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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告勘把天童教道穗的传统和现象学直场有机姑合，在批判康德形式璺叉伦理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一门
缝对酌并且媾感的捻理学，扶聂赞峰了一条簌摒酶话理学觳思理路。逗过砖赍值黥境毒匕和她_对纯的蒜述，舍勒嘉lI簟}‘
了侪植存在与人种的心瑷耪理魏织实存的内在美联，力蹭从价值编好鳍构的历史蛙变解读价值评倍的薅走可变德
和民族、种族的兰异性。所以梳理舍勒对价值相对主义的垒面审理，研究其为改善其时代八的道德状况而做出的理
论尝斌，逮砖表露昆戎撼辑究翡鞲入：争道德理论醺建掬羌疑吴有案要醺撩鏊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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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欧渊哲学史上，马克斯·舍勒(Max．％heler)不
算一位冷静的书斋学者，即象胡塞尔那样沉思于“匾
蜜”，势兹学翦鬟麓曩冕褴、确涯瞧穷辗究褒，簿撩竭虑，
毋宁说他是一位率性而为的实践哲学家，恰如斯皮格伯
糨所说：“他是以一神生活于时代之中并为了时代而生
活骜强烈意谖获事哲学骚究酶”雕酬。近代l；l苯，传
统的基督教伦理展遭分解，价值生体主义和相对生义恣
慧侵袭，“冷天和昨天的默洲人，像在重照下叹息呻吟，
难难前符，盘子德豹两疆强莳着缝，并被谴富己鹃身俸
艇倒，他忘却了他的上帝和他的世界。”【1】(嗍’为了解决
时代人的糖}孛困境，抗击相对主必释虚嚣主义的侵袭，
重薪恢笈A与上帝之闻酌爱的秩序，恢复位格共嗣蒋静
团契、友爨和基督信仰的谦卑精神，舍勒在批判形式主
义伦理学的基礁上创立了壤料的赞值抡理学，力嬲势哲
学的伦理学迸行严格科学的和突证的奠基。本文试萄
以舍勒伦理学的价值思想为根基，勾勒出含勒对价值相
黠主义擞判的主器褒点及其理论意义，葬是抛砖萼l玉，
球教予学界同仁。一

一、含勒价假伦理学的主要思想
舍麓麴餐蕊稔瑾学燕戳天主教遘簧哲学的传统羁

现象学立场相绪合，在批判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
艳理学：势一门豫理学太捂圭爻蒸基薛薪尝试》(袋缡舍
勒的说法．下文简称《形式主义》)由勺第二版序言中，舍勒
嶷称质：jIs}伦理学的精神是“严格的伦理学绝对主义和客
观主义”，伦理擎豹立场怒“情感袁觉主义”和“震辩先天
主义”，洲哪而伦理学的一无前提的出发点则是情感意
肉原初先天的内涵，即价值及其永恒秩黟。

对藤德形式主义论理学静攒翔是舍翱伦理学建祷
的出发点。舍勒赞赏康德对伦理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和
魍对圭义的坚决抠斥，并且认势廉德伦理学量然受到弛
搿后哲学家的批翔、鲥蓝辆补究+但它并没有在其最深
层的基础中受到撼动。但另一方面，舍勒认为那个空乏
{l莛又§失无进憨公式阻碍7我假对丰富的蹙常整羿及
其质性的认识，使哲学伦理学无法走向一门关于伦常价

值、关干它们的级序以及关子建立在这些级序上的规范
的学说。因此。舍勒试图通过对整个伦理学中的形式生
义麓搬判、竞蒸是对藤德所鬟蹬豹论辫麓撵熬，在某糟
程度上为其创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开辟一条无障碍的
通道。【2l‘脚

