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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麦金太尔指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源于道德语言的无序、道德证明的失败和道德实践的缺失三个方

面，他的美德观极力关照传统美德、人的存在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再现出道德复活的可能并架构起现代道德教育

的理论框架。麦金太尔的道德教育观给当前学校德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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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 金 太 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是 美 国 从 事

道德和德 性 伦 理 学 研 究 的 著 名 哲 学 家。他 深 刻

剖析了德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展现的迥异特质，
并从道德话语的丰富性中洞见道德演化的轨迹，
旨在通过回归德性的历史与传统，探索出现代社

会道德复 活 的 可 能 路 径。麦 金 太 尔 认 为 道 德 危

机的根源 在 于 道 德 要 求 人 们 依 赖 外 在 的 规 则 和

要求，而没有 从 德 性 与 实 践 内 在 的 善、德 性 与 个

人生活的 统 一 性 以 及 德 性 与 社 会 传 统 的 内 在 关

系入手。
一、道德危机的根源

１．道德语言的无序
“社会结 构 的 公 共 转 型”迫 使 现 代 人 进 入 了

一个“公 共 生 活 领 域”。在 社 会 运 行 模 式 的 公 共

化和开放性不断扩张的时代，依靠“公共理性”或

者“重叠 共 识”达 成 的 普 适 型 社 会 道 德 规 范 无 疑

是社会 进 步 的 表 现，但 是 同 时 也 产 生 了 消 极 影

响：“公共理性”的追求成了现代道德语言无序的

真正原因，给道德实践带来了深层次的混乱。麦

金太尔指 出 现 代 伦 理 学 体 系 的 混 乱 是 道 德 意 见

的不一致导致的，比如说在赛场上推崇古希腊式

的追求卓越的精神；在涉及财产问题时又完全是

洛克的对财产的钟爱，这就说明现代道德伦理体

系试图摆脱责任的承担。因此，麦金太尔确信这

种无休止 的 争 辩 和 渺 茫 的 调 和 性 必 须 回 到 古 代

德性伦理学体系。

２．道德证明的失败
遵循道德 规 则 首 先 要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去 说 明

合理性。然 而 证 明 性 的 道 德 给 现 代 道 德 提 供 了

方法论的同时，道德规范的实体———遵循哪 些 规

范才算是有美德的行为被悬置起来，道德判断和

道德价值 的 选 择 完 全 依 靠 于 个 人 情 感。麦 金 太

尔认为现 代 道 德 哲 学 的 三 种 论 证 形 式 分 别 是 克

尔凯郭尔提供的理性不是权威、康德的道德法则

的普遍性和 休 谟 的 道 德 力 量 是“激 情”而 非“理

性”。［１］在 道 德 证 明 模 式 的 探 究 中，休 谟 的“激

情”、康德的“理 性”和 克 尔 凯 郭 尔 的“选 择”能 力

三种证明 方 法 互 相 有 效 地 批 判 着 对 方 致 命 的 漏

洞，其立 场 的 总 和 全 部 以 失 败 而 告 终。从 此，我

们先前文化的道德，因而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就

缺少了公共性，缺少了理性或判断的正当性。［２］

３．道德实践的缺失
道德起源与人类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的

道德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是证明的魅力，而是特定

的历史形态、社会制度赋予了道德发展牢固的根

基。现代社 会 以 实 践 性 为 特 征 的 社 会 生 活 形 式

迫使德性观念发生变化，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建立

的共同体 共 有 的 和 谐 之 善 渐 渐 地 消 亡 以 至 不 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道德理论所鼓吹的

道德就是自己喜好的表达。
脱离社会根基的道德相对主义造成了“道德

裂变”或者“现代性道德危机”。当道德规则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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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脱离实践而自成理论时，意味着道德框架被彻

