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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含勒价值伦理学的历史地位
李建华

(中南大学哲学系，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价值论伦理学源远流长，在舍勒那里发展到最高阶段，同时他也是用现象学方法研

究伦理学，从而成为现象学的价值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舍勒以天主教世界观为价值观背

景，以现象学方法为认识论基础，以批判康德伦理学为出发点，系统地论证了价值、情感、人格及

其关系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力图形成一种符合客观主义、绝对主义精神要求的现代伦理

学，为消除欧洲和德国文明的危机，重建合理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提出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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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舍勒(1874—1928)是20世纪初期德国

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是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的创立

者，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舍勒一生受到许多称

赞，如“伟大的、富有才干的英才”、“思想巨人”、“最富

生机的创造力的天才”、“杰出的生命哲学家”和“哲学

思想的伟大即兴作家”等等。

舍勒以天主教世界观为价值观背景，以现象学方

法为认识论基础，以批判康德伦理学为出发点，系统

地论证了价值、情感、人格及其关系在人类道德生活

中的地位，力图形成一种符合客观主义、绝对主义精

神要求的现代伦理学，为消除欧洲和德国文明的危

机，重建合理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一种正确的人生

观。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舍勒的价值伦理学有着不

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舍勒与现象学价值伦理学

德国是现象学和价值论的发源地。现象学运动

是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发展流程中最具理论影响和

实践影响的主流之一，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最

为凸显的部分。在德国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伦理学

的主要代表有胡塞尔、舍勒和哈特曼。胡塞尔现象学

价值论的奠基性意义和哈特曼伦理学的突出成就是

不容置疑的。那么，舍勒的实质价值伦理学在现象学

价值伦理学中占据着什么地位呢?我们可以从它在

德国现象学价值伦理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方面来加

以理解。

以胡塞尔为先驱的现象学，虽然最初并没有提出

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体系，但它吸纳了笛卡尔、康德、

布伦坦诺等人的主体性、价值论和意向性理论营养，

对人的意识(主体性)、自我学结构以及对理性、人性、

“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虽然我们不可能从胡

塞尔的这些理论中寻摘到多少有关伦理价值的直接

论述，但却可以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伦理价值

意味。这对尔后德国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发展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舍勒与胡塞尔具有相同的方

法论意识，但他不仅在世界观的见解上，而且在对现

象学方法的更加具体的解释与应用上都与胡塞尔有

很大的分歧。然而他从来也没有否认他心目中的胡

塞尔现象学的真正独创性，并一再承认他受益于胡塞

尔现象学。

马克斯·舍勒继承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和本质

直观的思想，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现象学方法。舍勒

与胡塞尔虽然具有相同的方法论意识，但在对现象学

方法的更加具体的解释与应用上与胡塞尔有很大的

分歧。他是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伦理学，从而成为现象

学价值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与胡塞尔现象学

的关系，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说的：“如果说，胡塞尔宣

告了新的哲学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马克斯·舍勒第

一个使它得以实现。对胡塞尔来说作为长期的哲学

努力的结果的那些成果，构成舍勒的具体事实研究的

出发点和创造性研究的技巧。”【1 J

尼古拉·哈特曼深受舍勒的影响，也像舍勒那样

运用现象学研究价值问题，致力于建立价值伦理学体

系，使其得以完成。舍勒关于价值等级结构的分类、

关系、特征，以及关于道德主体人格和情感的理论，为

哈特曼建立系统的价值现象学勾勒出了大致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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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准备了丰厚的材料。1925年他完成了长达800

多页的《伦理学》巨著，次年出版。1932年，s·科伊特

(Stanton Coit)将其译成英文凄舨，经过哈特曼本人事

定，视为权威译本。

《伦理学》共包括“导论”和三大部分，共含2l编，

85章。其中，每一部分又各汇集于一个主题。“导

论”从整个哲学传统的系统考察开始，认为从古代以

来，哲学就一直面临着三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我

锭能够徽仔么?(二)我们应当徽待么?(三)我键露

以希望做什么?”c2j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舆有实践哲学

之特点的价值伦理学的首要基本问题，它使我们认识

到，在伦瑷学意义上，久是瞧一具有侩德隧的的主体。

当我们着手解决这熬本问题时，又遇到了第二个基本

问题：即“为了参与世界的价值，我们广泛寻求的又是

侍么?为了在世雾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入，我们将把我

们自己塑造成什么?理解成什么?又当作出什么样

的评价?[3]在价值伦理学领域，第二个基本问题的熏

要性窝急遗性甚至越过第一个基本闻题。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伦理现象学的结构”，亦即

