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1 期
2015 年 2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6 No. 1
Feb. 2015

[收稿日期] 摇 2014 - 11 - 12
[基金项目] 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冶子课题“情感主义、契约论和功利论的道德哲学研究冶资

助(编号:12&ZD122Z);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英国道德情感主义思想研究冶资助(编号:13BZX084)
[作者简介] 摇 李家莲(1976 - ),女,湖北恩施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道德代数法

李摇 家摇 莲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摇 要] 摇 17—18 世纪特殊的英国思想背景蕴育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第一位伟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哈奇森在道

德哲学中提出了道德代数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推论,认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冶是最好的行为。 虽然道德代数法包含了丰

富的功利主义元素,但哈奇森绝非功利主义者,道德代数法的提出,凸显了哈奇森道德哲学内在具有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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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英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杰里米·边

沁(1748—1832)在《政府片论》中说过,“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冶 [1],从此之后,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冶成为功利主义思想的口

号,广为流传。 事实上,对边沁的研究显示,普利斯特

列(1733—1804)和贝卡里亚(1738—1794)这两位对

边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都曾读过哈奇森

(1694—1746)的作品并公开表示深受其影响,哈奇森

研究专家英国学者斯哥特据此指出,在边沁的道德哲

学中,“通过普利斯特列和贝卡里亚,最大多数人最大

幸福的公式可以追溯到哈奇森冶 [2]273。 事实上,惟有

通过哈奇森,英语世界才第一次知晓了“最大多数人

最大幸福冶。 不过,哈奇森提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

福冶的理论方法不是推理,而是计算。 哈奇森道德哲

学中的道德代数法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方法,然而,
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由它所产生的

结论,而不怎么在意这个方法本身。 事实上,道德代

数法在哈奇森道德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

认真探究。 什么理论背景推动哈奇森提出道德代数

法? 道德代数法的内容是什么? 如何评价哈奇森的

道德代数法? 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本文试图回答这三

个问题,以期对道德代数法的理论背景、理论内容和

理论地位进行系统阐释与评价。

一

哈奇森之所以独创出道德代数法,固然与个人天

赋有关,然而更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哈奇

森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既“现代冶又“古典冶的时代,是
一个充满社会变革的时代,更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

时代。 这个时代之所以属于“现代冶,因为这是一个

经验主义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现代自然科学方兴未

艾的时代,更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现代性直接为

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奠定了诸多基本规则与秩序。
这个时代之所以属于“古典冶,因为古典主义在这个

时代得到了复兴,为了和古希腊时代的古典主义相区

分,这种在新时代复兴的古典主义被称为“新古典主

义冶。 道德代数法是新古典主义与现代精神高度融合

的产物,哈奇森时代的“古典冶与“现代冶是道德代数

法得以诞生的重要精神背景。 哈奇森全部道德哲学

非常忠实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部精神

面貌,时代造就了哈奇森,使之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

中的第一位伟大哲学家[2]2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中

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冶 [3]。
随着 1688 年“光荣革命冶的到来,英国开启了

启蒙运动的大幕,也让新古典主义在历史舞台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美丽画卷。 新古典主义开始于

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终于 1798 年华滋华斯

和科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哈奇森生活

的时代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时代。 这个时期的人们

普遍对古代著作抱有极大的兴趣,古代斯多葛派的

思想在 18 世纪的英国广泛流行,塞涅卡(Seneca)、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马可·奥勒留(Marcus Au鄄
relius)的著作在整个 18 世纪一版再版[4]317。 追随



莎夫兹博里,哈奇森对古代著作的兴趣主要集中于

复兴斯多葛学派的诸多思想观点,然而,对他而言,
复兴古代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当代,
为了对时代面临的伦理困境或道德难题找到解决之

道。 在这个时代,人性被视为纯粹的自私,“自爱冶
是惟一的伦理原则,霍布斯、曼德维尔等人都极力拥

护这种思想。 然而,如同莎夫兹博里,哈奇森并不认

可这种观点,他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

“回到过去冶 [2]155,即回到古希腊,尤其是回到古希

腊的斯多葛学派。 为此,哈奇森曾耗费了大量时间

来翻译马可·奥勒留的作品。
在新古典主义的时代背景中,通过研读古希腊

斯多葛派思想家们如西塞罗、塞涅卡、艾比克泰德、
奥勒留的思想,哈奇森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而
且从中“复制冶 [2]275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冶这个

