悫人爨过多或资

源不足的时候，大部分入就开始从事航海潦业，航海攀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沿海城邦的商她迅速发展越来。商业的发震几乎是非常迅速的，伴随着商业的发震，希

黯社会霸菲希黯社会交流增多，经济翁交流更筵进了工巍鲎酶发展。

伴随着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一些地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其擞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城市中手工业生产在熬瓣、规模耧努蘸力分王上的发展，作必农监生产羹要补充

瓣农裂产蒹频繁的交换，以及糖之嚣来豹小面藿货币魏爨现，二、邦际帮海磐贸磊蘸兴

盛，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丰黼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邦政体的

稳鎏耱发展”。fll特爨需要注意蜓是，这个时麓钛手工业裙裔监的分离孛，“刨造了一个

不褥从事生产蕊只姨事商品交换麓输级——商入。捧戮除了手工监鞠农娩麓发震，希艚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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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了事窳酌衾、锻翔锕簿金属潞源德量和开采，受希髓兼矿渡的发麓箍供了菲鬻好鹣条

髂，遮壕遴一梦穗避了囊蘸经游瓣爱震耧繁荣。挺会羟漭越蹇穗庭煞遮煮；蠢遂意懿越

是富铡爵霞。手王鼗熬发爨透一黪鬟避了蕊菇交攘襄城枣釜懑麴繁荣，备静褒溅产熬黧

辨慕鹊鬻侈热竞斥饕枣场。瓣熊、科抟舞簿遐寨积极鼓黜秘支持对外贸翁，黼人刹用海

上交遴线赛走予邋孛海嚣令希麟藏邦之润，避～步袈避了攀骚蠛郯潮的囊照联蒸，鬻晶

经济墨飘繁黎扁谶。这种经济的繁荣对哲学发展谳畜，最熏簧时楚燮产力酹发展琴i越了

体力劳动耨脑力势渤艉分工。筠克思说娃分工廷是觚褥质势动耩耩襻势动分离的时候起

才开始鹱巍窦实瓣努王。⋯⋯葳运簿蒹超，意禳才麓摆瓣避赛蒸去耩逡善楚饕簿’囊穗、

静学、蓠攀、道德等等。帮懑

离鼗熬笺曩，捷褥禧麟誊城邦爨避嚣爨大，罄也鹣盏撼糕蓉城邦本赛鳇缝构，鼹蚀

喾蠛辩产生靛藕襻。驻堡±多德簿予瓣浃蠛邦熬矛囊，簸糠蕊稔理麴熊囊，提懑了蜜愁

的解决方法，徨蹩健熟德性伦理深受时代的影响，即继承了前入的成聚歼创了新的领域，

又受蹴代掰陵，肖其不足之处和片瓣馊。

慧。 蕺潼鹜萦；藏蒸黼瓣羧藜模凌

公冤前第八擞缌裂公嚣藏六憔篼，希腊瑟缀完成第二次社尝大分z——等王鼗黎褰

遂瓣分囊，琵浚裁凄舞戆全囊髂俸，燕式黪壤7舞羡爨簌教囊圭、瓣隶糯平凳三个羚缀。

逡一时蓑豢囊萎蠛簿痰豢糕透瀵打蓑了蒙慕瓣羡蒺霸豁蒸猿立魏经瓣她链，壤簿熬公共

垒嚣澍鄹个辩代的吉耩艚入具嚣十分墼要的意义，诸如：薅政广场、公魁大会会场、议

攀会厅篱蛾枣公共烹瓣，辫是飕主藏治活动麴主要舞台。古希腊人的生溅方式、寒教债

嚣耱瓣怒遵德蒸与这耱鼓溃组缀綮鬻靛联寨在～起，这瓣藏浚罐缀菠希黪天恚予城露、

热爱潆教，并使祷裢禽生活襻激团结帮稳怒。巍这一制度下，希腊奴隶橼会的各除缀透

潦分健；鼹瓣希耩人又是海豁藕琵，希黯蠖蠹嚣壤羚入黧之蓠祷竣洽、缝济黎文穗瓣交

往骞7囊大嚣焱涎，麓隶麓餐学麓产皇鬟洪了挺会繁襻。

掩罨黠麓裂寨鼹主剩褥到了兖分熬发展，槎公元簿磊世纪粼公元翦躞世纪的骥熟运

鲻了缀蹙，畿鸯吉筑整爨熬冀莲。熬藿马箕樱文堑黢器袋，嚣麟入照照予罗马人，l臻有

煞郡髓霉攀纶壤概念就不褥逶劂了，随着政治黛活熬改变，希潞观念经掰了逐渐变戳酶

过程，蹴瑰了一种燹为个入化的伦理。亚避士瘳德出生谯希腊城邦制褒落的时代，城捧

裁熬艘治模式对鼗壤士多德懿德馥憨憨产生了重要澎璃；在撼著慕，氍个天追求麓誉莓

城箨懿敢治共鬻薄遗求鹃善是瓣一翁，对骧蒸霄益裁登愁藉个大毒豢绺。器；委薰±蜜德雩

粪描拣纛群囊，掰番鹱蒸都霆蒸释蒸露钵，掰霄共嚣搏郡愚菇着菜耪饕瓣建立爨《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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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

所有共同体孛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健共露体的共藏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

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15】这一时期麴城邦铡度普遍存在着变革或革命豹

危机，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已经不能再存在和发展下去了，于是探讨新的政治模

式、挽救只益衰落的城邦政治对于当时敬雅典来说极必重要。亚疆士多德扶这个政治背

景懑发，为各种不霜静政制设想避免动乱、保持安定的办法，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观

形成的一个重矮的原因。

3。 文化背景；智性文化的发震

在世雾文溺史上，吉希腊文鳙以其独特的风采与率越的戒就攀誉后世，吉希腊是欧

洲文明的源头，并通过西方文化对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

它的文化创造达至l了人类文嚷酶第一个离峰”。恩格衔明确写道：“我们在哲学中娃及在

许多领域孛常常不得不回刘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静无所不包的才

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6】希腊人

在自然科学和率主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成就是大家所共知的。数学的酋剖、天文学的发展、

建筑艺术酶扩张、音乐艺术、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籍，这一切激发了古希腊入对

知识和技艺的热切追求。古希腊人能够娴熟的运用知识定理、概念原则进行推论和实践，

德镅在表现出巨大的智慧的同时，又开始思索生活的鐾熊帮灵魂的饶长。此时灵魂麓优

长尚未同技艺的熟练、智能与天赋区分开来，但是在所有的优长当中，德性成为最突出

的一类。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德性之美在它战胜了导向其它事物的诱惑性欲塑之后，

会显褥更鸯爨明显”，德性是善的，越具有德性也就越是善的。

古希腊文明和智性文化的发展与殖民运动紧密相伴随。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

纪，希腊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叫殖民运动。据《剑桥古代史》第三卷第三分册

第三十七章的附录运载：“公元翦8G沪前500年建立的希蹙殖民地露录，有文献或考吉
资料可查的希腊殖民城邦有一百四十多个”。翻这些殖民城邦一般土地肥沃，交通便利，

有利于经商和对外来往，城邦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催生了早期的希腊哲学。虽然希腊

哲学诞生于某些古希腊城邦，僮它并没有止步，露是随着遗孛海世界酶变迁，经历希腊

化时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一黉延续到罗马帝国，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

希腊文明的扩张和希腊文化的向外辐射，与战争的推动有关。位于希腊北部边陲的

玛其顿在进入到公元静4世纪时，开始迅速强大，成为希腊l乏部的重要萋家。马其顿对

外扩张，战胜了希腊城邦，建立了马其顿统治下的帝国。十年之后，马其顿由～个地方
7



小国发展为在“欧亚非三洲建立了～个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约518万平方公里)，，I剐

的庞大的帝国，这就为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地域上的条件。“亚历由大及

其继承入都热心于希腊文明，在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中到处都分布着希腊式的剧院、希腊

式的庙宇、希腊文学与艺术、希腊商业以及希腊式城市。这些新城市⋯⋯成为新的希腊

艺术、文学和科学中心’’网。因此，希腊化文明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具有以希腊文明

为基础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具有以各地域为特色的差异性”。110l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甄熙士多德，在学园读书期间，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具

有开阔的视野，他从道德上考虑挽救城邦的政治出路，因焉箕晚年思想是在希腊文明扩

张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文化的融合，无不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德性观的形成也打

上了这种文化变迁的烙印。

(二)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亚里士多德从公元前367年到公元前347年～直生活和学习在柏拉图学园，许多前

人的思想和著作为其伦理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例如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思

想和辨证论体系，他关于命运、和谐，尤其是善恶、公币的理论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金言》中对中庸思想的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观提供了理论借

鉴和启发。代表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家普罗泰戈拉学说的流行，遭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的反对，但这一切都给亚里士多德著作德性理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柏拉图

记载罗泰戈拉时提到，“人们决不以为此德行乃凭天性，或自发形成，而是一种可以传

授并需费若心乃可褥的事情。”㈣这样的思想翻言论无疑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赏

识。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最重要的来源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德性理论，我

们将重点放在他们两个的德性思想上。

l。 苏格拉底：德性霹知识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卜前399)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以
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使希腊哲学真正雅典化了。“他时常

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闻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虔敬的，什么事是不虔敬的：什么是

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巍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什么

是精神不健全的；什么是坚韧，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的风度：什么

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其毒待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闯题，他

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入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入，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

8



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121苏格拉底对哲学主题的伟大转变，对古希腊

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以德性和德行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思想开始形成体系。

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对苏格拉底有这样的评价“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寓

于城邦之中，甚至引入家庭，迫使哲学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13】

有学者认为，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道德思想理论化的思想家。苏格拉底

哲学的基本主张是“认识你自己"。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有这样的记录“必须

先察看了自己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14】在此基础上，苏

格拉底认为“人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存在于灵魂中，那么，我们的知识便是生来就有的"

¨副，也就是他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德性论。苏格拉底认为，善的都是有益的，知识是有益

的，所以知识是善的，知识就是美德。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不算是知识，只有普遍的知

识才是永恒的，绝对的。因而探求绝对的善的知识，才是人们的最高理想和美德。

苏格拉底况：“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

是美好的；凡认为这些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的人也决不可能将

它们付诸实践。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即使

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和其他美好的事都是美德，很显然正义和其他一

切美德便都是智慧。”【l6】苏格拉底将人在生活行为中表现的所有优秀善良的品质，如正

义、自制、勇敢、智慧、友爱、虔诚等等都称为人的优秀品质，即美德。“只有探求普

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

【"】“公正以及别的所有美德都是明智的一部分⋯⋯凡是能够辨别、认识那些事情的，

都绝不会选择别的事情来做而不选择它们；因此，明智的人总是做光荣的和好的事。’’【l列

这样看来，知识和善被内在的统一到了一起。“美德即知识”，“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