“道德现象学”。它共有七编。着重探讨了伦理学的

一般特{菱、类型；道德(侩值)的多元性。恧吉拉·哈特

曼深受舍勒的影响，也像舍勒那样运用现象学研究价

值问题，致力于建立价值伦理学体系，使藏得以完成。

会勒关予价值等级结梅豹分类、关系、特征，以及关予

道德主体人格和情感的理论，为哈特曼建立系统的价

值现象学勾勒出了大致的蓝图，准备了丰厚的材料。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道德徐菹，亦鼗“道德价值

学”。集中探讨了道德价值的系统、结构、矛盾、类溅

及关系等等。这一部分组成了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

主体，在很多方西较会勒的理论分析更隽具体穆摸式

化，它与第一部分～起构成了晗特曼价饿现象学的基

本内容。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意志爨由问题，亦即“道德形

而上学”，主要讨论自由意志问题。作者批判地分析

了伦理学史上种种形式的道德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探

讨了个人道德自由酶本体论可能性，提出了独特的内

在价值决定论思想。

哈特曼与舍勒堪称本世纪初期德国伦理学界的

两座高峰。就理论成就来说，两者各领鼹骚。若把会

勒的伦理学视为胡寨尔现象学在伦理学价值领域中

具体展示的先例，那么，也同样可以说哈特曼在同一

主题土获褥了可与之匹敌的理论戎就。郄便如此，我

们也可以看出，哈特曼的伦理学与舍勒的伦理学基本

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舍勒伦理学系统化的版

本。驮舍勃对胡塞尔现象学价堕论的继承穰对哈特

曼价值伦理学的影响和启示这个意义上来说，舍勒的

现象学价值伦理学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舍勒价值伦理学的得与失

舍勒翡现象学徐值伦瑾学整个建看来似乎并未

从旧世纪的传统伦理学巾脱颖而出，在许多方面使人

想起康德以及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伦理学所作的

探讨，的确，饱懿伦理学说之根基瞧正是扎根在深厚

的传统土壤中。我们经过深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他

所主张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既有一些独特的创新之

处，也有它鑫身的矛盾稔缺陷。下谣我锭主要跌马克

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舍勒价值伦理学的成败

得失。

首先，瑰象学鹩价籀伦瑾学获本体论的高度，从

元价值理论上来探讨“价值”范畴，在伦理学史上第一

次系统地确立了价值范畴的重要地位，把道德价值放

到整个价值世界体系中寐考察，对进一步研究道德价

值和其他价值的关系不光启发。

其次，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努力寻找解决主观经

验秘客观价德对象，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认识，个人

道德活动与理想价值目标之间关系的正确途径，是成

功还是失败，暂不作评论，但是它揭示了避免形式主

义酶绝对主义纛经验主义的主蕊襁对主义这蘸静弊

病，采取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价值世界如果纯粹独

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则我们无法把握它，如果纯属主

混构造，瓣缺乏客混有效的标准，也就失去道德评判

的客观性。舍勒的解决办法是重新解释“先天”和“经

验”，使价值既在纯粹经验之中把握又是遍及一切的

先天本质，这是其一。荚二，个入道德活动中，无情感

则不可能有个人的价值取向，无理性指导的道德律令

则不能有规范的道德判断。舍勒的现象学价值伦理

学把请感上势到先天酚海度，德勇一方蟊，撼理性的

道德律令从康德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拉到“应做”活

动中来，在人的道德活动中情感和理性可以两相结

合，扶焉实现理葱的“应然”。舍勒耀以勰决闽题麴关

键，是现象学方法。Mj

作为舍勒价值伦理学基本立论方法的现象学还

强法，焉篱单的方式来表述，就是客体力只裔在蒜除

了作为这种现象的其他先决条件即理论的、文化的、

历史的、心理的、存在的等等因素之后，才能鼹现作为

瑷象酶力本身。“忧虑”就是在消除一切具体情形后

的“忧虑本身”，“价值”就是在消除了作为具体显现因

素的“价值本身”。舍勒认为现象学这种精神直观的

方式，麓揭示不同于童然事实释科学事实的缝粹、绝

对的事实。邈种纯粹事实不仅指认识(理智)的本质

关系，而且指“心的秩序”或“心的逻辑”(情感)，是人

的认识活动糯道德活动酌真正基纂囊。舍勒穗信，发瑰

了这种事实及其本质关系，就奠定了客观的价值等级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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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法，实际是一种语义分