禽勒帮壤德伦瑾攀薛嚣剿主要体现在情感傀先翔
理性至上、质料先天和形式先天、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
等几个方藤。在舍勒瓣来，传统哲学的失误之处在于一
种竞垒不符合精神结檎豹对“淫毪”和“感往”的分离。
这种区分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将不是理性的东西都划
归给感性，因此我靛的总体情感生活，包括爱慧恨也嚣
须算律燕“感性”。对予伦理学来说，纛此导致的结栗就
是：在历史上绒是建构一门绝对先天的伦理学，而后是
理挫豹俭理学；或是建掏一门鞠对经验憋秘情感的俭瑾
学。“几乎筏有人问邋：是否就不存在一门绝对的并且
情感的伦理学?”f2】(帕嘴)

‘

酃么是蔷存在一门缝黠鳇并且情感越稔理学昵?
答案是肯定昀．不然就设有近溢十万言的现象学巨著了
(《形投主义>，笔者注)。根据卺勒的学说，存槛着一种
羟验，它们的瓣象黠予疆智寒说是完垒封闲懿，就象珲
朵和听对于颜色是封闭的一样，但这种经验却为我们输
送着真正客观的对象，以及在它们之阀的一种柬恒的秩
．亭。邀静经验就是情感薛瑷象学经验，{}|}这个对象藿冀
秩序就是客观价值及筵等级戟序。也就是说，精神的情
感方颈(舍勒的精神概念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理性l搴E
念、对愿始瑰象或本痰逡容懿特定‘壹瓣’鞋藏意志)也
具有原初先天的内涵，它们与纯粹思维一样，都不依赖
于我们人种的心理物理维级。并且具祷原初的舍规律
性。辩一方甏，在情感中，在感受、偏好、爱、檄，瑗爱意
愿中嘲身被给予的先天价值内涵是完全独立干逻辑公
理的，它嬲绝不意妹着仅仅是逻辑公理在价憾上约。避
霜”，褥必须被看作是不依赖予逻辑学舶对象领域和研
究领域。因此，舍勒坚决拒斥那种把精神作感性和理性
非此却彼约篷硬分割憋敲法，力图褒复媾感生灏熟筑毙

‘’性和本体论地位，并在I}l：基础上揭示客观的价值世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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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秩序，从而建_盘一门绝对的、实质的、并且特感的伦理
学。

如果说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魁舍勒伦理学构建
蹬塞悫的话，蘸塞搴越建黪现象学方法无疑势逸饕搀建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同样值得液意的是，虽然在对
心理主义的批判和“回到实事本身”的现象学立场上，
胡塞尔和舍勒的共识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个人气质
翻研究蓄趣静羡异，两者簌整界巍方瑟、现象攀研究领
域、现象学方法更加具体的应用和解释等方面叉存在着
诸彩差异。与胡塞尔不同，舍勒把现象学还原从纯粹意
识的认识论领域扩展到伦理学基础的奠基上，并且强调
耩种的情感方西的意向糍力耧梅造麓力。在《形式主
义》中，舍勒区分了非现象学经验(包括自然世界观的经
验、科学的经验)与现象学经验的本殿性差异：笫一，惟
有现象学经验是“直接”的，既不具麓任钶类型的象征、
符琴、指示的审分。褶反，一切菲瑶彖学经验原籍上都
是通过和借助平某种象征的经验，因而也是永远无法给
予实事“本身”的间接经验。第二，惟有现象学经验是纯
粹“斑在的”缀验，嚣在它之中不再隐食“被意搀之物”襄
“设给予之彩”的分离。程“被意指志物”和“被给予之
物”充实的相聚点上，现象得以呈现，纯粹的客观价值本
质事实自身被给予(完整意义上相即性加上盟见性就是
“自身援给予性”>。隧2{剿溜既，舍勒力图蓑}除巍然戆态
度、科学的态度，在纯粹现象学的态度中敞开传统因袭
之她的遮蔽，使纯粹的现象学本质事实完整相即地自身
被绘予，严格等级结构的伦常价值世界明见性地碍以呈
理# ’：；