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品质就是知识。”【19】由此可见，苏格拉底

提出美德即知识，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赋予道德

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规范性，“概而言之，知识观念的形成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

中心。"【20】同时知识观念的形成也是苏格拉底德性观念的一个中心。

美德的基础是知识，美德的标志是有益。这里的知识是关于善、关于理念的知识，

尊重、J下义等这些品质是神赋予每个个体的，是潜在的德性，如果潜在的德性没有理性

知识的指导，就会是有害的。幸福和快乐是美德的最终结果。只有知识才可以使人们获

得自由，使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苏格拉底还告诫人们，“没有经过理性检验的生活不

值的过”，苏格拉底是宁愿自己受刑也不愿意越狱逃跑的人，他说“只有成为真正的人，
9



才能成为真正的公隧”，这样个人德性自然就扩展到公民德性。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媳

骞鍪髂裢黎霹毅毪，薄辨逶过道德教育致善人靛瑟毳，藿正祛零，蓑蠛郏生嚣确立程霄

严整规范的理性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因此，苏格拉底以群荚德既是知谈船为基础斡德憾

论，为亩希腊以后谢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基础。苏格拉底的德性

莲谂糍德链等霾予熟识，嚣煮识涉及蓬莲，令髂魏理鲑存在于灵毳当中，嚣梵薏覆麟尝

在于灵魂的理性之中了，那么灵魏的非理性部分就被抛弃了。他否认灵魂的菲理性部分，

排斥一切意志和情感的道德价值，因此苏格拽底理解的德性理论是有片两性的。

2。 耱蓥蚕；遴主德德

捆摭图(公元前427年一公元前347年)楚古希腊伟大盼总想家、谢学家、教育窳、

文学家。柏拉图对城郏国家的起源做了探究，他的理想城邦国家是以正义为其伦理蒸础

蠢演蘑隳粼夔。遮与棼椿控褰荤筑豢个天遴德行为，爱骞涉及壤蒸垂义稳篦，是一赣巨

大的进步。柏拉图谕试德性的时候兼顾了个入德性和国家德性，匿家的德性鼓譬“正义”，

柏拉图描述了一个期谐公正的理想国。柏拉蹦说：“当我们建立这个城郯时，从一开始

我餐裁避经硫定了一条普遗纛裂，我葱，逮条蘸粼，或速条原囊黧莱嵇澎蕊，藏差歪义e

你还’溉褥吧，我们确定下来并量。缀常说到的遂条原则就是缚个生活在这个图家里的入都

必须承担一项最合遴他的天性的挫会工作。”Ⅲ】

撩控嚣麓德髅囊是戮善薨棱一§霸主要意寨辫略耪接圈谈巍；天鏊灵魂爵潍凳舞理镌、

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理性灵魂锼人得到智慧，激情使人艇肖勇敢的募德，欲望则使人

节制。柏拉图将他麴美德思想，逡髑到她豹“耀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等级四鲎

德睁谯，掰蔫戆三个等级主要是统治者、武士彝生产者。鞭黠不霾嚣等数，辕控瑟撼蕊

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统治者应该熟有智慧的裁德，武士应诚具有勇敢的美德，同样，生

产者熟荧德剃是节制。兰个等级的公民在自魏的领域期范溺感安分守己、邀我约柬，邀

样君裁达戮徉歪义辩静美德。蓬舞耱拉蚕囊谯群每个大骰懿鑫秀蠹抟事，不去干藩粼人

分内的攀"【2甜。“遮个城邦之所以被认为是诋义的，乃是闭为城邦里天然生成的三种人

各塞艘行英凑笺，蘧肖，城邦之掰双糍畜节劁、爨致和智慧，也是虫予这三耪入拥肖这

些祷感鞫豸溃。器闲l辩渠反英遂褥行之，那么挂会就会憨入动荡不定觞髑瑟，甚至嚣家

就会毁谳。他说“如槊商人、辅助赭和卫士在豳家中做他自融的事，发攒其特定的功能-

褰么逮就是垂义，就戆搜鍪个蠛郯菠义”，俐足嵬辍拉图将蒺义薮在葛荽鬻重要魏地位；

露时链漆初步提窭了“智慧、爨敢、节毹、燕义挣匿主穗落。

柏挝图所谓的心主德，是“错慧、勇敢、节制、正义蚶。国家如果魁按照正确的劈
|彝



向建立起来的，就应当是完善的，“显然这个国家就得是有智慧的，勇敢的，有节制的，

并且合乎正义的”。【25】一个建立在自然原则之上的国家是有智慧的，是因为统治和领导

它的那一部分人所具有的知识，这最小的一部分和一类人拥有的知识才配的上是智慧。

智慧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也就是说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也不管是欣喜还是

畏惧，都要坚持这样的信念而不要放弃，“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

制”。【26】由此可见，柏拉图的德性思想是以“正义"为基础，在兼具“节制、勇敢和智

慧’’三种品质中，形成了他的四德性说。

在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上，柏拉图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德性是可教的。美

德教育要培养有精神有气魄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国家的良好治理。正如柏拉图说“真

J下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制定法律和宪法上，无论是一个治理得不好的国家，还是

治理良好的国家，因为在一种国家罩法律和宪法无济于事，而在另一种国家罩，无论谁

都能自己发现某些类似法律和宪法的东西，而其他一些法律和宪法则会在我们已经描述

过的探讨过程中自动产生"。【27】柏拉图认为，一切德性都是通过习惯和练习在灵魂中生

成的。他将精力用于教育，创办雅典学园，传播古希腊的哲学精神，培养新一代的希腊

哲学家。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但是他把德性和善混在一起也是不正确

的。柏拉图曾经在《申辩篇》中，“最优秀的人啊，最强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雅

典城公民，你只关心钱财、名声和荣誉，却不注意也不想得到智慧、真理及你的灵魂的

完善，难道你不觉得惭愧吗?⋯⋯我四处游荡，不为其它，只是规劝你们，不论老少，

不要首先关系身体，关心财产，而应以注意灵魂的完善为重。"柏拉图认为“有一种至

高的科学或智慧，其最终目标是绝对的善，这种绝对善的知识潜在地包含了所有具体善

的知识一也就是说，包含了我们合理的欲求能够对之有所了解的所有善的知识，而且还

包含了所有的实践德性，因为真正了解何为善的人不可能不去实现他所了解的善。”[28】

柏拉图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德性学说对其最得意的门生亚里士多德的

德性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师从于柏拉图约二十年之久，“与柏拉图一样，

亚里士多德也很重视合适的生活方式，同样，他也通过检验人性以寻求向导，以此表明

过着一种公『F、快乐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是有政治觉悟的动物；政治和道德相

互联系，国家在体验美德的动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9】柏拉图的德性观念是亚里士多

德德性观念的理论来源，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德性观念加以扩充，形成了

亚氏德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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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格拉底、柏拉图德性观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哲学家，由于他们处于

希腊思维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他们的思想表现在伦理观领域，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学说，最终脱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但是苏格拉底的思

想和柏拉图的人格最终还是深深的影响了他。苏格拉底对美德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善的

论述无疑对亚里士多德形成其德性概念是非常有用的。苏格拉底针对智者哲学进行批

判，他为了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崇尚感觉的思维路线，寄希望于诉诸理性，发展追求

普遍、否定个体的理性主义，促进了古希腊人思维的抽象化进程。亚里士多德在这些抽

象思维上更进一步，他的思维具有更大程度的综合性和具体性。

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生活和学习的二十年期间，写了很多柏拉图风格的对话，甚至在

他的《优台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柏拉图思想中的相论，虽然他后来也批判

了这一思想，但是毕竟受其影响颇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就其个人而言，从来没有背离过柏拉图，直到柏拉图去世他还在学园里。

亚里士多德虽然对自己的文章和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痕

迹。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认为幸福应建立在德性之上，快乐与德性相结合，个体幸福

和公共幸福相结合，强调用理性约束快乐欲望，认为幸福是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善是

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人们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就是获得幸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和柏

拉图一样，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将幸福渗透于人的灵魂深处，关注人内在精神的追

求，摒弃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强调精神幸福。尽管他们的幸福观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地

位不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还是有目共睹的。

从柏拉图的的德性观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也体现了思维的抽象到具体，分

析到综合，这种超越也是显而易见的。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和现实的关系来把握德性，潜

能是事物还未实现自己的本质和目的，形式是实现了的现实。亚罩士多德能够运用潜能

和现实来规定德性，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范畴。柏拉图的善是一种超验的空洞形式，与

人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亚里士多德则把善与人们的德行、幸福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人们行

为中可以具体追求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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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内容

亚里士多德生予公元前384年，匏的父亲是镪医。在健十八岁的时候师从柏拉图，

廒到柏拉图逝世他开始四处游历。公元前343年，溅里士多德做了亚历山大的老师。亚

垂士多德在雅典的十二年之中，写出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雅典入反叛，亚璧士多德被

判以不敬神静器过，毽是链逃亡在井避免受刑并予公元前322年去世。亚里士多德是德

性伦理的真正奠基者，他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德性概念加以修瓶和发展，论述了德性

髓内涵、德性的本质、德性的类型，还分橇了达到德健的途径等～系列具体阀题，使德

牲伦理褥以规范化，建立了自己酶幸福论伦理学，对西方伦理惹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马

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的体现在《尼科马克伦理学》这本

书中，这部著作是盘听健课的学生的笔记零}充汇编两成酶。前亚堡士多德时期，关于伦

理思想已有不少论述，但是对伦理学学辩的系统建树，则是由豫噩士多德来宪成韵。德

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要范畴，他关于德性的见解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

靛影响。

(一) 德性观的理论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中，生活的最终尽的就是获待幸禳，幸福乃是人的心灵遵

循德性酶活动，人生酶最高露标裁是过有德缝静生活，因磊速靛德性论是以惑熬论为基

础的。其次，距罩士多德的目的论是建立在生物学功能论的基础上的，他把目的规定为

囊然事物本身的态在决定性，认为自然嚣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寻找事物的原因，把事物

的霉翳巍定为事物叁身的梭源，从事物的蠢蒸去说麓事物鳃存在、变化寒发展，是具有

合理意义的，自然目的论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观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圭。 自然目的论

拜哲学的一个永篷的翔题就是如何确谈霾鹄论在思想孛麴地镶。亚墨±多德在这一

问题上做出了卓越贡献"。1301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以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为基础，他认为

每一令事物都有叁己的鹾的或最蜃的原因，这个目的或原因诠释了它的活动，提供了它

溪动薛原剃帮标准。入活动也具有叠的帮最后的原戮，这个最终疆的就是至善，入活动

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和实现至善，否则人的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人们的目的是为了德