析法。事实上语言总是表述一定生活内容的，排除了

语言所表述的具体内容，语义也就成为一种绝对空洞

的抽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价值总是一定

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是历史的、具体的，而现象学的还

原法试图用抽象法找到一种道德的语义价值，但倘若

价值本身只具有一种语言意义，它也就不再是一种道

德价值了。由这种方法建树起来的学说，当然也不再

是道德学或伦理学，而只是一种语义学。

舍勒价值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先验现象学。先

验现象学在本体论上把先验性强调到了对现象世界

具有绝对决定意义的程度，并且还是从人在世界中具

有永恒的绝对真理价值作论证的，因而舍勒的现象学

价值伦理学在价值观上，也自然把价值看作是一种先

验主观性的东西。他认为价值可以不依赖于它的体

现者而被给定，价值是先验的。他把道德价值看作是

一种超现实、超功利的纯粹抽象。他还认为价值不是

利益关系的属性，而利益关系却是纯粹价值的体现。

善恶不是一定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而功利关系却是

纯粹善恶价值的表象。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善

恶观念并不是先验的，也不能从人的自然属性中引伸

出来，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善恶观念是

包含人们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一定形式。这种形式，

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可见，先

验现象学由于在本体论上发生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

颠倒，在道德价值观上，也必然要发生头脑中的价值

观念与现实中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价值关系的颠倒。

先验的现象学在确立善恶的价值标准上，必然也

要坚持主观性的价值标准观。在舍勒的价值标准体

系中，即是以“令人愉快和不令人愉快”作为价值标准

的基础，然后才是生命、健康的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

价值。这种以个人情趣为基础的愉快与不愉快的价

值标准当然是纯粹主观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坚决批驳了善恶问题上的这种相对主义谬论，它在

肯定善恶观念的相对性的同时，又承认这种相对性中

包含了绝对的因素，认为善恶是观念是相对和绝对的

辩证统一。善恶观念是这样的不确定，又是这样的确

定。善恶观念的确定性、绝对性就在于其内容是客观

的，评价人们行为的善恶是有客观标准的。那么，善

恶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必

须按照历史的实际条件，以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促进作

用还是起阻碍作用作为标准。凡是对社会发展起促

进作用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这是因为，

道德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只有

在关系到人们的认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斗争时，才

有意义，离开了对人类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这个基本

点，道德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善恶观念诚然是同人

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利益不是抽象的，而

是以人类社会作为其立足点的。

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尽管那样强调现象的主观

感受性，同时又那样强调价值中的自我感受性，赋予

先验主观性以绝对的地位，但是，现象学的价值伦理

学并不否定现象和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舍勒的价值

论中甚至承认价值具有“物质性的品质。”【5]这种物质

性当然并不是唯物论所说的物质性，而只是表明有一

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超人的外在的绝对意志，即

神的意志，这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现实和上帝处于相互

交往的关系中，而对于神的意志来说，客观实在当然

也只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这说明舍勒的现象价值伦

理学尽管具有纯粹主观性的意志或情感，但是为了给

上帝留下地盘，或者说恢复黑格尔体系的绝对精神，

同时也采取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外观，所以实际上又是

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理念伦理体系的变种。它把神圣

价值作为最高善的价值，在客观上也就为神学目的论

作了论证。

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在物的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与

人的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关系上，强调物的世界只是

对于人的世界说来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一说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普遍只重视物，特别是金钱的意义和价值的情况下，

