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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
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

素有 “云烟之乡”、“花灯之乡”、“聂耳故乡”美誉的云南省玉溪市，是云南省通往东
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枢纽。玉溪是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位居滇中，四季如春，区
位优势十分明显，是滇中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溪的旅游资源类型多样。相比全国的

８个主类、３１个亚类、１５５种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玉溪市就包含了８个主类 （地文景观
类、水域风光类、生物景观类、天象与气候景观类、遗址遗迹类、建筑与设施类、旅游商
品类、人文活动类）、２９个亚类、１２１种基本类型，旅游资源类型相对来说比较齐全，具
备建设和发展度假旅游、生态文化旅游、现代工业旅游的独特优势。

经过多年努力，玉溪市的旅游业有了长足发展，对促进玉溪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
了日益明显的作用。特别是在 “十五”期间，玉溪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做大做
强旅游支柱产业、把云南省由旅游大省建成旅游经济强省的目标，不断优化工作方案，制
定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经过五年的规划、开发、建设和发展，初步形成了玉溪旅游
产业体系，旅游接待设施日趋完善，景区景点开发取得较大进展，旅游环境大为改观，旅
游市场开拓初见成效，旅游主要经济指标逐年增长。２００４年８月以来，玉溪市委、市政
府深入调查研究，明确提出了打造 “五山一村”，建设 “红塔山———抚仙湖”滇中旅游线
的开发建设思路，玉溪市旅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旅游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一流的景区、通达的公路、便捷的通讯设施，更需要一支有着
一流服务水平、有着谦和的服务态度的优秀从业人员。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代表着玉溪市旅
游的形象。为了更好地培养和提高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玉溪市旅游局组织玉溪师范
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系一批具有多年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和培训经验的骨干老师编写了这套
供玉溪市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和考试的系列教材： 《玉溪旅游业》、 《旅游公关礼仪》、
《旅游职业道德》、《旅游概论》和 《旅游法规》。

该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目前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和资格考试的现状，在
遵循旅游行业专业知识和国家旅游局有关全国导游考试改革精神的同时，以服务旅游从业
人员为理念，注重突出玉溪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特色，注重知识的全面性、新颖性与权威
性；突出教材的实用性，强调学以致用；所用语言浅显易懂，是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培训
教材，也是了解玉溪市旅游业基本情况的重要参考书。

在本书即将付梓印刷之际，以此为序，谨表衷心的祝贺。

　曾建志

２００６年９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旅游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旅游产品具有生产消费统一的特点，旅游从业人
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服务水平和对外形象，因此，加强行业职业道德建设
刻不容缓。开展职业道德建设，旨在实现旅游行业职工的道德自律。要提高广大职工对职
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培养职业道德情感，锻炼职业道德意志，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和
提高职业道德素质，使广大职工身体力行地把旅游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发自内心
的理念和要求，形成自觉的行为和日常的习惯。为了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不断
提升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起一支适应玉溪旅游发展需要的高素
质的旅游管理和从业人员队伍，为玉溪旅游支柱产业建设提供保障，受玉溪市旅游局委
托，由玉溪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系组织编写了玉溪市旅游行业培训系列教材，本书为
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本着重实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至七章为道德的基本
原理部分；第八至十章为旅游职业道德部分。第一部分在阐述了道德一般原理的基础上，
详细论述和分析了道德的各个组成部分和道德的基本规范，强调了整个内容的完整性和系
统性。第二部分从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角度出发，论证分析了旅游职业道德基本原
则和规范以及旅游职业道德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强调了旅游职业道德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本书由夏传辉和姜芹春两位旅游专业教师主持编写，其中夏传辉负责前七个章节，姜
芹春负责后四个章节，并由方增福副教授最后审阅并定稿。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除了得
到方增福老师及其他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外，还得到了玉溪市旅游局的大力支持。在本书即
将出版之时，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还吸收和引用了国内其他老师在旅游职业道
德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时间和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很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职工以
及在校老师和同学的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６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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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道　德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如 “周道如砥，其直如矣”。所以，

“道”一般指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规律，并引申为人们必须遵循的社会行为的准则、规矩或
规范。 “德”即得。人们认识 “道”，遵循 “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便有所 “得”。
“道”包含某种客观性，指一种外在的要求。“德”则偏重于主观方面，主要指人们内心具
有的精神情操或精神境界。

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源于拉丁语 Ｍｏｒｅｓ，是指风俗习惯，引申其义，也
有规则和规范、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的意思。