底地粉碎，失去了真正核心意义上的德性观。人

们不会再有追求卓越的欲望，社会生活陷入混沌

的境地，对德性观念的把握其实是把实践和个人

美好的生 活 联 系 起 来 了。德 性 不 仅 是 一 种 习 得

的人类品质，更 是 美 好 生 活 的 来 源，实 践 和 个 人

的整体生 活 产 生 历 史 联 系 需 要 道 德 传 统。当 人

类淡化实现人性观念时，人与伦理学观念下的道

德原则自然而然地失去联系，继而任何一种企图

提供合理性证明的道德都必将失败。
二、道德复活的可能

１．传统美德：重建道德的基础
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麦

金太尔认为道德话语中所做的每点阐释都有着与

传统内部密切的联系，只有从传统内部剖析才能得

出合理性的证明。道德应该回到传统中去，尊重传

统意味给道德以传承和发展的理由，“道德推理和

道德概念本质上是历史的人工制品，它们需要一定

的社 会 语 境 供 人 们 以 清 晰、明 确 的 方 式 去 承 认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和运用（ｅｍｐｌｏｙ）”。［３］

２．人的存在：重返德性的应然
人们想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必须 拥 有 德 性 品

质。共同体成员在追求德性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

对德性的群体认同。人们拥有善才有幸福的可能，
可见德性是道德伦理的核心。麦金太尔强调，道德

德性不仅保障了实践得以进行，维护了人类生活之

善的追求，而且维系了社会传统的延续。“这种善

对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同一的”“一切技术、一切规

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４］其

次，“启蒙运动”以及整个“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彻底

失败，麦金太尔主张重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美德伦理学传统。道德的谋划应该思量人的存在，
因为人是德性的载体。架构道德理论的中心本来

应当是人性的脆弱和依赖性程度，但实际上，“西方

道德哲学的历史表明的是另一种情形。从柏拉图

到摩尔，除了极少数例外，通常是偶然考虑到人的

脆弱性和痛苦。”［５］

３．社会实践：建构道德结构的必然
麦金太尔 赞 同 亚 里 士 多 德 关 于 西 方 道 德 结

构的组成因 素 的 三 个 方 面：自 然 而 然 的 人、实 现

共同目的 具 有 人 性 观 念 的 人 和 美 德。美 德 是 规

则概念和行为养成的统一，美德是以人为中心的

概念。现实 生 活 中 个 体 主 义 与 共 同 体 之 间 的 矛

盾通过实 践 活 动 才 能 解 决。美 德 的 形 成 具 有 历

史性，只有人 们 经 过 长 期 的 生 活 实 践，不 断 地 将

行为习 惯 内 化 为 自 律 性 的 信 念，共 同 体 才 能 和

谐。从德性 实 践 活 动 中 获 得 内 在 利 益 能 够 实 现

个人卓越的进步也有利于实践群体，外在利益如

权利、名声、金钱却是作为附属物存在的。
三、道德教育的归宿与启示

１．学校道德教育的困境
（１）道德观念游离于学生的外在行为。道德

行为的规范和规则如果只是调节人的外在行为，
对美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是 很 难 得 到 合 理 性 的 满 足。
生活的公 共 世 界 是 由 人 们 的 交 流 和 行 为 契 约 组

成的，生活就是道德自觉的践行。学生的精神世

界走向贫瘠，谈不上人格素养的形成。道德教育

的重点是通过人的内在要求，使学生认识到道德

是完善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把道德准则作为自

身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内化到心里。
（２）德育实践处于边缘化。德育在学校教育

体系中位 置 下 降 的 直 接 原 因 是 学 校 办 学 质 量 的

评估指标没有突出德育的重要位置，而是理论化

的呈现，因此 道 德 的 权 威 性 降 低，德 育 实 践 大 打

折扣。美德是自然的，并非因为它不需要加以学

习或者很容易获得，而是因为它又属于那些具有

美德的人，有 益 于 有 那 些 构 成 的 共 同 体。［６］“德”
则是“道”自然状态下的发展方式，或者说是“道”
的最高表现 形 式：个 体 道 德 行 为 的 高 度 自 律，即

个体道德 精 神 和 道 德 行 为 的 完 美 一 致 性。美 德

深层特征表现为善、好、幸福生活等，而表层特征

指的是义务的概念，如：责任、正当、应该等，所以

真正连接 美 德 的 内 涵 和 外 延 的 一 个 关 键 性 因 素

是生活实践，或者说道德不可能脱离人当下的真

切的生活而独自存在。
（３）道德教育滑坡的根本性在于价值导向的

偏差。德育 是 以 价 值 观 建 构 为 核 心 的 精 神 实 践

活动。中国 传 统 的 价 值 观 念 里 我 们 看 到 的 是 以

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而现代社会在“契约”
失衡的情况下，一元价值观被社会语境逐步解构