突出地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有

反映中下层人民要求的一面。然而，他的现象学价值

伦理学把人的价值仅仅看作是一种自我价值，而且是

一种先验意识中的自我价值。把人和世界的意义和

价值归结为先验的自我，这就把人的价值只是看作是

人在与上帝的相互交往的关系中，对这种关系的一种

先验的洞见，实际即是人对于上帝意志的洞见，是人

对于上帝所表现出来的价值，E6】舍勒的现象学价值伦

理学在说明这种见解时，不是同神学伦理学那样直接

从偶像崇拜出发，而是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用理性

的形式加以归纳，并使一种赤裸裸的自我价值扮演得

具有客观性质的外观。所以他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

把人的价值看作是在时间、空间以外的一种先验王国

的原初本质。这个先验王国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王

国，在黑格尔那里是理性王国，在圣托马斯那里是上

帝的伊甸王国，在舍勒那里则变成了人对于原初本质

的洞见，所以他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把人的最高价值

说成是神圣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不是真如舍勒的现

象学价值伦理学所述有什么超时空的原初本质呢?

其实这纯属他的虚构。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

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

系中产生的。”【7J价值总归表现为一定的关系，物的价

值体现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人的价值体现了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

价值，是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呈现的一种社

会属性，它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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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它永远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生理和心理特质，

不是单个人的～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也不怒一个先验

的囱我意识，而是瑗实豹人的道德行为活动所具有豹

社会意义。所以，离开入的生活残实，离开入的社会

性，离开人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去考察先验意识中的

自我价傲，正是舍勒褒象掌的价精伦理学全部谬说的

认识论根褫。

舍勒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重

要闯题，郧挽值的本体论问题郗情感对徐菹理解的作

用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显示了舍勒理

论的优势，使褥他的理论在现代鞭方价健理论中其有

重要的地位。佩毡驰先验髂价煎伦理学，把“事实稀

本质，现实和非现实”加以绝对对立，创立了一种理念

王匿翦自我价值学说，这就在人的精神世界唤起一种

避岛神圣价值的幻想，而这释把人的精辩追求引向完

善自我的天国价值豹幻想，如果我们不是从先验意义

上去估价人和某种道德价值的话，在其现实性上，只

髂是垄断资产阶级巩霹其统治的精神工具，丽对无产

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是禁欲主义的鞭笞和欺骗。

由予台勒的价德伦理学采用了康德伦理学的方

汝，执哲学公瑾推导出伦理规范。面道德的应当不可

能从科学的事实中推论出来。任何道德规范最终受

是人们的选择，没有任何哲学论谜方法能保证它所提

出的道德公理的客观、普遍性。因此他的拚箧伦理学

总是脱离A们的道德实践活动，把伦理学蜗结为一种

纯理论的研究，用主观构造的“价值体系”来强加于现

实，罐空洞的道德说教来代替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道

德实践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才把这

种被颠倒r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这种学说来源于

又服扶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受到捡

验，不断发展；这种学说反对脱离实践的空洞的道德

说教，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直己所阐发的理

论、原则和规范，必须付诸实践，身体力褥。正是坚持

了理论萃羁实践翦统一，它才科学地解决7伦瑾思想史

上一系列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正确回答了现代社会

生活所提出的各种复杂的道德堙论闷题，有效地推动

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科

学威力。

三、价值伦攥学与当代伦理学

在中冒当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

中，伴隧着商品交换原则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

麓，出褒了为人们普遍抗虑的“遂德滑坡”褒象。金钱

至上、拜盒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严

重的腐败理象，近几年在我国拳i浍中有愈来愈滋长蔓
延的趋势。这一危机的呈现，促动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与探讨，也与伦理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互动。由