口号。 斯多葛主义给哈奇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宇宙

观:组成整体的每个部分都在适当的位置上履行着

自己的职能,它们有机并自然而然地服务于整体善,
若单独看每个部分所做的一切,它所体现的就是整

体和部分的完美统一,在任何既定的宇宙结构中,这
种完美分工所展现的是由平衡、秩序与和谐而生的

宁静与富足。 哈奇森发现,基于斯多葛式的整体视

野,反驳时代流行的自爱说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不

仅如此,对斯多葛学派的深入研究还使得哈奇森得

以从中“复制冶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冶。 “最大多

数人最大幸福冶这个说法最早可以上溯到斯多葛派

的“世界公民冶 (Citizenship of the World)一说,通过

对西塞罗、塞内加、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等人

思想的综合发展,哈奇森使它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世

界。 在哈奇森频繁引用并一再赞美的《论义务》一

书中,许多地方已经暗含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冶这种说法。 总之,正是基于晚期斯多葛学派诸

多观点,哈奇森创立了道德代数法,“人们都知道,
哈奇森喜爱道德代数学,只要注意到哈奇森的学说

复制了晚期斯多葛主义的某些观点,就很容易理解

他会很自然地通往功利主义的公式。冶然而,我们不

禁要问,为什么通过复制晚期斯多葛主义的思想就

会自然而然通往功利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

不考虑哈奇森所处时代的另一面,即 17—18 世纪英

国的“现代冶特征。
哈奇森生活的时代,其现代性精神气质主要体

现为经验主义哲学的盛行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

展。 经验主义对哈奇森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世界

观,它把哈奇森讨论道德哲学的视野限定在经验领

域,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直接给哈奇森提供了由洛

克所开创的“感官冶理论。 经由对洛克的“感官冶的
继承和改造,哈奇森把“感官冶的理解从 5 种外在感

官扩展至多种内在感官,并创造出荣誉感官、美的感

官、公共感官等词汇。 但是,基于经验主义的限制,
哈奇森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从直觉主义的意义上使

用内在感官术语,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哈奇森道德

哲学中的内在感官具有“直觉主义的名称以及非直

觉主义的运用冶 [2]271这个特点。 自 17 世纪 50 年代

开始,牛津成为了英国和欧洲的科学中心,英国洛克

曾为居住在此的著名科学家波义耳担任过助手,自
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

式,而且为人文科学提供了方法论榜样。 “从尼古

拉斯 · 哥白尼 ( 1473—1543 ) 到艾萨克 · 牛顿

(1642—1727)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中的成就极大地

改变了我们对宇宙本质的解释和我们获得关于它的

知识的方式。 这些变革对于哲学具有空前的意

义。冶 [4]50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提出万

有引力定律,用几条原理和公式就把各种物理现象

统一起来,并计算出任意物体的运动状态。 鉴于数

学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部分人文科学家

也极度崇拜数学,笛卡尔、霍布斯、莱布尼茨、斯宾诺

莎乃至早年的康德等都在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数

学,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在数学领域内做出过杰出贡

献的数学家。 卡西尔指出,“在近代的开端,知识的

理想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

析、力学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当得上‘严格的科

学爷之称。 因此,对于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

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似乎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

式来表达冶 [5]。 胡塞尔认为 17 世纪的西方哲学“对
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

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

为方法的楷模冶 [6]。 洛克曾断言,伦理学完全可以

像数学那样推理演绎。 莎夫兹博里也相信,如同自

然科学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一样,道德也是可以计算

的。 在这个崇拜科学和数学的时代,哈奇森的哲学

思考也浸润了自然科学的光芒,他的哲学著作打上

了浓厚的数学烙印,他尝试用数学分析和公式运算

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 在《对美、秩序等的研究》
中,哈奇森“用数学方式冶 [7]15 表达了自己用观察和

归纳的方法所发现的美的根源。 在《对我们的德性

或道德善的观念根源的研究》中,他更是清清楚楚

地引入数学计算法,通过一系列公式对我们的道德

程度进行精细的计算,并由此得出了有关道德程度

之计算的一系列“公理冶 [7]131,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

创造出“道德代数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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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 哈奇森道德哲学

表明,受道德感官(Moral Sense)认可的行为就是道

德的行为。 在历史上,道德感官由莎夫兹博里第一

次在《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提出,不过他没

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论证。 通过继承与批判洛克

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想,哈奇森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系