性本身，力了德性本身具备的完满选撵德性，这是德性行尧鲶一大特征。入的活动按照

其露蘸不两，可以分力两类；西的在自身之内的活动和目的在自身之外的活动。入在实



践漓渤巾，必然祷徽罐申为其自辫黼期求的目的，其他一切粥情都为着它。遮一为自艚的

薹羹瀵蓬羹。8霉～饕羹篓亍霉～粪嚣蹇}簿～羚窭囊蒸哭蓬装龚蓍零熬惠；毳囊瓣鋈

来意辩瓣释在天繁奉髓土酶爵纛繁⋯，*翥嚣霄瓣蒸穗鐾释熟黛鬟～襻，天满瓣壤赉帮一辩

特殊麴拳性；这一本性决定了《呶们热有某些稍的或目标，饿他们自然地越向于一种姆徘

囊嚣瓣；萋羹曩羲黎饕鎏羹萎簿餐蓬塞雾蠢然气釜冀

溅瓣士多穗瓣镳镶蕊建交纛鬻嚣论之土，滚襻酶瑟藤”潦辩霆摹童辩瓣游慧茬纛瓣穰

了一个糖磷和平禽，燃予有了斌榉的基础，辫、幸福、鹦嫩姆就成为丁擀实性的陈潍一

茬嚣羚秣支粪萎藜憋太冀善攀繁蹩蓑鎏奏羹变麓鼙粪轰变黎瓣羹曩蠢蕊蕤气雾羹粪套

亚罨士霈德焉露酶谂键是不褥瞄黼羚之。蕊潘德在说褥懿辩鬻论酌露饿骶然蔫了大蒲簿

辩学鬻髅，塑是蠢溅射麴甄史热能下是不熊黜侮多闽题进杼科学解释的n马克思在谶劁

萋薰毒爹鎏蠢蒸穗器蕊羹}薰了—兮蓥萋蒸羹襞蕊董嚣婺黎糕遴塞塞曩蕊了戆塞毳繁惫羹

被斟濑獭来是斋了徐猫吃，蔼藕个鸯然器被黼遮誊来是瓣了证孵造瓣寨瀚誓慧。蒋潲黼

辩事燃嫩法婆器骢瓣髌整里±潞德不褥不测燃熬论麴愚勰，承认男豹的襻在，并且谳幽

嚣鬟帮嚣鬻势之一盎整蓬嚣饕攀萋簧枣}藜懿嚣羹了蠢黧添霪婆耋螽黎；篓荃萋一冀鏊瀵

验事徽谶法罱科学潦解释时，糯裢庸匿的谂漱说瞬。《磷宵著名哲学粼潍传》在谈黼瓣

垩圭绺德嚣麴釜瓣憋瓣试舞，删搭恳再魏追辩瓣璺麴，锻零嶷不动，蝴燃使舅物为?邋

素寒。簸瑟茭童蒸瓣酶运器蠢憋潼霪蠢E蹇冀瓣溪窖蓬豢爨鬻糍囊嚣纂螽篓器；雾麟穰饕
也秃黼谶明亚氏的协证思路，嘴摊是采用爵的论的思想瓣*幽于爵时滁髓葱是僵蕊瓣浆

萋，麟攫±多萋妻凌髓蓬理鎏獒势姆熬签理。徽终究翌蕤稔燃学期亚爨粼牲论是班翻然必

嚣鋈藩蒸箍霪。

绱。 人性谕

矬辩攘鎏会爨，太塾燃襟淤豁主了魏黼憋瀑窝，人燃舆誊社会燃趟*塑是滁?邀
彗；天蓬粪煮蒸瓣瓣天莲，蒸慕誉零羡蒸藩憋轰毪掌黍螽羚豢蓉蠹蕊蕊誉摹茬瓣囊
体。偷蠼学是研粼谶德的具体榭举，在探讨谳德的许多删麟上，必然粼涉及到人的擀性

羹囊譬熬豢摹冀在天避途饕变。熟黻黎蘧曩；燃惑逛叠鏊黪憋懋釜翌瓣燃豁蒸嚣。A燃浏

莲；蕊稔溪掌蘸蠢枣一拿囊熹褥鬻重要纛鬟瓣薅瑟，毒，辩稔囊愚蠢猕茬藩鬟蒸鍪爨
进行燃广泛而且渊入的探讨，摊出过种种瓣憾。并以人僦论为基础艇燃熟道德理燃*邋

鍪蓥蒸辫遵蓥嚣冀溅漶枣蔓萋意爹冀萋粪夔燃攀莲谂篓嚣瓣整乏一，黔然淳壅予～憋怼

莅套鬻～定蓊狳蕊漓擎，覆寨蒲～定蘸寨蘸；霞孬筵蘸瓣靛莲藿，意蒸搂表一寒蛩黎瓣

人矬燃论，也就然懒，他的德佻耀论以其人性论作为其燃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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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晕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探讨了一系列的原则和问题，人性论原则是他着力阐述的。

在缝的德性体系中，“偶然裁戈的入"_释“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霹能戏必静入辩

之间存在着～个瞬显的对照，丽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精～种状态，即“我应当是什

么样的人’’成为他着重论述的问题。他的德性观的基础是目的论，目的又是人性的。谈

德性之翁，囊墨±多德苔竞分析了人酶本性，认为人是有理性、有霉的的动物。缝把入

的功能和动物的功能作了比较。“动物的生活行炎可以分为两出——其一为生殖，另一

为饮食；一切动物生平的全部兴趣就集中在这两出活动。食料为动物所资以生长的物质，

隧身体构造鲢差别，它钠寻取各不相溺鹃主要食料。凡符合天赋本性的攀物，动物便号l

以为快，这就是各种动物在宇宙闻乐生的共同归趋"。[351然而“入的功能，绝不仅是生

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

命，不麓算徽人鲍特殊功麓，因麓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郝具赛。入的特殊功能是根

据理性缀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361入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入能够自主选择理性生活，追

寻幸福而又体面的生活。人性论是皿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又一理论基础，在他的德性体

系孛“我们更多的可以看裂的、更为显著懿是一系蘸酶品质特征，是一张人的特定类

矬的项瞄表一勇敢的入、吝啬的人、囱负的入、挥霍无度的人，如此等等’’，[371人性的

观点贯穿始终，这也是贬里士多德德性观的理论基础。

(二) 德性的类型

1． 德性的一般概念和内涵

德性一词是英语“Virtue"的汉译，有时候也译成“美德”，德性原本指自然事物的

特长、用途霸功能，此耱还有“长处挣、“优点黔、拜效麓挣、“权葶}l聆酶意思。在希腊语中，

德性一词来囱“arete”，意思是“卓越’’和“优秀’’。

在《荷马史诗》中，德性是人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使人受起葵社会焦色的品质。难

里士多德认势，德性泛指可以使事物成为完满事物黔特征和规定性，是便入成药善蔑、

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晶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

活动的熙质。"[381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牲是一种瑗实的晶质嚣不是一种情感，道德规

范与德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德性是一种情感之理，是渗透到入的心灵感受中的理智普

遍性。中世纪的德性主要指能够使恶被克服的一类品质，是使入完成其使命，走上完美

旅途鹃晶质。富兰竟林谈兔德性是达到医的酶手段，手段与麓鲶翁关系是外在靛，培养

德性就是最终让幸福在人间或者天堂取得成功。麦金泰尔分析了历史上存在的德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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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认为“即使在我已粗略描述的相对一贯的思想传统内，也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

彼此不相容的德性观念。因丽不存在真援统一的德性概念，更不用说统一的历史了。’’【39】

伦理学变上对德牲酌定义很多，但在亚墨圭多德的德性学说孛，德性被认为是体现在习

俗性活动中的品格和品质特征。

在对什么是德性的定义裙解释上，亚里士多德酋先批判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帮

糨挝图在对德性润题上酶见解，毕达哥挝薪把德性麴结为数雷的沈例关系，显然是不正

确的，因为公正不是一个四边相当的数。苏格拉底的德性定义也是不正确的，德性即知

识，因为知识在人的理性灵魂静诀知过程当中，知识把非理性部分比如激情、道德等都

擞弃了。群弛把德性当减知识，就摒弃了灵魂的菲理性部分，嚣霜也摒弃了激情和道德。

因此，像这样对待德性是不正确的。"f40】苏格拉底把德性当成知识的观点中，可以推出

德性无用的结论。“困壳在知识方蘑，～星一个人知道了艇识的本性，就会推凼链是有

知识的(因为如采某人通晓了医药的本性，他就立邵成为医生，在其他知识方面也～样)；

但是，在德性方面却不会有这种结果。因为如果某人知晓了公正的本性，并不立即就是

公歪酶，在其他德性方面也是一样。其结论只麓是：德性是无用的。所以德性不是躲识。翳

秘l】藏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灵魂具有的状态，德性是肖露的的，它的目的就在于达到幸

福。

2。 伦理德健

亚罩士多德认为德性不是指身体的德性，而是指灵魂的德性，灵魂具有理性部分和

非理性部分，因此根据这种区分，可以把德性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的德性诸

如慷慨、节制等，理智的德链诸熟智慧、理解、审慎等。下面我们就这两种不同的德性

做一说明和区分。

伦理德性是灵魂中欲望部分的德性，就其本身而言是非理性的。灵魂的非理性部分

不是为太类所特有，蔼是为一切生物耩动物所共有，魄翅成长帮代谢的活动，这些生魏

同样都包含有营养活动的潜熊。灵魂还有禺外一种本性，是非理性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分

有理性。例如那些勇敢的人魑对理性服从和顺从的。在有自制能力的人(勇敢的人)那

里，灵魂孛反理性的东嚣受理性的东嚣的约束，灵魂中欲望部分豹德性，就其本身瑟言

是非理性的，这就是伦理德性。伦理德性熨际上是使人的非理性灵魂获得了理性的形式，

是人通过自我教化、自我管理而使情感、欲望受到理性约束的结果。

伦理德毪是在一定魏社会背景孛，在一定的人群关系下，基予社会的撼俗习惯和共

嗣认知，对人和事物的合理的反应品质。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在人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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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形成的。亚罩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

一词的拼写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壤il(e)这个名词。’’【42】伦理德性必须以社会风俗习惯

为背景。个人生活的背景是现实社会和社会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对个人的行为方式有

很大的归融作用，因为它是长期生活而沉淀下来的人际交往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同

时它具有普遍的隐形的约束作用，因为如果这些风俗习惯不合理，那么也不会随着社会

的发展丽留存下来。宋希仁在谈到风俗习惯时认为，“风习的普遍性就是人们在交往中

所形成的一些大家都遵守的规范、惯例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理性，但

它是一种演进理性。"[43】社会伦理需要培育良好的民俗和风俗习惯，这样才能够使个人

的行为和选择受到良好风气的熏陶，从而选取较好的行为，生成优良的品质，避免过度

和不及。伦理德性的本性就是选择，通过合理的选择和明确的判断来决定人们应该采取

的适宣行为方式，伦理的德性就一般特征来说，就是对某些行为的偏好，伦理德性规定

了每个人感情的气质和彳亍为的倾向，例如温和、谦恭等等，它与人们实际的伦理生活存

在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伦理德性针对的是人的非理性部分，因此人容易被自身的非理性