在我国，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 《劝学》篇中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之道德之
极”。荀子认为学到了 “礼”，按 “礼”的要求去为人处事，也就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活，
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家庭里，有父母与子女、
兄弟姐妹、夫妻、婆媳等关系；在学校里，有师生、同学、个人与班级之间的关系等；在
社会上，有个人与组织、阶级、国家的关系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个人与个人之
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们生活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引致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这些态度和行为又会对社
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定社会就
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道德就是这种行
为规范。道德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反过来又成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

从道德的词义看，道德是对主体的规范；从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来看，道德是一
种非强制性的规范；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来看，道德调节的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从道
德的调节层次来看，道德就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形式。道德是以善恶、荣辱等观念
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那么，什么是道德呢？
道德是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或者说道德即是非强制地调节社会
关系的规范。它既是人们对于是非、好坏、善恶、美丑、荣辱的观念，又是社会用以判断
一个人行为的是非、好坏、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一个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当时一定
社会集团公认的品行标准才会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否则，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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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　理
“伦理”一词，原指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而又和谐有序的辈分关系，后来进一步发展

演化，泛指人与人之间以道德手段调节的种种关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
循的道理和规范。

“伦理”可以界定为外在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从而通常指社会的秩序、制
度、法制等等。黑格尔对此讲得很深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们的一切道
德行为是一定社会历史下的产物。黑格尔讲的伦理学就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而
不同于康德。黑格尔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是纯形式的，缺乏现实内容。

三、道德与伦理的区别
“道德”与 “伦理”常被用做同义词。这对同义词具有清楚的词源根据：“伦理”源自

希腊文，“道德”源自拉丁文，两个词所表示的都是 “习惯”或 “风俗”的意思。 “道德
的”的意义既和 “非道德的”的意义相对立，这时它的意思是 “属于道德的”；也和 “不
道德的”的意义相对立，这时它的意思是 “有道德的”或者 “合乎道德的”，前者可以包
括后者。

首先在与 “非道德”相对照的意义上分析何为道德。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道德的
准则和判断应如何与非道德的准则和判断相区别？道德上的 “好”或者说 “善”、“正当”
与在明智、法律、审美、理智、宗教等等方面的 “好”、“正确”之间有什么不同？

“道德”与 “伦理”所表示的虽然都是 “习惯”或 “风俗”的意思。但是，个人或群
体的伦理或道德，不仅仅在于他们习惯上或风俗中的所作所为，而且在于他们思想中认为
什么是合适的、正当的行为，什么是出于道义必须履行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常常是他们所
信仰的东西的标记，但并非总是如此，他们的行为也许会和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而他们
口头上说应该做的或应该信仰的东西也许会与其行为及信仰都不相同。人们认为道德包含
有一种不可逃避的规范因素。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可以不假思索地作出某种习惯上或风
俗中的行为的话，那么，伦理学却总是要牵涉到对有关行为的反省评价和规定。即使在谈
到 “习惯性道德”的时候，它也决非仅指习惯本身那种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行为次序，而
是还指行为者起码是含蓄地持有的观点，即他们认为自己反复做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正当
的；它决非仅仅指人们实际完成的行为，而是必定还指应该做的行为。亦即伦理学就是人
们对于行为规范或者说正当性的反省。就其最广泛的和最为人所熟知的意义而言，道德涉
及到有关正当的和错误的人类行为的各种类型的信念。

“道德”有两个概念，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一般特点，一个是它的社会性；一个是行
为优先的原则。“道德”概念一语源自 “风俗习惯”，但它并不能等同于一切风俗习惯。或
者说 “道德”概念与维护或违反那些被认为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风俗习惯有关。既定社会中
的习俗，并非全部，甚至并非大多数被当做是道德，那么，“道德的”同 “习惯的”在意
义上的明显区别是什么呢？在原始社会中，某些习俗以及行为方式，逐渐被认为要比其他
的习俗和行为方式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习俗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该部落全体成员的
生命和幸福，或者因为它们间接影响到该部落的安全、食物供应和全体成员的舒适问题。
在大多数社会中，“说实话”和 “不撒谎”，“信守诺言”和 “不违背诺言”，“对他人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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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保护老弱病残”，“尊敬父母”等等行为，都已经形成为习惯，而且是普遍的习
惯，它们就渐渐被视作不仅仅是简单的风俗习惯，而且是道德。因此，道德是指称遵守或
违犯被认为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习俗的名词或概念，这种重要性涉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道德总是注意那些具有社会重要性的行为和倾向。某一类行为之所以
被称之为道德行为，是因为履行这类行为被认为具有社会的重要性，忽视或妨碍这类行为
将造成社会的灾难。无论是问题或争论，还是判断、原则、目的，把它们区分为 “道德
的”和 “非道德的”，其区别点就是它们对于社会的利害关系程度。它们的道德性质，是
由它们压倒一切的社会重要性所派生的。斯温承认，人类在哪些行为具有或不具有社会重
要性这一点的看法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同样令人欣慰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坚固性正
是建立在某些原则或某些行为类型的广泛一致性之上。