此，中闰的伦理学研究蝣成了两个主要学术热点。

其一，遴德危机的出现，促使人们广泛注重伦理

学理论的研究。随着经济、政治、文他曲变佬，人佛的

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人生磊的也在惫剧地发生变化。

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切向钱看的腐朽的

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中广泛蔓延、漉符。在这种思想

的支莪下，入{f丁就会单纯追求赢利，戳金钱决定人尥

尊严和价值，为了获得个人的权力、财产而不择手段、

为薪欲为。这些不懂会严重破坏我攫妁精神文明建

设，最终也必将会越来越明显地破坏和阻碍我国物质

文稿建设的进糕。面对这样的社会道德氛阐，书国的

伦理艨尉、道德援藕究竟应怎样阐释?中国社会的伦

理发碰趋势究竞应朝什么方向发袋?中国伦理学懿

研究究竟如何发挥一定的导向作用?中国伦理学应

倡导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问题，弓I越了中国

伦理学界对理论伦理学研究的普遍熏视。于是，辩学

地概括道德的“应然”与“宴然”，积极探索新的道德理

论、道德器则羊日规范以及寻求建立普逶伦理准则和价

值标准，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理论伦理学的热点。

其二，理论伦理学也瓤临着新的挑战：必须提凄

能够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框架。这一挑战来自

伦理学领域内外静许多方面。这一现象反映了人们

臼益意识到许多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难题在困扰

着当今世界，直目战争、迫害、贫困、社会不公难和不乎

等，等。一方面是犯罪和窝败，另一方面是道德争论

和对道德的漠不关心，由此激越了对于严重缺乏道德
知识靳道德敏感性的关注。科技发攫也带来了新的

闷题，其中包括集中研究生死问题的生命伦理学方面

的许多争论。这些当代道德难题，使人们开始广泛认

识到遴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或原则来研究实际问题

的价值，因丽也拓攫了全叛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在当

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可谓方兴朱艾。应用伦理

擘已成为中豳稔理学研究最重要的镇域之一。但就

现状米看，应用伦理学商束明显地得益于伦理学理论

的最新进展，而伦理学理论也隧未滤过思考应用问题

两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尽管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

学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它们最终所关注的还是人生的

根本性和总体性问题，包括人的本性和人性、人的价

值和尊严、人的越的和追求，其轴心问题就是幸福问

题，也就是翔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选一轴心闫题叉

派生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派雏出

社会之翔的荧系魄题以及人类与自然、与宇富的关系

闽题。郑便甜前对理论伦理学积应甩伦理学酶爵究，

可能仍需继续相对独立地进行，但它们所关注和研究

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当代串闺伦褒学妁这种现状及走南为价值舱理

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一直以束，价值伦理学的

主要研究领域是价值现象。而道德或德性被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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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甚蕉是唯一的价值，被肴作是幸福。在历史

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德性是人I辑真正本性或

本质。德性捷A区剐予、高予其他动物，使A戒为人。

人生活在世界上的融的和意义就是要实现入的这种

本质，成为有道德的人。因此，德性不仅是人生所成

追求的徐僮，而且也是A自身的侨值之所在。但事实

上，即使德性是A的真正本厦，也不是唯一本质。使

人区别于动物、使人之成为人的东西决不只是道德。

美德或遭德不是人生睡最高价值，更不是人生准～酶

价值。人生的价值是多元的、系统的，其中幸福简于

德性，或者不如说幸福是真实人生的总体、中心和终

极茸麴，丽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是

幸福的诸多要素之一。

因此，价值伦理学的目的就在于为人生提供一般

的价值驻剥和基本行力溃则，并使之系统位，以弓f导

人们达到真正的幸福。为达此靖的，价值伦理学不仅

应该批判地研究人类所有生活领域的备种价值现象

和馈值问氍，丽且瘟谖研究A类认知、追求、剖造和实

现价值的历史，A的本性，现代人的需要和欲望结构，

以及现代社会的现状和走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寻价值的总体性质、特征和释类，确立一般债值原则

和基本行为准则，构建理论的价健体系。这表明了侨

值伦理学今后的发展趋势。首先，价值伦理学要立足

于变化赣的人类生活，着眼予人类的柬来发展，在批

判性地继承A类已有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为人类

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一般价值原则

瓢基本行为准则，井使之系统他，亦即构建理论价值

体系，以弓I导A船达到幸福。其次，价煎伦理学要把

理论伦理学所确立的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规则

延伸到或应用于个人鼐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确立不

嗣具体领域的熟体价值原贝4和具体行为准则，并构建

不同领域的嶷体价值体系，以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和

是次先A们撼供具体的指导和规范。最岳，价值伦理

学要用所确立的一般价值体系和具体的价值体系俸

为理想价值体系模式去审视、批判和重构人类生活现

实，使之趋向理想馋煎体系穰式，使之趋向完美。

随着人类社会日盏现代化，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化，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也日益多元化。面对现代社会

