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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試圖從 的「道德發展理論」的最高序階「後習俗責

任倫理學」的觀點出發，將儒學「轉譯」成某種可以不用儒家的語言

也可以表達的理論，使儒學「還原」到其最根源的「道德經驗」；而在

以這種方式將儒學從那些在歷史上已經僵化了的型態中「解放」出來

之後，作者試圖「回復儒學在建構理論之前就已經有了的基本洞見」；

最後，作者還想要進一步由儒學的這些最原初的基本洞見出發，試圖

對當代尚在發展中的實踐哲學的問題，提出具有啟發性的解決方案，

從而「確定儒家究竟還有哪些啟蒙的潛能，可以『重啟』他推動中國

文化發展的原初動力」。這樣的一種重新面對儒家的方式，是極具發

展性的，而作者也的確就自己博士論文以來的研究，為此做出了成績

斐然的研究成果。整體而言，本書無論是在針對研究主題所做的方法

論上的反省上，還是在論述過程中所涉及的無論是一手的（包括中國

哲學典籍、

等等）的著作，還是中

文世界與英文世界的中國哲學著作的掌握與理解乃至批判性的使用

上，還是在整本書的架構與理論推展上，都是相當出色的。本書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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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作者理解儒家的獨到之見，析理綿密、勝義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對普遍的倫理議題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樣的一本問題意識強、

作者風格顯著的著作，應該嚴肅看待。

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鎮的工人家庭，在 年獲教育部公

費留學獎金後，即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在先驗語用學學派的代表性

學者 的指導下，於 年以博士論文：《責任倫理學

如何可能？論科技時代之對話倫理學的先驗語用學奠基》獲得哲學博

士學位。返國後，先後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目前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執

行長等職務。

我的哲學研究是在先驗語用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溝通理性與

責任意識的問題。以由此一方面拓深語用學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上的

基礎，另一方面探究哲學理論在實務及文化詮釋上的應用可能性。我

的研究領域因而包括「批判理論」、「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倫理學」

與「中國哲學」等。歷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

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從赫德

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等專著，以及其

它學術期刊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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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於儒家的研究，並不是以闡釋不同儒學派別或不同時代的

儒學理論為目的，而是想找出儒家對於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究

竟還具有哪些尚未完全實現的啟蒙潛能。本書試圖闡明，在儒家以人

倫常道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哲學中，隱涵有一種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

理念，這不是早該丟棄的傳統思想，而是解決人類當前問題所急需的

理念。在這種問題意識之下，本書跳脫各種儒家學派觀點的限制，主

張應先回歸到儒學所從出的人倫基本經驗。因為正是這些基本的人倫

經驗，才是使儒學能一再被革新與重構的基礎。回復到這些在人倫中

的道德基本經驗，那麼儒學才不只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意識形態，而是

所有人類都能擁有的共同財富。

本書透過道德發展理論轉譯傳統儒學的理論語言。道德發展理論

是對道德意識之結構發生過程所做的經驗描述，他的目的在於為道德

教育提供一個可以因材施教與循序漸進的衡量尺度。做為教育的標竿，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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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尺度必須同時是對道德理想人格發展的一種應然期待。道德發展

理論在此因而與儒學的重構具有兩方面的相干性；首先，儒學做為一

種實踐哲學，並非是一種僅關注純粹理論建構的哲學，它的哲學構想

始終聯繫於個人的修身實踐。它對於從人倫常道到禮治社會的實踐哲

學思考，同時也是它為君子修身之道所做的思考。儒學做為君子成德

之教，因而與道德發展理論一樣，都是教育性的哲學；其次，道德發

展理論需預設哲學的倫理學，以為其理想人格的界定提供理念的奠基，

而儒學對於心性論、功夫論與天道論的討論，正可看成是在為人類道

德發展的途程與可能性，奠定必要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基礎。

借助道德發展理論將儒家的學說還原到他原初的道德經驗，我們

基本上可說，儒家是一種嘗試結合正義與關懷的後習俗責任倫理學，

它一方面依據本真性的責任倫理，從孝親從兄的根源性情感出發，透

過追求聖賢理想人格的努力，擴充不忍人的仁心，以能依忠恕之道而

平等地對待所有其它人與天下萬物，從而轉化自己成為以德潤身的理

性存有者；另一方面，它透過團結的責任倫理展開外王的禮樂建制，

以使每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與身分轉化，都能依正名論的道德文法，透

過真誠而正確的語言行動表達，而得到社群共同體的公開承認，並同

時使得我們願意共同遵守的規範，能在正名論的規範建構中，為良序

整合的社會體制提供正當性的證成基礎。依據這些論點，我們在最後

即可以主張，對於實踐哲學的完整思考，絕不能忽視儒家對於後習俗

責任倫理學理念所曾做出的思想貢獻。而闡明儒學這些尚未實現的啟

蒙潛能，也將是說明儒學是否能再持續推動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關鍵。

“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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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近代命運多舛。一個曾經做為推動中國文化發展之主要動

力的學說，現在卻要不是在學院的冷門研究中，被視為是一息尚存的

遊魂，要不然就是在文化保守主義的時代逆流中，被視為應當恢復做

為國教身份的威權意識形態。我們不忍看到一個有長久歷史的民族失

去它的文化動力根源，但在現代的公民社會中，我們也不可能再接受

傳統封建社會的威權復辟。儒學應何去何從，對我始終是一個縈繞不

去的思索難題。即使在學術分工的專業領域中，我不是以儒學或中國

哲學的研究為專業，但我在哲學領域中的多方涉獵，卻可說是一段又

一段，不斷在為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尋求出路的旅程。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這本書，即是我多年思索的初

步成果。它不是傳統上以儒家人物、學派或經典文獻做為研究對象的

標準著作，而是如同我在〈序言〉中所說的，是對儒學所做的後設研

究與願景研究。這樣形態的著作，可以不被視為空言無物，而是能獲

得「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肯定，這對我而言，真

是莫大的鼓勵。我對本書的審查人能以宏觀的視野來看待這本書，以

及中研院能獎勵人文學專書的寫作，都感到由衷的感謝。如果本書的

出版與獲獎，能使我們這個社會，有機會再度關注到儒家學說的長遠

意義，那麼這個獲獎的喜悅就不限於我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