关于伦理学应当优先和主要考虑行为的问题，我们可以引格沃斯的观点来说明。格沃
斯认为，规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决定行为在道德上正当和错误的标准？而三个
传统的问题与此相比都将退居次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德和恶德的，即人们的什么品性
在道德上是善的？什么品性在道德上是恶的？由于人们的品性总是在相应的行为中才能得
到体现和被发现，因此，行为的问题就逻辑地较此问题更为优先。第二个传统的问题是关
于社会制度和风俗惯例的，亦即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人们所履行的行为和他们所获得的品
性的种类虽然总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但由于只有考虑到应该在人们中间培养什么
样的行为和品性，才能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所以，制度伦理学的问题也逻辑地
必须以正确道德行为的标准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第三个传统的问题则是关于
内在价值的，即什么事物或经验因其本身的缘故就是值得具有或欲望的？这一问题构成了
价值论伦理学的整个题材，并且是目的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人们在这些非道德价值方面
的不同，部分是以各自天生气质或其他天资上的区别表现出来的。因此，下述做法在道德
上似乎便是恰当的了，即不去试图通过某种原则来确立什么是 “真实”或 “正确”的价
值，而是允许人们去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任何合理价值，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不
错就行。这一考虑既可适合于义务论框架，又可适合于目的论框架———在正义和同等自由
的基础上适合于义务论，在尽最大可能实现最大价值的基础上适合于目的论。因此，“什
么行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什么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一问题，就在规范伦理学中占
有其中心和逻辑上的优先地位。

对行为的考虑应当优先于对德性、制度和价值的考虑。我们认为对社会制度是否正义
的考虑应优先于对个人行为是否正当的考虑，也许可以把社会制度的活动视作一种集体行
为，这样，就像 “正义”可以被包括在 “正当”的范畴之内一样，对社会正义的优先关注
也不与行为优先的原则相违背。另外，伦理学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走向现代的以行为为中
心，从以德性、人格、价值、理想为其主要关注，走向以行为、准则、规范、义务为其主
要关注，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变迁方面的原因。

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道德词汇 “仁”，也可用来进一步说明这两个特点。“仁”从字形
构成上看，为 “二人”，亦即道德一定是在二人以上的关系中发生的，一定是在对他人有
影响的行为中体现的，鲁滨孙独居荒岛时所做的事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有了星期五就有道
德问题了。当然，是不是只对他人才发生道德问题，对其他生命以及自然就不发生道德问
题还可讨论，但毫无疑问，道德决不是仅仅自我的事情，它一定关涉到他人、他者，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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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所以，道德总是关系到他人，道德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
其次，“仁”音为 “人”，对 “仁”的一个基本训诂就是 “仁者人也”，也就是要 “人

其人”，即以合乎人的身份、合乎人性、合乎人道的方式对待人。当然，究竟怎样才算
“人其人”自然会有诸多分歧，但这里的第一个 “人”字作为一个动词，很明显是表现为
一种行为。也就是说，道德不是仅仅自我的事，也决不是仅仅内心的事，它一定要关涉到
行动、行为，要能为他人所察觉，所看见，并总有人受其影响。否则，一个人内心哪怕对
他人有无限的善意，或者有无限高尚和圣洁的境界，若不表现为行动，我们就无法对之构
成道德判断。道德判断首先并且主要是对行为的一种判断，由此我们也才能构成对一个人
品德及其品格的总体判断，一般的道德理论也都试图要对人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至于道
德行为如何践履、道德规范如何才能普遍生效的问题，它们当然有赖于人心，有赖于人的
情感、观念的转变，但它们属于另一个层次──即实践层次的问题。