至此为止，还有一个照要的问题嚣要澄清。现象学
作为“面向实事本身”的学说，揭示的是纯粹的本质事
实，因此不应包含赞值的维度，或者说纯粹的瑷象学事
实零质上是徐值中篷憩。郄么舍勒鹣嚣墓美怀、耩蕾愚
想的世界观基础从何而来?答案是天主教道德哲学传
统。作为虔诚的天主教髓，舍勒只是把现象学糟作是能
够引起我们的擞界观决定性改造的强大工具，聪她的硷
理学预谩的禳纂丢p在宗教棒学薛领域。“入⋯零身惟有
在预设了神的观念的情况下并且在‘神之光’的照耀下
才是可理解的并且在现象学上可直观的!，，【2】(心1)在《形
式雯义》孛，枣孛遣穰篷在赞篷等级鼗摩的理象尝接述孛
位予顶端位置，感官债值、生命价值、精棒偷筐等价值群
式是作为神圣价值的象征价值而被给予的。作为最深
程麟、最高等级的价值样斌，丰申圣价德构成了人格趋向、
运旗鞠最终曩栋。摄据卺勒懿理谂。客疆的赞穰缀摩是
固定的、永僵不变的秩序，但与此糊应的情感偏好结构
却撮历史可变的。据此，禽勒把伦联学的近代转变定性
为“价值的颠覆”：即基督教的价值藏型被中产输级资本
主义豹债篷藏蘩联取武。这释转变的特征表魏为锱蛛
必较的功和主义精神，无限贪婪、支配自然的欲望，以及
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生活习气。【1 J(啪)但问题是，人背
弃了上帝，变成了高等动物，人的价值安在?近代人本
主爻对基督教艳瑾酌分辫，蔑栗的骱值重信，深深建破
坏了传统基督教伦理的徽基，导致了现代的欧洲人陷入
无信仰、无上帝的虚无主义之中。所以，舍勒试图从现
象攀的立场重麟每理时代的精裤困境，恢复基鬻教道德
黄统中酶谦卑姆崇敬侨篱，重薪登复休戚与共静团契精
神以及人心中的与上帝维系在一起的爱的秩序。

二、舍勒对价值主体性和相对性的批判
*根据我们至戴为盎戆分辑，蛰傻已经被确定势是苓

可逐原的感受矗观静基本现象。尽餐如此，我们还会面
对jlff有价值的、尤其是伦常价值的主体性和相对性的命
题。在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上，台勒与康德的立场是
一致鲢。毽两者缒解决思路臻显遏萍：摩德将纯粹意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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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为实簸理性，西髓为决不栽含任何内容的形式的律
令、法则，以此保证道德原则成为客观的、蒋遍有效的原
则。但这种形式主义剥夺了伦常生活的丰富质性内涵，
匿纛变罨l鑫蒙空漏且毫无现实的撬行力。舍勒在揽翔
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试阕建立质料的并且是鲍对
客观的伦理学，这样既克服了康德伦理学的空无内容，
又避免了伦理学的基础堕入价值主体主义和相对主义
豹案骞。巍了更深入麓理解邃一窝遂，我们试获赞德黠
于人所具有的相对性，价值对书生命所具有的相对性以
及价值评价及其维度的历史可变性等三个方面作简要
地分析。

舍勒曾断言，“缪}宥现代蘧德理论的一个共露熬挺
是：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都只是人的意识中的主观现
象，离开人的意识，价值就不存在，就投精任何意义可
言。”b“n㈧也就是说，在觋l弋道德理论那里，赞值并不
檀根手宾攀之中，丽是檀稷予“入类静主观的并不酝变
更的要求”之中。遗一现代的基本观点可能导致两种结
果，这两种结果构成了现代道德的两个出发点：要么在
道德判断上各执一端，撰不出“确定”的寒疆，要么瓣其
中的一个论断绝对纯，使它变成普遍有效的“类意谖”或
干脆命令式的“你应该”，用以代替所缺少的价值的客观
性。因此，舍勒指出，“所谓舶伦理‘相对主义者’事实上
不蓬是魏翻新薤时代的绝对主义誊丽已。匏翻哭零过
把各种变异伦理作为向当今伦理‘发展’的各个阶段，然
后错误地将当今伦理假定为过去时代的标准和目
标。’’【3l(躐》