统论证,并据此而衍生出很多类似的其他各种内在

感官,如公共感官、荣誉感官、美的感官等。 美的感

官的功能在于进行美与丑的区分。 道德感官的功能

在于进行道德判断。 哈奇森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美的感官进行美丑区分的根据或基础是什么? 道德

感官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据或基础是什么? 通过研

究,哈奇森不仅找到了美的基础,也找到了道德的基

础。 仁爱不仅是道德感官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也
是全部道德乃至宗教的基础,总之,“爱的一般原则

是一切明显的美德的基础冶 [7]119。 据此,衡量一个行

为道德程度的大小,事实上就是衡量仁爱的量,该量

越大,道德程度就越高。 因此,在哈奇森看来,可以

借助一些数学公理“找到一条普遍准则来计算我们

自己或他人所做的全部行为的道德程度及其全部因

素冶 [7]131。 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共有 5
个,即公共善的量 M(Moment of Good)、私人善的量

或利益 I ( Interest)、仁爱 B ( Benevolence)、自爱 S
(Self鄄love)以及道德主体的能力 A(Ability)。 能力

(A)既可以产生仁爱与公共善,也可以产生自爱与

私人善,同时,它既可以引起道德善,也可以导致道

德恶,因此,在涉及道德善与道德恶的全部计算公式

中,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仁爱(B)所指

向的目标是他人或由众多他人组成的公共善,因此,
公共善的总量和道德总量可以视为是一回事。 公共

善或道德总量(M)是哈奇森道德哲学中道德的目

标,需要注意的是,他从经验主义哲学视角继承了古

希腊斯多葛哲学的整体主义世界观,经验世界是哈

奇森讨论公共善或道德总量(M)的基本边界。 在判

断道德行为的道德程度时,哈奇森虽然较为关注公

共善或道德总量(M),但他从未单纯根据这个量来

评判行为的道德程度,相反,他强调说道德动机才是

道德与否的标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奇森虽然

重视从动机出发研究道德判断,但寓于经验主义理

论边界的制约,哈奇森从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动机

论者,它所谈论的动机是受公共善的量(M)或私人

善的量(I)制约的动机。 如果道德主体给道德受体

带来的恶大于善,这时候,不管道德主体如何证明自

己拥有仁爱或高尚的行为意向,这种仁爱实际上都

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公共善错误判断的基

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能否进行正确的判断,构成了

道德主体道德能力(A)的一部分,因为错误的判断

使我们看见仁爱的意图或动机被恶意地运用而不加

以阻止,不仅是能力有缺陷的表现,而且会直接把该

行为变为恶的行为。 哈奇森非常有信心地说,一个

在公正意义上考虑整体的人,仁爱很强烈,就不会陷

入这样的行为,更不会对他人推荐这种行为。 同样,
倘若道德主体基于公共善而放弃了私人善,甚至使

自己遭受了私人恶,从而失去了推进公共善的能力,
这种行为尽管出自高尚的行为意向和行为动机,但
它“可以真正为恶冶 [7]126。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哈
奇森在道德哲学中列出了与道德计算有关的 6 个公

理,通过对公理进行推演,哈奇森列出了可以用于计

算行为之道德程度的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 B = M
A 。 由于公共善或道德总量

处于仁爱或能力的复合比率(M = B 伊 A)中,在测量

行为的道德程度即仁爱(B)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因素主要是道德总量(M)以及道德主体的道德能力

(A),因此,B = M
A就是用来揭示计算行为之道德程

度的第一种方法。 如果把这个公式量化,可以得出

结论:一个行为的道德程度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

量(M)成正比,和主体的能力(A)成反比。 如果一

个人的能力很强,可以轻易完成道德行为,那么这个

行为道德程度不高。 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弱,费了

很大力气才完成道德行为,那么,该行为所包含的艰

难困苦、忍耐、毅力等正是高尚品格的集中体现。 由

于仁爱(B)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M)成正比,
那么,当能力(A)相等的时候,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

量(M)越大,行为中的仁爱(B)就越大。 对于由相

同的能力引起的同一个行为而言,享受善的总量的

人数越多,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量(M)就越多,因
此,该行为体现的道德程度即仁爱(B)就越高,而仁