要回答什么是道德，区分道德与法律、宗教、习俗、审美、明智等等，还须提出许多
进一步的标准，我这里只想强调上述道德最需要满足的两个形式要件：首先，它必须是关
涉到他人，关涉到社会的；其次，它还须是以一种外在的、实际可见的、会对他人产生影
响的行为方式关涉到他人和社会的。

之所以要强调这两个特点 （这两点又可合为一点：即道德主要关注的是人们相互对待
的行为方式），强调行为方式在道德关注中所应当占有的主要和优先的地位，是因为需要
弄明白：伦理学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可以对伦理学抱有何种恰如其分的期望？它主要是
用来提供一种美好生活还是解决行为规范的问题？我们是应当优先考虑如何达到快乐和幸
福呢，还是应当优先考虑和处理那些最紧迫、最严重的不幸？后者应该是首选。

还有必要区分说服与压服、涉己与涉人、外在行为与内心信念的差别。有一些流行的
西方理论倾向于否认这些差别，例如，认为 “知识亦即权力”，或者动辄本质论地说某些
和平的言语实际上也是 “暴力”（有一些直接对他人诽谤或煽动的言语当然也会对他人构
成一种伤害，但这里所谓的 “语言暴力”常常并不是指这种言语，而是泛指一切对他人产
生了某种支配力或仅仅是影响力的言语），说某些自愿的契约行为 “本质上”也是 “强
制”，是 “压迫”和 “剥夺”等，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 “权力”，反对一切形式的 “压迫”，
似乎温和的说服、潜在的观念影响与赤裸裸的暴力强制是一回事，思想者对他人及社会所
发生的影响与政治权力对思想者的钳制、压迫乃至从肉体上的消灭是另一回事。这些理论
似乎是相当坚决彻底地反抗一切权力和激动人心的，然而，从伦理学的观点看却并不恰
当，并不可取，它们在伦理学上也没有多少意义。伦理学首先和主要注意的应当是行为，
而且是直接的加诸他人的行为，比方说，在一条基本的道德戒律 “不可杀人”方面，伦理
学注意的是直接的血淋淋的杀人事实，而不是笼统的说什么 “软刀子杀人”，除非你举出
具体的行为例证。

所以，我们说，伦理学在其对象上有一个 “行为优先”的原则。所谓 “行为优先”，
就是说它应当首先注意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难以明确察知的动机之类。
“行为优先”还意味着对人的行为的考察要优先于对人的全面的生活方式的考察，行为方
式本来也可以是包括在广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之中，但把行为从其中分离出来，而与总体
的，但主要是以个人、自我为中心安排的生活方式区别，则是为了突出那些会影响到他人
的行为。“行为的优先”还意味着现在对未来的优先，行为本身及其直接后果对长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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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它要求伦理学总是首先注意当下，注意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它不把责任
推到未来，不以未来或许能有的美好结果来为现在真实的不义行为辩护，也就是说，这里
所说的行为不是处在一个长长的因果链中的行为，而就是被相当独立地观察的一个个行为
本身。在此，我们要强调一个行为的直接性：一个自愿行为必须由这个行为的施行者承担
首先和主要的责任；他就是这一行为的主体，而不能归咎于社会，归咎于种种长远莫测的
原因，他必须对这一行为本身及其直接后果负责。

“行为优先”自然反映了现代人对道德的理解，是现代伦理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传统
社会中，道德关注的中心不是行为及其规范，而是人格、德性。这种关注所依据的一个确
实不无道理的根据是：从一个人来说，关键是要人好，品质好，内心好，他的行为才会真
正一贯地好；而从社会来说，关键是要造就一批品质高尚的绅士、君子，并且使他们处在
有影响力的社会上层，使贤者居于上位，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健全有序。内心既善，一切皆
善，内心的善才是最根本的，“行为知礼”、“知法”是处在次要地位，“从心所欲不逾矩”
才是理想的境界。但是，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君子的培养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而只适
用于少数人，适用于上层，造就高贵绅士和高尚君子的任务明显是在一个少数统治的等级
社会的结构中提出来的。而当进入平等观念居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之后，道德面对的是所
有人，是其内心信仰和价值观念相当歧异的所有人，道德于是不能不退而求其次，其主要
任务不再是造就品行高尚的君子，而是使人们的行为普遍地合乎某些基本的行为规范，以
使他们不至于相互之间动辄动武，诉诸 “丛林规则”而使社会崩溃。现代道德关注的重心
不再是注目于高度，而是注目于广度。一个文化的、宗教的少数逐渐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
力，而一个政治的少数则也不能不顺应多数。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比较起来，将可能越来
越缺乏道德英雄、圣徒，缺少出类拔萃、光辉灿烂的东西，但却有广泛的、数量的、平均
性的东西作为补偿。