蓑其举凄焉言，赞蓬登藏燕《鹾在一令感受着酌意
识中显糯出来的，而且我们也的确是通过在自己身上发
生的感搬，来发现伦常价值的特有本质性的。但这不意
昧着，馈德的存在预设了一个“主体”或“翻我”，无论这
是一个经验静自我。还是一个新请。先验静鑫我”。自
我在其每个可能的意义上都还是意识体验的对象，是
“关于⋯⋯意识”的对象。它只在内直观巾被给予，并且
奉身只矮示若某釉簌内直观方向上显现穗来的多撵性
的形式。医既，壹我并不像康熬翳汉鸯鑫鸯郄样是对象褥
以可能的前提性条件。相反，作为诸多对歙中的一个对
象，自我只是价值意识的对象，而不是它的本质必然出
发点。换匐话说，贽篷熬存在磐不苏一令自我炙1l簦挺，
就象对象《数字)的窳存或整个自然并不戳一个“鸯撬”
为前提一样。这就意味着，客观的价值是绝对自足的本
质事实，∞它的存在绝不依赖予人的心理物理组织(人
类主义≥。天类援奉举羰狂翅形茂成为赞僮把握豹“黪然
主体”，例如动物氇禚感受价僚。作为主体的人是难在
情感感受、偏好等行为中才与价值本质发生联系，辨以
爱、感受翔行动的方式将不依赖予人类和人类的各个形
态的赞燕嫠其客观缎序控入它婚垒存当节中来，并缀占
有一个重国一样占有着价值擞弊。

价值主体性和相对性第二个观点是，认为所有价值
存在一般《包括绝常份值)都是槌对于生命的，或者说，
债_值魏存在毫登然缝束缚在生意感受翻遣求豹特臻领
域上。遗就意味着．并不活动巍一个可能的生命组缆以
内的纯粹精神就根本不存在价值。康德也认为这个命
题适用予所有质料价值。因炎善和恶对饿来说恰恰不
是赞僮，鼯是便仅涉及愿欲熬会法剜洼翔菲法则性韵赞
值标示。但这个命题是根本谬误的，“倘潜价值是棚对
于生命的，那么首先就不可能将一个特定价值归于擞命
本身。生命本身就会是一个赞燕牵挂的事实组
成。”圈《黼)这导致盼结果就是，感受、偏好、爱与穰麟不
能对生命本身进行价值认定，而这样一个精神也就既不
能偏好生命甚于死亡，也不能为了更高的东西而牺牲生
命。舍韵认封，这个凳题豹谬谟滚于簦专拳哲学瑷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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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以及与之相符的心理学的本
质恰恰在于，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在这里尤其
是指各个守恒原则，被转用到了生命现象之上。”【2]c嘟)
据此，人们试图把所有同情最终回溯到利己主义之上，
把所有生长现象、展开现象、进化现象回溯到生存保存
之上。这样就不需要去顾及比生命价值更高的精神价
值。甚或不需要去顾及神性。反映到伦理学上，价值偏
好的优先法则转向价值较低的感官价值和有用价值，人
们过度关注外界物质．沉溺于感官刺激和数量生产，忽
视了内心的宁静、忽视了精神价值的崇高，最终导致“价
值的颠覆”。所以，舍勒强调，“对于整个伦理学来说，至
关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看到这个价值种类(生命价值，笔
者注)的独特性，并且既不将它混同于“有用的东西”，也
不将它混同于“精神的”价值。尤其要避免将生命价值
回溯到有用的东西上。”【2Jt聊，

