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主要以反省主體性哲學為主的儒學之規則倫理學，是否切合、適用於當今的《論語》

詮釋，並討論近幾年來，學界對亞里斯多德德性倫理學的關注。進一步，從德性倫理學與安樂

哲提出的儒家角色倫理學兩者解讀《論語》與規則倫理學三者之間展開對比。

規則倫理學詮釋的儒學強調反求諸己，逆覺體證，回歸主體性的自由無限心，此即為每

個人內在的道德良知本心。然而，德性倫理學反對理論化詮釋儒學，認為要回歸古典哲學中亞

里斯多德的德性倫理學，運用實踐智慧的義，方能夠更貼近情境化的靈活處變。而且贊同用德

性倫理學詮釋儒學，一方面詮釋《論語》中的「仁」為理性與情感兼備，另一方面認為還需要

加入後天的習慣養成，才能培養一個人完整而全面的美德、德性。

安樂哲提出角色倫理學更是以反基礎主義、本質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規則倫理學與德性

倫理學在詮釋儒家時，對儒家思想的窄化以及不相應之處，並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分位關係。

藉由比較三個系統並進行主題式分析，嘗試為《論語》在後現代語境的詮釋下，尋找一

更開放、更兼容並蓄的論述脈絡，更貼近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色，使經典意義得以釋放，成為我

們現當代文明困境的資糧與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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