至于和 “不道德的”的意义相对立的 “道德的”的意义，它涉及到伦理学的核心问
题，规范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正是要确定人们可据以行为正当或价值善恶的标准，而也正是
在这一点上有着大量的争论，现代人远未达到古人曾经达到的某种一致。一些哲学家认
为，一个判断或行为准则，只要满足了一定的形式条件，就是道德的。而另一些哲学家则
认为，必须满足了一定的实质性条件，才能使判断或行为准则成为道德的。所谓形式上的
条件指的是，一个判断或准则的拥护者必须把它们视为是可以被普遍化的、规定性的判断
或准则，或者说，必须把它们视为已摆脱了任何价值和权威的判断或准则。所谓实质性的
条件指的则是，道德上的判断和行为准则，除了与判断者或行为者有关之外，还必须与整
个社会———至少也得与某些人的利益或福利有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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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第一节　道德的起源

道德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伦理学史上争议颇多的问题。目前，国
内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阐释的，认为劳动是人类道德起源的第一个历史前
提。毋庸置疑，这种观点抓住了人类道德起源的关键环节，揭示了人类道德起源最为根本
的方面。

一、历史上关于道德起源的争论
（一）神启论
神启论是旧伦理学关于道德起源学说之一。它把道德起源归结于神秘的 “天”启和

“神”的意志。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道德是从 “神”、“天”、“上帝”、“绝对精神”那里来
的，道德是上帝或天的意旨，人们遵从神的意志就能得福，否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古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宣扬，人的道德品质是 “神”把 “善”的理念放到人的灵魂中的结
果。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意思是道的兴废取决于天
命。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天把圣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呢！汉代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意思是说 “三
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来源于天。他还认为，“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客观
唯心主义把道德的起源归于上帝或天，即神的意旨，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不
能真正揭示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二）教育论
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社会组织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

助。为了有社会组织，人们需要行为的规则。这就是 “礼”。儒家一般都重视礼，荀子则
特别强调礼。讲到礼的起源，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
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
起也。”（《荀子·礼论》）

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人们必须一起
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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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有礼，才有道德。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
这是荀子所作的一个方面的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

义的，荀子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论证。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
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
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这里荀子指出了何为自然、何为人为的区别，也
就是庄子所作的天与人的区别。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
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
创造。人应当有社会关系———礼，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
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
则。但是在上述论证中，它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
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但是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
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于后者的解释，荀子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教育论、环境论和社会关系论所指的外在条件和外部的事物已是属人的事物和条件，
这些思想已具有了唯物主义的萌芽和倾向。

（三）先天论
先天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生而有之的东西。它认为，道德是与生俱来、人的本性所

固有的。这是主观主义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孟子、荀子及１８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是
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荀子则认为，人生来性恶。康德
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 “纯粹理性”。只有诉诸这种 “纯粹理性”，才可能确立普遍必然
的道德律令。“道德法则是作为我们先后意识到而又必然确实的一个纯粹理性事实给予我
们的”。

（四）本能论
本能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本能和本性。
最早从生物学的视角论述人类道德起源的是达尔文。他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有机体

进化的基础。在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具有有益性状的个体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起来，
而没有这种性状的，就会在生存斗争中被淘汰。人所特有的、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道德
品行的自然根据存在于某些动物所具有的合群性本能即社会本能里 （例如，在和同伙的交
往中寻求快乐、彼此提示危险、用各种方式维护和帮助同伙等）。在达尔文看来，人类的
祖先类人猿也在自然进化中获得了这类 “社会”属性，原始初民又继承了人类祖先的 “社
会”属性，而 “种种社会性的本能———而这是人的道德组成的最初的原则———在一些活跃
的理智能力和习惯影响的协助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引向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要怎样待人’这一条金科玉律，而这也就是道德的基础了”。

达尔文的进化观把人类道德说成是动物本能的继续，没有看到高等动物的社会本能和
劳动、思维萌芽与人类的劳动、思维及道德行为的本质区别，从而没有真正科学地揭示道
德的起源，但却道出了道德得以起源的生理前提———动物的合群性本能。

（五）人性论
人性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自然的天性，人的自然本性、本能决定共同的人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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