中出现魏赫必的价值现象翮价值问题，如真正的翁俊

是什么，追求哪些价值可氍达到睾福，如何获得和实

现这些价值等等，价值伦理学应当拓宽其研究领域，

不再局限予研究道德价值，而应以实现A的幸棰为辩

的，为现代社会提供一般价值原剐和基本行为准则并

将之系统化的研究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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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李鸿嘉 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6(1)
    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伦理学以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为出发点,他认为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形式主义、主观主义

、唯理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缺陷.舍勒在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之上,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为认识论基础,提出了一种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他系统地

论证了价值是一个先验质料的领域,分析了价值和成效、情感、人格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对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具

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2.学位论文 李立宏 舍勒价值伦理学探析 2004
    马克斯·舍勒(1874-1928)是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他的价值伦理学以西方价值伦理学的缘起及影

响为理论背景,以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为出发点,以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为认识论基础,形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价值伦理学的基

石是对价值特性及层次的理解,价值是一种独立于载体之外的先天的质,具有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宗教价值之分.道德价值是一种实在的善

,其主体就是道德人格.同时,它指出价值与情感不可分离,并给定了价值理解在道德生活中的特殊作用,由此成为构建道德生活秩序的前提.舍勒的价值伦

理学在伦理学界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的价值、情感及人格理论为哈特曼建立系统的价值现象学提供了大致的框架,乃至准备了丰厚的材

料;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价值伦理学也有它独特的创新之处.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对当代中国价值伦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在人们普遍注重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当代中国,价值伦理学应当批判地研究人类生活领域的各种价值现象和价值问题,人的本性及需要,以

及现代社会的现状及走向,以实现人的幸福为目的,为现代社会提供一般的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并构建系统的理论价值体系.

3.期刊论文 陈挺.Chen Ting 舍勒现象学认识论和价值伦理学中的人学思想研究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22(11)
    舍勒从以现象学为方法论抓手的知识论说明切入,展开其人学总体性建构"从两极到中介"的哲学化道路,是其人学理论布展的匠心独运之处.舍勒以批

判康德伦理学和尼采道德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系统论证了价值、情感、人格及其关系在其实质价值伦理学中的结构性统一,客观上为探索建立一种积极的

理想人格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

4.学位论文 高山奎 舍勒伦理学的价值思想研究 2008
    舍勒把天主教传统道德与现象学立场有机结合，在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一门绝对的、情感的价值伦理学，从而开辟了一条崭

新的伦理学致思理路。通过对价值客观化和绝对化的描述，舍勒割断了价值存在与人的心理或物理实存的内在关联，力图从价值偏好结构的历史嬗变解

读价值评估的历史可变性和民族、种族的差异性。所以梳理舍勒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研究其为改善其时代人的道德状况而做出的理论尝试，这对我

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深入和道德理论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学位论文 钟汉川 从质料先天的构想到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之进路及其困难 2007
    本文考察的是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之进路。我们将这一进路理解为从其质料先天构想到其价值论，再到其伦理学的推进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质料

先天构想为其价值论奠基，质料价值进而为其伦理学奠基。

    舍勒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其质料先天构想的起点。这一批判指向的是康德哲学中(既在认识论上也在伦理学上)的形式先天性。针对康德将先天性从

形式上限制在人类理性的立法功能上的做法，舍勒认为，被给予之物本身就具有本质性的质料先天。质料先天并不像康德的形式先天那样充当着“经验

可能性的先在条件”，而本身就在经验之中作为一种直观内涵而被给予出来。通过对被给予之物领域的探究，舍勒一方面借助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

，但拒绝了其中的心理学成分，另一方面也以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概念为基础，但努力排除其中对感性直观的依赖，将质料内容扩展到自身被给予之物的

直观内容上去。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通达，既在舍勒的明见性秩序学说中，也在其现象学还原理论中得到了说明。最终，质料先天被看作是被给予之物

的本质性，它表明了一种现象学经验的直接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在本质认识的功能化理论中，舍勒认为，本质性领域与实在领域的联系是通过功能化来