爱(B)越高,就说明该行为越好。 据此,哈奇森得出

结论,“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那种行为是

最好的行为冶 [7]127。
在列出了第一个道德代数公式后,哈奇森还考

虑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自爱(S)以及由自

爱所导致的私人善或利益( I),并由此而创造了道

德代数法中的第二个公式,即,B = M 依 I
A 。 对于自爱

所引起的私人善或利益,如同公共善的量或道德总

量处于仁爱和能力的复合比率中,它也处于自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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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复合比率中,因此,I = S 伊 A。 在道德领域内

如何处理公共善(M)和私人善或利益( I)之间的关

系,既是哈奇森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

哈奇森个人学术思考面临的理论难题,对这个问题

的解决构成了哈奇森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 和

哈奇森同时代的曼德维尔曾在《蜜蜂寓言》中宣称,
支配人类一切行为的情感动机单单只有自爱,道德

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一种东西,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道

德只不过是政治家利用自爱来愚弄大众的巧计罢

了。 哈奇森创作道德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反驳曼德维

尔这种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在反驳曼德维尔的过

程中,哈奇森并未笼统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自爱,他所

要反对的是曼德维尔把出自自爱的巧计确立为道德

基础的做法,他要为道德找到不同于自爱的情感基

础,因此,他道德哲学的目标在于证明,道德真实地

存在于人类生活中,道德的基础是仁爱而非以自爱

为基础的花言巧语。 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就要做一

个仁爱的人,但这并非意味着,需要彻底放弃自爱。
在他看来,自爱是有边界的,其边界就是“公共善冶。
在边界之内,若自爱与整体善一致,虽然人的行为是

为了私人善,但是由于有益于整体善,因此这种行为

是尊荣和高尚的行为,这种时候,倘若缺乏这种自

爱,不仅谈不上道德,相反是一种恶。 对处于这个边

界之内的行为,若要计算其道德程度,涉及两种情

形。 第一种情形是道德主体追求的公共善有利于实

现或增加自己的私人善或利益的情形,在考察道德

善的总量时,必须加上自爱的因素,即 M = (B + S)
伊 A。 这个公式可以作下述推理:M = (B + S) 伊 A寅
M = BA + SA寅BA = M - SA寅BA = M - I寅B =
M - I
A 。 第二种情形是道德主体追求的公共善不利

于或有损于自己的私人善或利益的情形,在考察道

德善的总量时,必须减去自爱的因素,即 M = (B -
S) 伊 A。 这个公式也可以作下述推理:M = (B - S)

伊 A寅M = BA - SA寅M = BA - I寅B = M + I
A 。 上述

两种情形中的道德代数法可以合并成一个公式:B

= M 依 I
A 。 这个公式清晰地表明了两层含义:其一,

在衡量行为的道德程度时,自爱虽然不是道德的基

础,但拥有自爱的人,绝非不道德的人;其二,要成为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重要的不是完全消除自爱而

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冶,而是需要处理好自爱

(私人善)与仁爱(公共善)的关系,一个道德高尚的

人,既可以为了公共善而放弃私人善,也可以不这样

做,若对比 B = M + I
A 与 B = M - I

A 这两个公式,可以发

现,在哈奇森道德哲学看来,虽然在同等能力条件下

放弃私人善的行为中所包含的德性要多于后者,前
者因此比后者更高尚,但这只是量的区分,不是质的

差异。

B = M
A以及 B = M 依 I

A 这两个公式是哈奇森为我

们指明的计算行为道德程度的方法。 立足人性,通
过对这两个公式进行分析,哈奇森注意到,一个人的

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 M 永远不会等同

于 A,即使尽了最大努力,道德主体的有限能力决定

了该道德主体不可能使所有人获得最大幸福,也就

是说,B 永远小于 1。 哈奇森说,只有神能做到 M =
A,对人而言,M = A 或 B = 1 永远是一个理想与目

标,他借用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说,“被假定为无罪的

存在物,通过尽其最大能力追求德性,可以在德性上

与诸神等同冶 [7]134。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有限的存在

物,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追求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的道德感官会作

为最圆满的高尚行为推荐给我们选择的是:这种行

为显现为对我们的影响所能企及的所有理性主体之

最大以及最广泛的幸福拥有最普遍而无限制的趋

向冶 [7]129。

三

不可否认,哈奇森道德代数法包含着丰富的功

利主义元素,但是,哈奇森绝不能据此被视为功利主

义者。 在功利主义者眼中,任何行为,若不能给人带

来功利,就不是道德的行为。 哈奇森坚决反对这种

观点。 他说,“道德的观念不会出自利益冶 [7]88,“我
们对道德行为的知觉必定不同于对利益的那些知

觉冶 [7]86。 德性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中的某种规定,
这种规定可以“先于源于利益的全部理性冶 [7]112。
不仅如此,哈奇森还发现,我们基于道德对他人产生