部分的欲望所控制丽趋向邪恶，比如我们用节制来约束过度的欲望，用勇敢来消除怯懦

和恐惧等。

3． 理智德性

亚受士多德认为科学认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变本原酶存在物的，因为科学麴对象是

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对可变本原的存在物的考察则是

对可变的事物进行的推理和演算。推理和演算使得人的理性部分的优秀品质得到了发挥

和施展。入的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的优秀、杰出的品质就是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可以分为理论德性和实践德性两个方面。理论理智德性包括科学、技术、

智慧、理智等，而实践理智德性则主要体现在明智这一德性之中。科学是对整个世界的

普遍规律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数学的“三麓形内蹙之和等于180发”，关于

物理的“牛顿定律’’等，科学的定律和公理是永恒的，同时科学知识也是可以传授的。

技术是关于可变事物的理论理智德性，比如把木材制成家具，做家具的目的不是为了把

家具做成，焉是为了屠家使用，其孛少不了对木材的测量、取舍等等，“进行技术的愚

考就是去审视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441智慧是纯粹的理性思辨，它在科学、技术、理

智中的卓越不凡，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就是合乎智慧的活动。理智是对科学知识、普遍

麓律的把握，在人类中是最高贵的。实践理智理性主要指的是明智这一德性，亚里士多

德曾经明确的说“所谓明智，也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但不是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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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于健康，对于强壮有髓，而且对予髓个生活有懿。"【45J明智与伦理德性相关联，因

为伦理德性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的优异熬质，这些燕质在进行思骜帮选择时，盛然热进

诲多理性郝分，理茬指导行隽，如果没有理缝镦统率，那么就不糍够保{丕稔理行失是否

就具有伦理德性。具有明智德性的人，能够审慎的考虑并促成好的结果的出现，避免坏

的结果。同箨尊冁智不露于科学、技术、趣篱、智慧，它与快乐、瘸黄等情感、感受有关，

是一蒋实践游理缝。蒜谅也是一静实践疆往，体谅就是瑟够设身链缝静秀德入考虑，站

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体谅是一种善良的袭现。体谅的人能够像对待自己那样去

彗待与己不榴予酶大，能够像看待邕邑瓣襻去看待别人，这样从健太鲢视野秘角度去看

海运，就有了蒋遣躲理蕊慧维麓力。这祥的人才麓褥捌众人熬认溺和赞扬，才是一个有

激养的人。实践理智德性愁关于个别攀物的，应该畿感受和体会，从而选择适寂的行为

期举凌。

秀了受好鹃理解理论理智德缝帮实蔑理智德缝的关系，可戳把它比喻藏健康和治疗

的关系。健康是目的，治疗是达到健康的手段。医生只有明确了健康的目的才能称其手

段蓑手艺躬替，～个没有健瘸人恢复健瘵酶嚣麴静入愚不巍够当好医生的。弱时毽康是

主导者，治疗是行动者。健康不发布命令，但治疗楚为着健康而发布命令。潲j理智德性

大部分是可以通过教育、教导的方式培养起来，实现理智德性说到底就是将人发现真理

瓣潜缝充分发挥逡来，避过系缝瑟煮痔熬教育蠹_倦秀德牲舞菠入在理论霹实践中变舞更

聪明。

4． 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相关特点

委墨士多德区分这嚣种德牲，善先获攥嚣裁霆获褥这嚣释德悭赡途径不周。俭瑾德

性是通过习後性的行为实躐达成的，黼理智德性则鼹通过教育获得的。“我们怒通过履

甜正义或勇敢的行为而变得正义或勇敢；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燮褥聪明却是羝统教育

懿缮粟。黟薛≥l冀次，蹙理德性帮莲餐德健选择善熬功熊不霹，凳理德缝选择合乎德牲蕊

嗣的是为了提升生活，而理橱德性则帮助选择合乎德性的目的的实现，即提供安观的手

段和方法。在伦理德性与理衡德性的相越联系上，二糟都是为了达剥至善的目糠，因此

也存在着互魏帮糨互菝鼓豁关系。絮栗没有趁莲德性，人褒蕊选择就没有了礁定的方意，

甚惩可能走上邪恶的道路。伦理德性是靠风俗习惯养成的，但是只有在有了明智之后，

才袜其为德性，伦理德性以理智德性中的明智傲基础，虫爨果没有理镏德性，没肖了瞧智，

也就没骞论壤德性魏歪确选择。嚣没有骥餐裁没有菱确酶选择，燕鲤没有了德缝一徉，

因为德性提供了目的，明智则提供了达刻目的的实践。胛【481在理智德性中，只有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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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选择正确的目的，和伦理德性联系最紧密。

(三) 德性的本质一一中道

德性是既使得事物作为事实状态的好，又使得事物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人的德性

也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一个人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这种要求其实是寻找一

种适度的品质，即德性所寻求的适度就是中道。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中道的思想。从科技文化、艺术思想到思维方式，他们都认为过

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万事切忌极端’’的信条指导着人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

把这种思想定义为德性的本质，他认为，人的伦理德性的品格状态其实就是一种中道，

相对于我们而言，选择相关的品格状态是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根据理性决定的，人的理性

必然促使人在实践选择的过程中避免过度和不及，因而德性的本质是中道。

1． 中道的规定性

中道也翻译成中庸，在现在的英文里，使用的是同一个词“mean’’。根据亚里士多

德的德性学说，“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这种适度是

由逻各斯规定的，就是说，是像一个明智的人会做的那样地确定。"【49】我们的行为和反

应都应该适度和平均，但这个适度和平均又不是通过可计算和可测量的方式得到的，它

只体现在实际的行为中。“若一位技师，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以中间为标准而工作，那么，

德性，如自然一般，要比一切技术都准确和良好，所以，它就是对中间的命中。’’【50】德

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过度和不及都会产生失误，中间则会获得并受到称赞，德性就

是中庸，是对中问的命中，道德价值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间性或者说“中道"，这也是

亚氏德性观的本质。

中道是德性的本质，是对中间的命中。亚里士多德举例说，怯懦和鲁莽位于两端，

而勇敢就在两者中间，冷漠和放纵居于两端，节制则是一种美德。吝啬和挥霍相对，取

其中间则是慷慨大方，亚里士多德把中间的状态称之为中道。中道要因事而异、因人而

异，“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

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51】中道是关乎人的，是“对我们而言的"。人

们在行为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个恰当、合适的标准问题，过度和不及都会产生失误，而

中间则可以产生成功并且获得人们的称赞。一旦偏离了恰当和中间，情感行为本身就失

去了作为美德所要把握的度。

中道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伦理品质，在不同的处境下，有德性的人选择中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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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条件做出合理的判断，并采取有效的行为。比如体育锻炼，

过度和不及都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适度的锻炼则有益于增进身体的健康。再例如勇敢，

不顾一切的胡乱行事，乱打乱撞，我们称其为莽撞，莽撞的人想挑战的其实是他们对付

不了的威胁，而遇到困难艰险就一味的逃避，则是懦夫，懦夫则倾向于逃之天天。勇敢

是一种面对危险处境时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可以表现在其他的处境之中。“可以这样说，

每种德性都即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又使得它们的活动完成得好(因为有

一副好眼睛的意思就是看东西清楚)。⋯⋯如果所有事物的德性都是这样，那么人的德

性就是即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52J过分的放纵自己可能

使自己意乱情迷，而禁欲主义又节制一切欲望，不管是什么伦理品质，都因为保持中道

而成其为品质。

一个真J下有德性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和能力特别高的人，而是能够根据道德处

境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即具有道德感的人。德性作为中道，是对人的选择能力提出的要

求，在感受和行为选择中，过度和不及都应该有自己的限度，中道则是寻找和选择中间，

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即“行动举止合乎中庸者也”。事物的理想品质就介于过

和不及之间，任何的加减都不能够使事物保持其理想的状态。“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

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与实践

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确。德性则找到并且选取那个正确。”。153J

2． 达到中道的途径

《拉刻斯篇》是一篇探讨勇敢定义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举例说明，一

个人要下到水中去潜水，他不擅长潜水这样的事情，却要坚持这项活动，他是不是比那

些擅长潜水的人更勇敢呢?当然不是。这些人的冒险和忍耐比有技术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要愚蠢的多，而愚蠢的鲁莽和忍耐是低劣的，有害的。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认为达到中道是相对于自身而言的，并且不是

一味的鲁莽的行事的。他认为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在可以测量和分割的连

续的事物之中，可以取其多，可也以取其少，相等则是过多和过少的中间。亚里士多德

举例说明，例如数字关系，10为多，2为少，6则为中间，这是相对于事物自身而言的。

相对于我们自身而言，lO斤粮食为多，2斤粮食为少，那么一个人究竟吃多少粮食才为

合适呢?对于体能消耗较大的体育运动员和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儿童来说，显然结果是不

同的。在后边一个例子中，我们寻找和选取的中间，不是具体事物的中间，而是相对于

我们自身而言的中间，使德性得以实现的中道，绝对不是在两种极端之间取平均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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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行为方面的适度必须与行为者的环境条件想符合，与自身状况想符合，在某一具

体问题下具体分析。“外界事物之‘中’，无论对于何人，常然不变，故为绝对；人事之

‘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转移，故为相对。然则外界之‘中’易识，人事之‘中’

难求。’’f54】

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习工作中，必须瞄准中间，所谓“事物美好到一点不能再

增加，也一点不能再减少’’，奴婢有了过错，对其进行教育告诫则是，如果施以鞭刑，

或者对其进行驱赶，都是太过的，而对其放纵什么都不说，或者嘻笑以对，也是不及的。

过度和不及都是对完美的破坏，德性和一切科学技术一样，是对中间的命中。在情感和

行为之中，过度和不及都要遭受失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产

生合适的行为，从而实现合适的目的，这样才是中道。再如开头所提到的潜水救人，在

同样的处境下可能对某人来说是勇敢的行为，对另外的人可能就是莽撞或者懦弱。“勇

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也

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每个人的每个实现活动的目的都是同他的那种品质相合的。勇敢

的人也是这样。他的勇敢是高尚的，因而勇敢的目的也是高尚的。因为每种事物的品质

就决定于其目的。所以，勇敢的人是因一个高尚的目的之故而承受着勇敢所要求承受的

那些事物，而做出勇敢所要求做出的那些行动的。’’【55】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所有的条件

都具备，去做一件有德性的事情，做的多一点或者做的少一点都不会使行为特别理想。

中道不是一求既得的，而是用理性进行探求，深思熟虑和明确洞察，励志行事，逐

步才能达到的结果。对于节制的人，“对那些即令人愉悦又有益健康并且适合的事物，

他将适度地期望获得之。对其他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如果它们不妨碍这些目的，不有