现在我们来分析价值评价及其维度的历史可变性。
这个命题要解决的是，如果价值是绝对客观的，它的等
级结构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价值评估
的历史上的可变性以及民族和种族的差异性?根据舍
勒的理论，我们通过在人身上发生的感受来发现伦常价
值的本质性以及价疽感受、偏好、爱和恨等等的行为法
则，这与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算术的、物理的、化学的定理
和法则没有区别。因此，价值的本质性也与这些自然定
律一样不依赖于人的心理物理组织的实存。自然科学
的定律常常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在某个伟大的科学家身
上得到发现或确证，同样的，价值把握的明见性也往往
是在惟独的个体的感受性的目光面前出现。因此，并不
存在人类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的伦常明察，换句话说．价
值的客观性绝对性与其有某些种族和民族具有某种特
殊的明察没有关系，也与特定的价值质性在历史的人类
生命展开的那个阶段上显现出来没有关系。 $

主要的问题在于，只要客观的价值本质得到揭示并
且一旦它们在某个历史阶段被某个特定种族和民族的
群体或个体明见性的把握．价值及其秩序就服从了一个
合法则性。因此，超历史的道德法则和普遍性的价值体
验结构是不存在的，毋宁说，完全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
况：“一个个体惟独自己具有对一个只向他自己指明的
并只对这个惟一的‘事例’有效的应然内容的充分明见
性，从这个事例内容中他同时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这个
事例根本不适宜成为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相反，它只
是一个对这个个别个体而言的应然并且只在这个事例
中而且只对他自己是明晰的。咀2“咖)因此，绝对客观的
价值及其秩序与价值体验结构的历史可变性及民族、种
族的差异性并不相互矛盾。我们并不能从历史或民族
的伦理意识差异，推导出一种“伦理相对主义”，伦理学

的相对主义不过是混淆了一个原初事实，他们不仅将伦
常的价值评估、而且也将价值本身及其等级结构都看作
是处在发展之中的。所以舍勒力图审察支配现代人的
价值偏爱的意识结构，厘清时代和民族本身占支配地位
的优先法则，进而对现代性伦理做出判断，为其开展伦
理学的价值意识批判奠定基础。

三、总结 ，

舍勒把绝对客观的价值世界与一个时代和民族的
具体评价结合起来，为寻找改善其时代人的道德状况的
途径的理论尝试无疑是深刻的。欧洲的近代历史是人
本景观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传统的道德规约已然失
效，合乎精神结构的新式范型尚在途中。虚无主义的盛
行、相对主义的泛滥，使崇尚理性的B耳曼民族浮躁起
来，时代精神陷人整体性危机。个性风格的使然，或是
时代精神状况的煎逼，使这位“思想界的浮士德”急切地
投入到审理时代精神状况的工作当中。在现象学立场
的帮助下，舍勒对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加以全新的阐释，
建立了情感的并且绝对的质料伦理学。

但舍勒的伦理学创建是以基督教道德哲学的传统
为前提的。无艰人格的上帝创世以及人与上帝维系在
一起的爱的秩序是其对伦理学奠基的世界观基础。这
对一个基督教文化传统尚告阙如的“他者”民族来说，其
合理性和有效性仍值得商榷。另一方面，舍勒思想中具
有浓郁的基础主义色彩，其价值等级秩序的现象学描述
仍具有神秘的个人直觉主义特征。另外，舍勒把伦理学
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个人主义的位格趋向中，其可行性仍
有待进一步考察。

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火如茶，改革开放
硕果累累。但与物质的日益富足相比。人文精神的构建
与自由人格的雕塑明显的不相适宜。虚无主义、价值相
对主义、多元主义徜徉于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
端功利主义恣意横行。所以，反思现代性问题。重理舍
勒对现实的说“否”，对精神和神圣之维的价值诉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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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①这与柏拉田的独立的理叁王国弃不相同．因为价值是
一种功能性奉质，它需要依靠具体事物的价值栽俸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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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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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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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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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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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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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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