实现的，而质料先天则显现出一种功能化于实在领域的特性。

    质料先天功能化于价值领域，形成了质料价值及其价值关联法则。这些法则最终体现为一种价值的先天等级秩序。在感受现象学的分析中，舍勒表

明，对质料价值及其法则的认识是在意向感受、偏好、爱与恨的行为中进行的，它们形成对单个价值(质性)、多个价值以及整个价值等级的价值认识。

质料价值的现实化与意欲领域相关联而产生道德价值。但这种关联并不是直接的：质料价值不能成为意欲的对象，而是通过价值认识的中介来实现。换

言之，道德上的“善”或“恶”之标准就在于，意欲所指向的价值现实化行为与偏好价值的一致或者争执，以及与偏恶价值的争执或者一致。而承载这

种道德价值的则是从非道德价值到道德价值的现实化行为之中所体现的人格价值。

    现象学伦理学之进路的困难表现为在伦理学奠基之中统一道德价值的现实化理论与伦理学的人格主义的困难。但更根本的问题是，舍勒的先天学说

缺少完备性，它没有给出一种系统论及本质联系和先天要素的奠基秩序的理论。这既是其价值论饱受误解，并被经常被指责为一种预设的原因，也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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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料先天在对抗康德的形式先天时无法令人信服的缘由。

6.期刊论文 高山奎.GAO Shan-kui 论舍勒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25(4)
    舍勒把天主教道德的传统和现象学立场有机结合,在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一门绝对的并且情感的伦理学,从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

伦理学致思理路.通过对价值客观化和绝对化的描述,舍勒割断了价值存在与人种的心理物理组织实存的内在关联,力图从价值偏好结构的历史嬗变解读价

值评估的历史可变性和民族、种族的差异性.所以梳理舍勒对价值相对主义的全面审理,研究其为改善其时代人的道德状况而做出的理论尝试,这对我国现

代性研究的深入和道德理论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7.期刊论文 阮朝辉.RUAN Zhao-hui 近五年国内马克斯·舍勒研究综述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3)
    从2005年至今,国内对马克斯·舍勒的研究论文很多,研究领域多集中在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现象学等方面,但对其教育现象

学、思想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8.期刊论文 李建华.王晓玲.LI Jianhua.WANG Xiaoling 先验实质与道德价值——舍勒实质价值伦理学解读 -中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6)
    在实质先验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区别善的事物和价值、目的和价值,论证善恶价值的特殊性质,确定了价值领域是个先验实质的领域.道德价值既不是

"善物"也不是"价值物",而是一种具有实质性或非形式性内容的善恶性质或关系,个人才是道德价值的真正主体,道德价值也只有在个人的价值情感中显现

出来.

9.期刊论文 董世峰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 -现代哲学2003,""(3)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一是基于研究重心由"应当"问题转换为"德行之所以然"的问题,二是基于研究范式上由目的论、德性论、义务论等转

换为价值论.作为传统伦理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伦理学一方面因其浓烈的价值论色彩而成为舍勒和N.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前奏,另一方面因其"实质"内容缺

失而致的形式主义又为后者的拓展提供了空间.舍勒,尤其是N.哈特曼的实质价值伦理学正是在康德伦理学的理论平台上得以建立的.

10.学位论文 徐会兰 道德教育的反思——舍勒情感伦理学与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之比较 2006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高科技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求空前高涨，这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现代人“道德滑坡”的现象

，而当下的道德教育却面临困境，实效不高。

    在西方近代伦理思想史上，康德对以个人快乐幸福为行为的唯一动机的幸福论伦理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幸福论伦理学是从根基上毁掉了道

德。他建构了博大的德性论伦理思想体系，讴歌道德的崇高地位.论述道德的一般形式特征和道德主体性，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在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作为伦理学的基础，从而排斥了道德得以可能的人心诉求，也使实践理性的绝对命

令变得苍白无力。舍勒以天主教世界观为价值观背景，以现象学方法论为认识论基础，以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为出发点，系统地论述了价值、情感

、人格及其关系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构建了他的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对情感的研究构威舍勒价值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成为舍

勒道德建构的核心基础。道德按其本来意义，既有形式的方面，亦有实质的维度；作为道德的二重规定，形式与实质各有其存在的根据，而非彼此相斥

。我们的道德教育，既要道德的崇高性和人的尊严，但更多地要关照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缩小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的反差，为人们提供

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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