并异化成多元价值观，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出现

冲突，所以学校德育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另外，德育实践的现实中道德教育逐渐演

化成对道德规则的灌输和强制性的遵循，学生易

于形成抵触性情绪，突出表现为学生在校内与在

校外道德 行 为 的 不 一 致。道 德 教 育 的 过 程 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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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要重视学生道德实践的丰富性，重视学生在

生活实践 中 良 好 道 德 习 惯 的 养 成 以 及 对 道 德 情

操在实践中的接受、体悟、内化和强化。

２．美德观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１）学校德育应注重传统美德的认识。传统

美德是 指 文 化 传 统 中 有 价 值 的 优 秀 道 德 价 值。
美德具有历史传统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赋

予了道 德 巨 大 的 活 力，例 如 儒 家 的 正 统 道 德 风

范；五四文化 中 倡 导 的 独 立 精 神、尊 重 科 学 和 弘

扬民主的精神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而

形成的 凝 聚 力 等。学 校 应 加 强 对 学 生 正 义、诚

信、宽 容、善 良、仁 慈、文 明 礼 貌 和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的培养。如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培养学生诚

信、乐于 帮 助 人 的 精 神。另 外，学 校 德 育 不 应 只

注意德性的内在好处，不能只满足于获得成绩上

的卓越，也应关注德性的实施对学生个体的整体

性效能作用，应兼顾道德实施的内在利益和外在

利益的结合。
（２）道德教育应注重德性实践。麦金太尔认

为，新自由主义伦理学将人的正当性生活和善的

生活分割成两个领域，道德规则成了道德生活的

基本概念，德性是好生活或者是有意义生活的根

据。麦金太 尔 认 为 道 德 规 则 的 周 全 不 代 表 人 的

道德行为规范的完成。“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７］由 此 可 以 看 出 学 生 践 行 美 德 是 道

德的爱好 的 行 动。道 德 生 活 在 本 质 上 也 是 实 践

的，只有获得 了 道 德 实 践 内 在 的 利 益 和 好 处，才

是一种卓越的实践方式。想获得这种利益，就必

须在爱的支配下采取美德行动。其次，德性实践

的爱就 是 对 共 同 体 的 爱，对 道 德 法 则 虔 诚 的 遵

守。德性是 人 与 自 然、人 与 人、人 与 社 会 的 和 谐

共生。正如康德所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

持久地 加 以 思 索，它 们 就 愈 使 心 灵 充 满 始 终 新

鲜、不断增长 的 景 仰 和 敬 畏：在 我 之 上 的 星 空 和

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８］

（３）学校道德教育要有价值观导向。价值多

元的时代背景下，多种价值观的角逐和动态平衡

是必然 的 结 果，存 在 着 善 的 观 念 的 多 样 性。在

“私人生活领域”里，道德价值观完全取决于自我

的信念和决断，取决于自我的主观偏爱。自由主

义者坚信判断最终要有一个立足点，但是道德知

识在不同 的 地 域 所 表 现 出 的 地 方 性 特 色 需 要 不

断地消解 以 达 到 契 约 或 者 成 为 可 通 约 的 知 识 元

素。在此意义上，本土化的道德知识急需相互了

解和相互学习，在相互宽容的文化姿态下取得可

靠性共 识。不 同 道 德 观 念、道 德 信 念、道 德 行 为

动机的冲 突 在 多 元 价 值 社 会 中 可 以 确 立 起 共 同

的框架。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对 学 生 道

德价值观的发展起着统摄和引领的作用，应该帮

助学生形成具有时代特性的价值观。
（４）学校德育不 能 脱 离 学 生 的 生 活 世 界。德

育的主体是人，人都有当下的生活，这和美德产生

于人的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德育的世界是人全面

发展的生活世界，能够真正唤起内心道德感情的东

西绝对不是生硬的理性规范。德育的实施在培养

学生德性的同时，通过超越生活的形态来促进全面

发展。如果道德教育去主体化、去人化、去生活化，
那将会变成抽象的道德规范和道理，“规训使人失

掉 自 由、自 主 的 精 神 气 质，失 去 追 求 德 性 的 理

想”。［９］因此道德教育必须紧贴学生现实的生活场

域，在真实生活的关照下求得学生道德境界的净化

和提升。总之，道德提升人性，张扬人的精神世界；
道德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并在规范中获得生活智

慧，达成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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