悖于高尚或超出他的能力，他也是这样。，，【56】“一个节制的人的欲望的部分应当合于逻

各斯。因为，这两者都以高尚为目的。节制的人欲求适当的事物，并且是以适当的方式

和在适当的时间。【5 7】

同样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存在着过度和不及，有些感受和行为本身就是邪恶的，比

如偷盗、谋杀、私通等等。这些行为是永远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在某个时间、

以某种方式进行偷盗这样的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做这样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过错。再

如谋杀，我们说杀一个人是恶的，杀十个人也是恶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两者的中间

状态就是善的。因此怯懦、奢侈、偷盗这样的行为不存在什么中道，即不存在过度的中

道，同样也不存在着不及的中道，只要做这样的行为，那就是过错。中道处于两个极端

的中间，而不是指强度上的中间，勇敢比鲁莽在感情强度上可能更强，由于不能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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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标准来衡量，在各种场合下的分寸感和恰当感则是特别需要称道的。就好像做人，

既不要过予壹率，也不要优柔寡断。

孛道不存在霆定嚣尺度，嚣两不能翔意去我这个尺度，魏暴不顾客蕊条弹和处境，

总是盲目的去寻找中道，按照中道这种德性的价值裳求去矫揉造作，那么这样的人也是

不可取蛉。只瑟章亍为主体的行燕出于嵩趱的蘑瓿，那么经过重复绦霹，心灵稻愤感褥到

蓠遽纯，久焉久之，霹中溺静命孛蠢然会饺天达到中道。

(四) 德性的目的一一幸福

耍里士多德重褫幸疆，英愿葱体系缘起子对幸福酶恶考，落辫熹霸舞謇爨然是幸福。

把德性的目的翔结为幸福，泡是源于吉希腊人对幸福的论述和探究。苏格拉底认为人如

聚知道了自己就会享受j良夥幸福，节制使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灵，他的这些观

点彩酶了妥里士多德酶掌摇理论。撩挝麓谈舞德注释餐慧是人生瓣囊歪幸摇。对予老霹

的观点亚犟士多德没有完垒接受，甚至是带着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的。戡摄士多德

巍《尼科马克伦理学》开篇就指出，关于幸福是什么悬个有争议的话题，生病的时候健

藤是幸捶，穷困潦餐麴蠢亨候黠謇哥麓是掌摇，黧采站在完满洼黧最终蓬上亲考患戆话，

财富和荣誉都不是德性的最终目的，德饿的最终目的是幸福。

1． 善趱一种至福状态

妊善弹是锚arete”静传统黧泽，攒羲是德熹、长处、襞秀鹣意愚。嚣一落授零、一

切规划以及～起实践和抉襟，都以某种饕为目标。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

是向善的。"脯桕宇宙万物都趱向善的，人也是一样的。人的每个活动、每个实践和探索

都楚霸羞某辩善煞。医拳晌蠢麓是穗康，造船术黧鬻麴是麓麓，战术翁雾熬巍取胜，理

财术的目的是发财，这些实践活动无一例外的都是朝觜某种善的，游是万物所追求要达

到的目的。善或者指每一存在物中最好的东莲，即由于它冬身的本性丽值的向往的东酉，

或誊指英毽事物通过分畜它褥善熬东蔼，帮善鏊理念。鳓

善是至高秃上、完满花缺的一种至福状态，德性就是使行为个体达到这种性质，实

域实践活动的最终匿的。～些露的要以其他更高的髫的为它嚣殖冬醚酶，即善本身就是尽

的，毽著不是最后戆嚣豹，它还要鼓澍静嚣戆为嚣麴，至善在嚣的系捌孛豹层次蔗羲嘉

的，至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被认为魁自足，自足就是使生活值得的一种状惑，其实

也就是幸福。楚蒋不熊够离汗幸福，幸禚是至善的终极价值，至善瀵渤煎源泉剥愚德性。

至善就是最高蔫，羲高善乃是最完满露德链实囊活动，对善黧追求总是霸薄幸福熬惫往



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生活和善良行为都是幸福。“至善是独立自在的东西，它既不可能

是物质财富，又不可能是享乐，甚至不可能是一种美德，而是决定人的使命，这种使命

体现在理性活动的完美实现中，体现在每件事情同特殊的、说明这件事情的特点的美德

的一致中。"呦3亚里士多德指出，“和这众多的善相并行，在它们之外，有另一个善自身

存在着，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原因。”的确，我们努力追求的其他德性都是为了

通过对它们的追求而达到至善，至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自身，它是自足的，这种自足本

身就可以使生活“无待而有"。它吸引着万事万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运动，它是万物

的最高目的，也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在本质上是与人类的善相联系的，幸福的生活是那种具备

了外在的条件，并且进行理性思维的生活，对个人善追求的同时还必须追求城邦的善，

“任何一个人类的目标都能导致进一步的目标，直到最后我们达到某个更高的目标或目

的。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的善，必须追求其它的善。”陋嵋亚旱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从属于政

治学，政治学规定了我们在城邦里应该学习哪些学问，政治学的目的也是人类的善。即

使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是同一的，城邦的善也是更值的追求的、更完满的善。这也表明

亚式德性观并不仅限于个人伦理层次，更涉及到社会伦理层面。亚里士多德还分析了个

人的善和城邦的善的关系，认为个人的善离不开城邦的善，个人的善只有在城邦中才可

以得到实现，种族的、城邦的善是更神圣、更崇高的善。

善会影响到实现幸福，我们具有的善越多，我们可能就越幸福。获得善其实就相当

于获得某种技艺，获得某种技艺是为了能够娴熟地利用它，能够判断什么行为和反应在

当时是最合适的，然后去完成某种活动，获得善也意味着具有相当的理解和判断力。

最高的至福只能靠思辨活动来实现，思辨活动是理性和灵魂的活动，因为德性是灵

魂方面的优秀，而不是肉体方面的优秀。亚罩士多德说：“我们的生活不是依靠任何其

他东西，而是靠灵魂。’’∞21灵魂是在公理意义上的实体，它使有关的物体是其所是，在

灵魂中可以生成三种东西：感受、潜能还有品质，感受和潜能不是德性，品质才是德性，

J下是由于这种德性，我们才可以生活得更美好。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和身体结合在

一起的，灵魂是物体的形式的内部就潜存着生命的意义上的一种实质，是身体的现实。

灵魂分为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非理性成分存在于一切生物体之中，理性灵魂则存在

于沉思之中。为人的目的就是幸福，人们应该尽量发挥幸福的本能，进行理性的活动。

“在一个生命物那里，若去掉行为的话，除了思辨还能剩下什么呢?因此，神的活动，

那最高的至福，也许只能是思辨活动，而与此同类的人的活动，也就是最大的幸福。川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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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幸福是灵魂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

“幸福"(happiness)一词是希腊词“eudaimonea"的英译，在英语圜家中，幸福

有满足，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欣赏美丽的西落的意思。这也是亚晕士多德认为一切活动的

目的的词。在当时的希腊，有两种相反的幸福观，一种认为名誉、地位、财富上得到满

足，人生就是幸福的；另一种则鄙视这种物质欲望的满足，应该摒弃它船，节制欲望，

达到精神上的解脱，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反对这两种观点，认为幸福并不

是个入的主观感受丽且漫无标准，“幸禳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

动必然是快乐的"，认为幸福是善德的实现。能够得到幸福并不在于拥有的资产或者财

富的数量，可能贫民或老百姓更能够得到幸福，只要行为合乎德性就是幸福的。幸福本

身是完满的，我们不想通过幸福去实现其他的任何目的，幸福就是我们所期求的最终目

的，这个最终瞬的结束了其他的无体止的问题。德性的銎的在于幸福。“幸福不是来自

神，而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的，它也仍然是最为神圣的事物。因为德性

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的，努定是某种季孛圣的福祉。"嘲“幸福的真正条件，乃是灵

魂的善和灵魂的活动力的良好运用”。晰1

幸福不存在于肉体之中，它是一种思辨活动，思辨活动多的人，得到的幸福就多。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合乎德性的要求，那么他就有幸福的生活。幸福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凭

机遇得到的，是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它只能是入的一项成就。例如一个竖琴手和一

个竖琴能手，他们的职能的区别就在于～个人可以弹竖琴，而另外一个则可以更好的弹

琴。他们在职能的种类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能力上优劣有别。“能手就是把出众的德

性加于功能之上’’。嘞1“我们把人的职能看作是某种生命，这种生命就是灵魂的实现能

力和合乎理性的行为。而善入的职能更完好，更高尚。每个人按照他所固有的德性进行

活动。如若是这样，那么人的善就是成为灵魂符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存在若干德性，

就要符合最善良最完满的德性。"辩3

追求幸福的活动就是为了幸福本身，丽不是为了其他东珏。“没有为了幸福之外的

任何别的目的才去追求幸福”，幸福是以自身而被选择了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他物而被

选择。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幸福而有意做出善的样予，那么我们也不会获得幸福。幸福也

同平凡的、人类生活相适应，它是理想的目标，也是现实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不发挥自

己的理智能力，只是表现自己的善意或者好心肠，就不能被认为是善的。生活中总有一

些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出现或发生，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人们的芷常活动，所

以达到幸福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幸福的外在因素，例如“好容貌"、“财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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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及有出息的孩子’’等等。一个贫困、多病的孩子在生活中是很难谈得上幸福的。

健康的身体，适度的财产都是很必要的，这些都属于机会和运气。这些对幸福生活的影

响不算必要和充分的，而是在辅助的意义主来说的。亚里士多德麴幸福不仅仅指感情状

态、主观意识的幸福，同样也指“繁荣昌盛”，也就是他的政治学目的。

(五) 德性的生成

“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改变习

性。’’删向下运动是石块的本性，即使往上抛一万次，石块还是向下运动。事物的自然

本性决定了不能培养成其他的习惯。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导、培养起来的。德

性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即德性生于行为。追求德性的行为必

须在社会中通过实践活动来进行，如果行为者把自已封闭起来，脱离社会现史，那么他

所追求的德性行为必然是虚无缥缈的，没有现实依据的。自然赋予了入获得德性的可能，

人具有了天生的气质，能够按照德性的要求去行事，但却不能把这种天赋同拥有相应的

德性等同起来，德性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可以实现。德性并不违反自然，人所需要的理

性思维能力就是人的德性的基础。德性要求人的非理性部分服从理性的原理，这当然需

要通过培养、学习、熏陶才可以得到。入如果想具有德性，就应该先用而后有，就要身

体力行的去实践。行为公道的人才可以成为公道的人，自己经常节制自己的，才能成为

节制之人。遇到事情能够勇敢担当，才能成为勇敢的人。人如果想具有某种德性，必须

重在行为。“它们所述说的状态本身就是不断重复公疆和节制的行为结果’’。嘲1公正和节

制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公正和节制的事情而成为公正和节制的人的，而是他能够按

照公正和节制的要求去做事情，并且这种行为是出予自愿的，丽不是有入强制其做出的

行为和选择。

良好的行为和恶劣的行为都是从小习惯养成的，一个人要想成戈善良的入，就应该

从小受良好的教育，并养成高尚的习惯。从事善的活动越多，习性就越趋向于定型，那

么就更易于从事善的活动。一个入要遵从法律的规范，就必须从小在法律的约束下正蛊

的生活，不触犯法律的要求，长大以后也应该继续训练，不做卑劣的事情。所谓“德性

在我们身上的养成帮不是穗子自然，也不是反乎予盎然的。盘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

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盯们德性也像其他专业技能一样，是反复练习才能产

生豹结果。在这堡强调德牲的实践性，强调德性与技艺的相似性，是为了说唆一个人有

了德性之后，会自然做出有德性的行为，而不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两件有德性的事情就变



成有德性的人了，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做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通过重复同

一种活动，我们可以在菜一方面改进某种技艺，在这方面得到提高。实践的重要价值就

在于，它不仅能够使入形成一种重复行为的动作，丽旦可以培养入在活动中的专心和深

思。人们因为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由于拉琴而成为弹琴者，我们因为做公正的事情

才可以成为公正的入，同样傲勇敢的事情才能变成勇敢的入，运篇美德才能获得美德，

我们是通过实践来学会这些的。

德性是壶风俗习惯沿袭焉来的，天生的东西是不可以邋过教导、培训焉褥至I改变的。

当然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教养，从而具有德性，这是人的潜能，潜能不是德性。潜能不

是一种德性，潜能首先是一种能成为某种东西的熊力，其次是一种可能性，可麓成为这

样，也可能成为那样。潜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的能力，而不是现实的能力，潜能可以向

现实转化。成为一个有美德的入需要时间，因力发展优良品质，实践是必要的。“要获

得最高的理性德性和哲学智慧，也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人通过训练，通过学习

进行理性的沉思、思辨，就会抛开质料和欲望以追求纯粹形式，从褥获得一个最本己的

完满德性”。∽¨理性的、沉思活动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不以本身之外的目的为目标，

这是入的最完满的幸福。“灵魂于理性之外，也有违反理性的一部分”，人的灵魂中存在

着自身的矛盾和冲突，人的潜能并不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德性，德性的获得是灵魂中理性

与菲理性相互和谐相互涵容的产物，这样的和谐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社会实践活

动中形成的。



三、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历史影响

任何一种思想模式，除了秉承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等背景外，必然可以通过自我

确认转变为价值认同体系，这个体系一经形成，必然影响着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领域。亚

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作为道德价值体系，一方面总结着以往的德性思想和德性观念，同时

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指示着社会的未来期待。亚氏德性思想达到了古希腊思想的

高峰，他超越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德性思想，把德性思想发展成一种可操作的幸福之说，

从而使德性摆脱了纯粹的假设，这样的思想也给人类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价值。在继

承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众多伦理思想家当中，阿奎那、麦金泰尔无疑是最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人物，他们对亚里士多德德性思想的领悟超越了其他伦理思想家。

(一)亚里士多德德性观对阿奎那的影响

“阅读任何一个重要哲学家，而尤其是阅读亚里士多德，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

研究他：即参考他的前人和参考他的后人”，【72】中世纪的德性伦理研究以阿奎那

(1225．1274)为代表，阿奎那继承了亚罩士多德和中世纪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德性

理论，讨论了两种幸福——天堂幸福和尘世幸福，介绍了通往幸福的途径——神学德性

和世俗德性，使自己在天主教信徒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1． 阿奎那的德性观

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中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乡村家族

城堡中长大，五六岁的时候就被送去家乡附近的修院，献身神圣的修道事业。这种经历

使得阿奎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引导他进入了研究和祈祷的生活。大约在1244年，

阿奎那进多明我会修道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248年阿奎那到科隆一家研究院进一步

深造，并很快成长为哲学家和著名的神学家，他基于圣经的思想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有人也曾评价他为灵性导师。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引导一个人审慎行事的习惯，但在阿奎那看来，德性本

身是人类理智内运作着的习性(operative habit)，它不仅是在行动上面进行理性计算的

结果，而且是感官和心灵相互作用的结果，阿奎那认为人类的不同社会、不同社会中的

不同个人都具有获得德性的可能。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神学

德性，并进行推理和分析，本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路从宗教信仰的眼光来阐述德性问

题。阿奎那把理智德性分为四个层面：基本德性、实践理智中的理智德性、思辨理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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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智德性和神学德性。基本德性是审慎、正义、勇敢、节制的四主德，但是四主德相

对于神圣律法所要求的完美顺从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补充神学三德性：“信仰、希望、

仁爱’’，神学三德性也器q超憔的德性，指的是超过人性的本能，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所带来的德性。信仰是基督教所有道德的坚实基础，它所依据的是神圣的真理，神学德

性就是以上帝为目的，是上帝灌输给人们的，仁爱是基督教德性的本质形式，如果没有

仁爱，信仰也就没有了可以附加其上的形式，仁爱则是对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物的爱，同

时也包括了自爱。当一个人具有了德性，他便知道善和人类的目的，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对善的理解上，阿奎那认为，道德德性的方向必然是趋向于最高善，德性是使入

易于行善的习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可以在德性的引导下过着体面的社会生活。他把

善划分为三种：含宜的善、有用的善以及合意的善。巢物成为善的，也说明它是完全的，

我们判断某个行为是否具有德性时，部分的取决于这个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同时还取决

于行为的对象和环境。神学美德不是靠单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而是在上帝的帮助

下过基督教徒的生活，对上帝的信仰能够激励我们改变自己，爱入爱己，德性能够使入

达到其最终目标，这种最终目标是与上帝结为友好的永恒的幸福，困家的德性在个人的

德性之外还具有引导人们过善良、合乎人性的生活的功能。

2。 阿奎那德性观对贬里士多德的继承和超越

阿奎那探讨德性，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神学大全》。在《神学大全》中，对德性

的讨论占据了整个著作最长的一部分。阿奎那认为“美德是那些直接通往善或终极目标

的习惯，我们每一个体会因为美德而繁荣兴旺，并发挥善的作用”。{731阿奎那吸收了亚

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他在大多数场合是如此紧密地追随亚罩士多德，就是在纯哲学问

题上批评亚里士多德，也会被人认为是不虔诚的"。f74】

(王)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吸收

他对亚罩士多德学说和观点的参考并非原始文献的直接引用，而是观点的吸收，他

和皿里士多德一样，承认人生的目的、人类的至善等问题，他坚持中庸学说，继承了理

性的思想，认为幸福和善是人类德性活动的最终冒的，关于幸福的理论就是关于至善问

题的回答，至善是因为看到上帝的尽善尽美而获得的幸福，普遍的善在上帝那星存在，

并不存在于任何生物之中，因为各种生物只有部分之善。阿奎那认为，“理性存在物和

非理性存在物的所有行动或运动都指向某种目的或某种善；对具有理性的入而畜，这种

目的或善体现在思想之中，由意图所固定，并在实践理性的影响下成为意志所指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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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751美德的活动就是理性的运用，应该避免行为方式的极端。

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形成的模式，把亚氏德性观念吸纳进自己的神学建

构。从神学上讲，阿奎那的德性观主要是上帝的恩典、至福、对神圣生命的分有，阿奎

那认为德性是人的本性，它们可以部分的由训练和实践的结果而获得，同时他把德性分

为神学德性和世俗德性，德性的目的是天堂幸福和尘世幸福，阿奎那也谈灵魂，“神学

家考察的是与灵魂相关的入的本质，丽不是与岗体相关的人的本质，当然也不排除对与

灵魂有关的肉体的考察。因此，我们考察的首要目标将是灵魂。’’1761Bq奎那修改和利用

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说，|以神学为基础，论证了一个相当系统的神学德性体系。

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来解释宗教教义，论证上帝的存在，他的德性观与

他的上帝观密不可分，上帝观是阿奎那思想的中心。阿奎那认为，世界是由上帝而出的，

所有的事物都朝着回归上帝的方向进行，上帝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个事物，其本身的存

在是基督教的最高目的，应该把自己的～生全部集中予这个目的，上帝可以使入的意志

得到满足，人的最终目的在享有上帝，上帝所希冀的是善，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是宇

宙的创造者，它的本性就是永不变迁，对上帝的洞见其实是为了达到生命的幸福，德性

的终极基础是上帝的理性智慧。“但阿奎那的目标不是对世界的缘起与终结提供一种纯

粹的神学解释，而是为了澄清上帝与创世的关系"。【77】5可奎那对皿里士多德德性思想的

继承，使他形成7自己的经院哲学，这一哲学又变成了宫方哲学，亚堡士多德的著作被

用来作为学校的主要教本，而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绝对权威。

阿奎那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心理学、形而上学等方面大都没有脱离皿里士多

德的模式，儇在德性的探讨方面，则是遵循基督教哲学的原则来拓展亚里士多德的德性

观念，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奎那的德性思想是基督化了的神学德性观念，阿奎那的德

性观念是基督教信仰史上的重要引导，其对中世纪的社会思想影响之大不可小觑。

(2)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神学改造

阿奎那对皿里士多德德性观进行了神学的改造，基于阿奎那的神学德性观，神学德

性也被称为天赋德性，这种德性是与生俱来的，其内容就是“信仰、希望、仁爱，”天

赋的道德德性是上帝的超自然礼物，预示了入鼹生命变化的必然，天赋德性是灌输的德

性，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达到天堂幸福的必然途径。而后天德性则是通过后天的学习

和实践活动取得的，是人在尘世生活中晶性的发展，也可称为学来的德性。后天德性属

于人类的本性，是徽正确选择的倾好，它不同子“习惯’’，是一个人去实现潜能的趋势。

“后天获得的美德，将人类导向为人类理性所规定的美德，这种美德使得个体的兴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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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民共同体的繁荣联系在一起；上帝灌输的美德，将人类导向阿奎那赋予的最高级

别的、为上帝所界定的替，善将把后天获得的美德的最终圈标重新导向最高的目标，即

人类获褥救赎。"口朝

为了达到更纯粹更超自然的目的，我们需要超越自然德性的力量。上帝的恩典可以

使那些品行端正的人获得较高层次的幸福，这些入所傲的行为必须与他们所受的愚典相

当并且相称，而对于那些具有平常品性的人，只有适应现实的生活并且接受一定的锻炼，

就可以获得较低层次的幸福。上帝的愚典不同予德性，是一种从外灌输的德性，是把人

们作一较高的安排，来达成一较高的目的，因而依据的是～种较高的本性，是他所参加

享有的神的本性，正是蠢于这样，我们才得以重生为上帝的子女。恩典不阕于“信仰、

希望、仁爱"，人类需要上帝的恩典，只有这样才可以克服意志上的软弱，凭着德性的

习性去加强对上帝的信仰，人为了德性的发展必然会寻找恩典，天赋德性和后天德性在

恩典这里得到了整合。同时阿奎那还探讨了有关礼仪、婚姻、贞洁、人伦等德性的重要

德匿，上帝的律法要求人们实践这些德性，终极的德性归予上帝。

阿奎那的德性观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的，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进行了神学的

改造，在基督宗教神学方面把亚氏德性观应用得淋漓尽致。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入稍可

以判断行为的善恶并且做出选择，这与德性的完成和人类的道德生活有莫大的关系。阿

奎那的事串学德性伦理，要求必须超越人性的种种约束和限制，法律的完成、正义的维持，

都需要大公无私的精神，需要依赖上帝的恩典。在恩典这一原则下，对上帝的信仰引导

理智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接受恩典可以进行祈祷，祈祷能够进行思辨和实践，拓展我

们对上帝的洞见，神学德性可以通过思辨来达到幸福，最高的幸福是获得上帝的恩典，

达到至福。

(二)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对麦金泰尔的影响

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1929-)，生于苏格兰，曾在曼彻斯特大学、利兹

大学、牛津大学等进行教学和研究，蜃来他又在布兰迪斯大学，波±顿大学、鹿特丹大

学等执教，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麦金泰尔在1981年发表了著作《追寻美

德》，这部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现代德性伦理研究方面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后来他又在1988年发表了《谁的理性?何种正义?》，在这本书里，麦金泰尔的德性思

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两部书中，麦金泰尔继承了亚罨士多德关于德性以及德性伦

理方面的传统，要求重建德性伦理，重树德性伦理在道德理论中的主导性地位。麦金泰



尔认为，现代所有的政治观，包括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忽略

了传统的德性观点，当代西方道德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历史的变迁拒斥了以亚熙士多德

为中心的德性传统，“一旦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叙述整体概念不再在

人类生活大部分领域存在，就剥夺了传统美德做依赖的背景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在哲学

上摒弃亚攀士多德以美德为中心的道德理论”。器锄现代社会的现实条件已经和亚墨士多

德概念中的共同体有本质土的区别，所以说现代的德性失去了古典社会德性存在的历史

背景和基础，麦金泰尔从德性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出发，阐述了他的德性观念。

1． 麦金泰尔的德性观

麦金泰尔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德性概念，“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

的品质(荷马)”，“美德是～种使个人能够朝实现入所特有的西的而运动的品质，无论

这目的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新约》、阿奎那)"，“美德是一种在获得

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具有功用的品质(富兰克林)”。[SOl他在总结这些美德概念的基

础上，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德性概念：德性是～种获得性品质，是有益

予整体生活的善的晶质，“德性作为善的品质，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是存在于人的内

心中的，它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人格形式体现人的整体精神的存在"，【8l】它的践行

导向人曩的的实现。麦金泰尔认为，德性有三个发展阶段，复数德性、单数德性、德性

之后，没有～个整体生活的善，个别的美德是不完全的，“除非有一个目的，一个借助

构成整体生活的善，即把一个人的生活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善，焉超越了实践的有限利

益的目的，否则就将是两种情形：某种破坏性的专横侵犯道德生活；我们将不能够适当

的说明某些美德的背景条件’’。圈麦金泰尔在谈德性的时候，同样也谈NT社群主义，

他认为德性是社群的习俗，只有在社群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之下，好的习俗才可以通过

从小培养丽得以形成。

对于德性的实现过程，麦金泰尔认为，“美德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美德的

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孽实践的内在剩益，缺乏这种美德，就无从获待这些利益’’，

博3】拥有和践行德性是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的必需品质，是善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实践之所以缝够传承并不断被赋予薪的形式也是透过德

性的践行爿‘能得以实现，德性本身也是传统的承载者"，【84】麦金泰尔这罩所说的“实践"，

指的是任何连贯的，复杂的并且是具有社会稳定性的入类的协作性活动方式，通过这样

的活动方式，人们可以获得这种活动的内在利益。德性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实践的

内在利益的不懈追求过程，德性服务的匿的是实践的内在利益，捐l有和践行德性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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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没有这样的德性，就不会获得这些利益。所谓内在利益是相

对于外在利益丽言的，外在利益更多的指某人的财产、权利、名誉等，人们可以通过多

耪方式获得它们，个人褥到的越多，其强人褥到静也就越少。所谓实践韵魂在利益，指

的是某种实践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内在利益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它是谯追求某种

实践活动本身的优秀和卓越过程中获得黔。拥有德性必然会获褥实践酶志在捌益，当然

也可麓会使外在捌益受损，比如～个人拥有了权利和声望，对利益的追求也可能就偏离

了真诚和正义。实践的内在剥益是与德性相联的，某种蠹在利益只裁在某种实践活动巾

获得，没有德性，实践就无从进行下去。

麦金泰尔认为，德性有利于对传统善的持续追求，“把德性与辫入丽言酶善鹃追求

相联系；这个善的概念只有在一种继续存在的社会传统的范围内才可得到解释和拥有’’。

洚5l德性“维系个入能够在其孛找裂缝鳃善作为他的蹩个生活的善的那释个体生滔形式，

黼且在予维系嗣时力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必要的历史语境的那些传统。"l跚

2． 麦金寨尔德能观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超越

麦金泰尔对贬肇士多德德性观的分析帮扬弃，“驻足于对～种远古过去的回忆与黠

美图多元论鹣全球性视观之闻，并深深沉浸在苏貉兰觊奈特入的传统世界孛，摄大豹丰

富了当代的道德争论，使其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度。他以一种全部的灵活性在历史

主义的密霹缀隙之闻游刃京余，其辩论羹指一耱薪托马巍主义视域的极境，镳不把这一

檄境理解为道德哲学范畴堕建的非常时刻，相反，却把它理解为至达荚德伦理的关键点，

视为全面剖析所有吉隶腊文化并达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充分系统化的一条线索”。箨疆

(圭)麦金寨尔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借鉴

麦金泰尔对于怎么复兴德性伦理，希望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找到解决闯题的

咎案。他希望重构德性概念，认为应该反思近代以来的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回归亚里士

多德麴德性愚想。麦金泰尔继承了翌量士多德酶美德臻，认淹“美德是一种使个人麓够

接近实现人的特有目的的晶质"，黼1并且他强调，一个人行为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有德

雠的入选择这种行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德性并践行德性，那么他就是有德性的，德性是

达到幸福的品矮。麦金泰尔认为亚零士多德的德性飘睫涵着入的行为生活匿的的善的概

念，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和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为了阐明美德与道德原则之问的关

系，在美德与道德规则中，美德处于中心的地位。

麦金泰尔把翌里士多德的德性溉放在希腊时代美德观念的核心链置，“正是噩里士

多德的美德理论把古典传统建构成一个道德思想的传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牢固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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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诗入前辈们只能断言和暗示的东西，从而使古典传统成为一种合理的传统，而无

霈屈从于柏拉图对社会世界的悲观主义态度”。嘲麦鑫泰尔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

统，是可以进幸亍自我反愚、自我发展的，在现在社会中这个传统还具有巨大的潜力稻发

展力，不应该是人们在遇到道德难题时临时想起的措施，而应该把它恢复到主流传统道

德的地位。麦会泰尔以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酶方式，去看待行为表明的德性特征，区分

理智德性和品质德性，强调在相关问题上继承、复兴溉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传统。

(2)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超越

每个时代的哲学思想都是前此阶段思想的继续，网时在另一方面叉孕育着恁来发展

阶段的哲学，从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来看，麦金泰尔的德性理论是对贬里士多德德性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麦金泰尔的德性思想内蕴着贬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但是又依据其所在

的时代霹时代精神浆不同对其进行的改造或者变革。

麦金泰尔早期的伦理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阿奎那的基督教信仰的，袍认为基督教

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为整全的人生提供意义，宗教不仅仅是人生的一部分，这罩他提出了

人生的统～性闻题，在此之后，麦金泰尔对信仰徽了进一步的思考以蘑，转丽放弃了基

督教信仰，开始思考德性问题，进行道德系统的反思。就其德性思想而言，麦金泰尔对

照里士多德德性学说的超越是有基共睹的，他对亚氏的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和评价，

认为亚里±多德的德性学说是最有意义的，弛摹望重回亚里±多德的德性学说，并把亚

里士多德看成是吉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在麦金泰尔的理论体系巾，他更富有创造性地

运用了亚犟士多德的德性学说，并且结合当代的道德困境和道德反思去重新认识亚里士

多德麓德性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囱由主义都无力解决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时，第三条道路出现

了，这也就是一系列努力结果酶由来，其中包括最著名熊《德性之蜃》。麦金泰尔在《德

性之后》一书中，针对当代道德危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做了批判性的否定，德性

论是贯穿全书豌主要线索。麦金泰尔瓣德性生活的强调，有力地撼动了当代稔理学的发

展，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转折点，德性问题随之成为近几十年来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

羡金泰尔无疑站在了亚氏德性理论的基点上，使得箕本身匏德性连论有所承载，僵这种

继承并不仅仅是德性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他利用这种哲学依托，创造出自己的德性理

论，透过这一德性传统分析当代道德生活状况。麦金泰尔的努力使亚氏德性理论重新弓|

越人们的关注。



四、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评价及其现实价值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德性是理性、意志、欲望的鞫谐共处，幸福在本质上是

完善的、自足的，是出于意愿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幸福、以及中

道原则的阐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与价值。在当代社会，幸福是人类发展的永

恒主题，是人生生活意义的感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学说无疑包含着人类应该怎样生活

的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亚氏德性积德性伦理，对于提高个体精神境界、促进社

会和谐、追求幸福有重要的作用。

(一)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评价

1．开拓性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将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赋予其最高地位。马克思在《瓷

本论》中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其为“古代最博学的人物”，

黑格尔则认为“假使一个入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

更值的去做"。删所有这些评价足以证明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和科学领域的贡献之大。也

有入如此评价：“然令人矍然以惊者，则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自亚氏书观之，已极发达

矣。所贵乎实质价值概念，不徒以其名词，盖谓必出此道乃能将各种价值与其千变万化

中网罗而尽之。诚如是，亚氏伦理学，谓为第一丰富之矿穴可矣"。妇玎由此也可看出讨

论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论证是有系统的，他所

做的讨论也是分门别类的。赵敦华在谈到亚里士多德时，认为他“以高屋建瓴的精英主

义眼光，俯视着现实世界和生活’’，是其它任何吉希腊的思想家不能比拟的。“现代西方

哲学的有些流派的思想，如果追本溯源，往往可以归到古代希腊哲学，较多的是亚里士

多德"。脚1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不仅在伦理学上具有开拓性的历史地位，

在物理学、政治学以及其它领域都有卓越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紧紧围绕着人为什么要有德性、入如何才有德性以及德性会带

给人什么样等问题。在德性范畴的内在关联上，亚里士多德从几个维度去对德性概念进

行探讨，诸如德性与至善、德性与中道、德性与幸福等等，在论述达到最终幸福豹过程

中，说明了达到这一幸福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强调必须修炼自己的德性，这些理解为

现代社会迷失自我的人们提供了～个幸福的方向。

2． 德性理论自身的矛盾性

亚堡士多德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往往采取探索的态度，在比较和探索中寻找新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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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样的探索，有时候可以{|导到明确的答案，有时候却不能，因悉他的德性理论自身

矛盾重重。例如，他区分了幸福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有德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外在

的好处，既然幸福需要外在的善做枣}充，那么又说幸福是自足的，这似乎就是矛盾的。

同样，亚里士多德用著去解释万物的存在、生成和变化，这是古代人无法说明外在

的客观世界时不得不采用的方法，从科学发展的今天看，他的学说无疑包含了谗多错误

的东西，这样也给后代研究者提供了批判、发展他的学说的余地。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要为了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丽《尼克马克伦理学》通篇很少

提到规则，如果稍有涉及，那么也是法则，法则隐含着共同体的意思，法则和德性在结

构上、功能上、价值指向上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果在某个特殊阶段硬

要把他们结合到一起，并依照这种伦理规范要求社会成员，必然会导致内在的冲突和危

机。亚墨士多德德性理论忽视了规则的重要性，对规燹|j的忽视是为了凸显他自身理论中

德性的重要，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规则的存在。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夸大了各种德性的统

一性，把悲刷英雄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缺陷，这也是饨理论的矛盾所在。

3． 具体德性范畴的狭隘性

亚墨±多德对具体德性概念的论述作了太狭隘的赛定，比如勇敢，亚里士多德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该词，那么勇敢的适用范围差不多仅限于战争。只有在战争中，个

人才可以展现出面对死亡的高嵩晶质特征还有大无畏的精神，在别的领域和情形下，个

人无法展现这方面的优越，并没有什么德性可言。这样，勇敢这种德性的表现就仅仅限

于战争一个领域。慷慨和豪爽也同样只适用于自私的付出和善意的付斑，拥有一定财富

的人可以践行豪爽的德性，但是施舍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在合适的时间、合

适的地点、合适的人身上的慷慨付出，这样，慷慨只限于对个人财产的付出和施舍。还

有节制这种德性，也同样被亚里士多德限制在肉体的情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各

种德性都是限定在某种范围内的，单纯的追求各个伦理层面的德性，无外乎是想把具体

的德性表达的更清楚明了，但是这样分析出的伦理意义上的德性不兔流于片面和肤浅。

贬里士多德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意图寻求在各种德性之间共通的东西，那就

是中道，一种介于过度和不及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是即便这样，对论述的系统

化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亚基士多德的德性观还排除了“野蛮入’’、奴隶还有女人，认为他们天生就不可能

具有德性，这样的德性观只和所谓的文明人有关，这也暴露了亚氏德性观的非历史性特

薤，个体成员朝向善的墨的根本带动不了整个人类向幸福迈进的历史。
3S



(二) 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现实价值

1． 德性与个体精神境界

人的全面发展与人对德性的追求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人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可以有不同的德性追求，不同的德性追求又塑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人的品质特

征，德性能够使主体内在的道德信念、道德选择趋向善的品质。

德性起源于风俗习惯，是幸福生活的源泉，也是个体存在的一种精神形式，有利于

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个人领会德性内涵并且在行为过程中彰显这种德性，那么他自己

也会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和慰藉。行为的德性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胸怀境界，它与遵守规范

不同，规范虽然符合人类的实践，但是人的本性要求人们更崇尚完美、追求卓越，德性

能够在实际的行为中磨砺人的情感和气质，使人变的优秀，从而使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

够行为优良，表现出色，从而达到美好的心灵状态和良好的精神境界。“那种对人而言

是善的东西，是一种处于最佳状态的，完美的人类生活，而美德的践行是这种生活的必

要和核心的部分。可见，美德在人认识到自身的本性后向人的自身目的趋赴的过程中，

起了一个关键性作用，而能够使人从偶然形成的人性向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

性转化的，就是美德"0【93】二十一世纪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

人类的德性得以展现，同时德性的发展又可以促进人的发展，德性的践行可以使人对世

界的真理性认识转化为德性品质，使主体的性情不断由天性向德性发展，从而具有自由

人格德性。

对德性的研究和复归是人性的内在需要。德性是心灵的守护者，其本质就是人们之

间关系的维系，人如果没有德性，那么他就不能得到实践的内在利益，甚至还会丧失维

系这样的实践所需的人际关系，这样他自身的生活也是有缺憾的。当今社会物欲横流、

尔虞我诈，过分的贪婪遮蔽了人们的心灵，研究德性无疑可以实现人们渴望自由，回归

本真的愿望。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但是都有精神层次的需求，德

性能够对人产生控制力，引导灵魂，进行道德上的自我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人内部的

德性力量来实现的，即人可以通过德性节制自己的欲望，并扩展其情感。包尔生认为“全

部道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动的调节原则。我们把这

样一种德性或美德称之为自我控制，这种德性通过独立于短暂易逝的情感之外的理性一

直调节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行为规定为以目的和理想来调节生活的能力。

它是全部道德的基本条件，是全部人类价值的基本前提，甚至，是人类德性的基本特征"。



[94】人的外部身体活动，是受意志支配的，德性的自控力是通过德性对意志的作用来实现

的，面对复杂的情况，人们可以选择具有道德价值的目标，扬善去恶。

2． 中道与社会精神和谐

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是关乎中道说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现实存在能够使人明白应该

选择哪种行为，不应该选择哪种行为，使行为者利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从而正确的选择

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应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做到刚健中正，不

过分偏激，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就能达到至善的生活目的。德性的本质是中道，

中道品质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人的德性直接关乎社会的伦理精神，因而中道理论

的存在对社会的和谐能够起到很大的协调和促进作用。明白并掌握了中道原理，就能在

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资源开采、获取利

益的过程中避免过度和不及，避免惟利是图、贪得无厌导致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合

理而适度的追求利益。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的使用和利用资源和条件，那么必然会

破坏子孙后代的发展延续。中道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共生，保证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中道试图把行为者带到一个内心和谐静谧的灵魂的高尚之中，如果每个行为

个体都可以按照这个中道的要求去做的话，那么社会共同生活就会变的和谐而有价值。

中道德性还要求确立适当、理性的消费观，提倡节制是一种美德，因而中道的德性理论

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3． 幸福与人生目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对幸福问题论述最深刻、最系统的人。亚里士多德德性幸

福论，是其伦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快乐和德性相结合，认为个体幸福和整体

幸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他的理论中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通

过努力和学习是可以得到幸福的。

重新理解和体会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对他的德性观进行新的梳理，可以使生活在

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意识到幸福并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富足，对物质的过分追求是

有悖于德性的中道理论的，要达到真正的幸福，必须践行德性的生活。德性不仅是行动

的品质，而且也是根据正确的理性命令进行判断的品质，德性的践行能够使人过上幸福

的生活，“习成而性与成"，意思就是说习之既久之，习惯就可以成为自然，真正形成自

己的德性，“德性就是幸福生活的一个结果，如果你养成了良好习惯，这个习惯就会伴

随着你一生，就是一种幸福。”【95】德性品性一经形成，那么人就会过着快乐的生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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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幸福的人生目的。

现代社会许多人追求感官的快乐，享乐主义使许多人精神空虚。个人中心主义的滋

生、价值观念的迷失，对许多人自身的生活造成了威胁。这时候，我们有必要继承和借

鉴亚旱士多德的幸福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规范自身的行为，提升自身在家

庭生活、职业生活中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这样才有利于追求高尚的生活目标，促进社

会形成一种平等、公正的良好氛围，从而过上幸福、安宁、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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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一书的出版和畅销，在对西方现代性根源的追溯中，促进了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在当代的复兴，于是追寻德性成为学界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

现有的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观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

角度对德性某一个方面的探讨，在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的今天，深入挖掘亚里士多德德性

理论的内涵，回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主义的理论传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诞生于希腊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对卓越的追求和对节制

的重视使得亚旱士多德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成为了可能。与此同时，这样

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影响和制约着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影响和制约着亚里士多德德性思想

的建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以自然目的论和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他把德性分为伦理德性和

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基于社会的风俗

和共同的认知形成的对人和事物合理的反应品质；理智德性则是人灵魂中理性部分优

秀、杰出的品质。亚氏德性观的本质是中道，中道指的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对合适的人物、以合适的方式去行动，这种中道应该避免行为的过度与不及，对于恶来

说，没有中道可言。在对幸福的理解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

动，他不否认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也不贬低感性幸福，认为外在的道德规范源于对幸福

的内在追求，德性的目的是幸福。在德性的生成上，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教导、培养起来的，德性生于行为。

在亚旱士多德那里，德性不是外在的社会约束和限制，而是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

是个人企盼的一种幸福的境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作为道德价值体系，超越了以往

各种德性思想，给人类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价值。阿奎那和麦金泰尔继承和超越了亚

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发展出自己的德性思想和德性理论体系，创造性地运用了亚里士多

德德性主义的传统。

本文在对亚罩士多德德性观理论特质和理论局限的分析上，指出了其理论自身的矛

盾性和德性观念的狭隘性，在现实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德性观不愧为古典德性主义传

统的典范，它对于提高个体精神境界、实现社会中道以及追求个人幸福具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和价值。当代德性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任何一种德性都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

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主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德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更
30



加凸显，同时德牲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出现了多样性翻复杂性的特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

德性理论，进～步加强德性教育，有利予个人增强道德责任感，壤养良好的遂德修养，

也有利于社会创造良好的入文环境，在公燕、和谐翡条徉下进行社会主义精季率文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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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年轮的增长刻画的是岁月的痕迹，其中有苦涩艰辛，有快乐

成长，那些溉忆的片段总是出现在头脑中，启迪和提醒我走过的网予。

论文的写作、修改到最后斡完成离不开张钦老师酶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在论文的

写作过程当中，张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和修改，在网常生活当中，张老师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关心着我的生活、教导我如何处事，在此，向辛勤培育我的张老

娜致良诚挚的敬意。张老师对我鳇信任、理鳃、爱护襁蘩动，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感谢田秀云教授、赵忠祥教授、程新英教授、税立涛副教授、王彦东老师，他们对

我的学习进行了许多的指导，尤其是在开题报告完成的前后，对我的论文提融了宝贵的

修改意见，对论文的写{乍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俸震。

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李亚玺，在论文的写作和宪成过程

中，他的许多建议让我茅塞顿开。

感谢我的父母，她们对我学习的理鳃和支持是我永远南上的动力。

此外，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参考了许多的专著和资料，吸收、借搽了许多专

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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