的喜爱,有时候甚至会超越利益。 例如,假如我们的

邻国深受暴君压迫,我们的市长带领市民同暴君进

行反抗,最终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使这个国家在财富

上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尽管邻国的财富超

过了我们,但我们仍然会带着极大的敬佩之心对我

们的市长报以浓厚的好感,这种好感就体现了对利

益的超越。 这其中的原因,哈奇森解释为,道德判断

的标准绝非外在的功利,而是内在于人自身的道德

感官。 作为一种感官,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道
德感官具有和任何其他感官一样的特性———直接令

人感到快乐或痛苦,即,无需了解得以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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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知觉就会直接令人感到快乐或痛苦。 “我们很

多敏锐的知觉都直接地令人愉悦,也有很多直接地

令人痛苦,而不需要对这种快乐或痛苦产生的原因

有任何了解,也不需要了解对象是如何引起苦乐的,
或者说了解与它有关的诱因,也不需要明白,这些对

象的使用可能导致什么样的进一步的利益或危

害。冶 [7]5由道德感官而来的感官判断所具有的即时

性和直接性使人在未能了解道德行为的利益得失的

时候就可以产生道德快乐或痛苦,并根据这种苦乐

感进行道德判断,哈奇森据此反复强调,道德与利益

没有关联。
虽然哈奇森的道德哲学文本充分显示,哈奇森

不是功利主义者,但在思想史上,人们却往往倾向于

把哈奇森同功利主义联系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仅

在于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从哈奇森汲取

了大量的养分,而且更在于哈奇森道德哲学内部所

呈现的巨大张力。 这种张力可以描述为道德代数法

的功利气质与哈奇森道德哲学的非功利出发点之间

的不一致,即道德情感的功利计算法和道德的超功

利性特征之间的矛盾。 历史显示,这个矛盾对哈奇

森道德哲学产生了巨大损害,使这种哲学体系丧失

了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并为此在思想史上被广

为诟病,并使哈奇森远离了一流哲学家的地位。
哈奇森对道德的研究始于美学研究,通过研究

美的根源,他发现,人们在审美过程中,经由美的感

官(Sense of Beauty)这一内在感官,我们可以知觉到

一种超越一切功利后果的内在快乐。 由于和人的情

感有关,人的道德行为是所有美的事物中最美的事

物,由道德之美所产生的美是最高的美。 作为美中

之最,它当然也具有一切美的事物共同具有的美学

特征———会令人产生超功利的审美快乐。 哈奇森之

所以研究道德问题,除了反驳曼德维尔从而为莎夫

兹博里辩护这个目的之外,直接的理论动机就是他

希望探索道德之美的根源。 在探索过程中,哈奇森

发现,令道德感官产生道德快乐的行为就是可以给

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我

们的道德感官推荐给我们的“最好的行为冶,因为这

是道德代数法展示的结论。 道德代数法中所涉及的

多种计算因素,均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其中丝毫不包

含哈奇森在理论建构之初所提出的非功利美学特

征,不仅如此,它甚至严重背离了道德行为的非功利

美学特征。 事实上,哈奇森最终接受了道德代数法

的结论并把它视为道德感官进行道德程度判断的准

绳,这充分说明,哈奇森深受时代的影响,尤其深受

他所处的时代中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康德

曾说,“没有什么比哲学家摹仿几何学方法给哲学

带来更大的损害冶 [8]。 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前后不

连贯之“硬伤冶,可以视为哲学家模仿数学方法给哲

学带来损害的最好例证。
事实上,人类的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由于具

有超功利的美学特征,是不可以计算的,这个看法得

到了晚年哈奇森的呼应。 晚年的哈奇森在《论激情

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的

第 3 版以及在稍后再版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

源》中缓和或删除了前面两个版本中出现的数学语

言。 哈奇森删除的内容不仅包括正文中的数学符

号,而且包括道德代数法中的 6 个“公理冶,然后用

“箴言冶代替了“公理冶一词,不过,在页边标题中,
“公理冶一词仍然存在[9]。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这个

变化说明,随着对道德情感问题研究的深入,哈奇森

注意到了道德情感的不可计算性,也隐隐约约发现

了休谟后来所说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之间的区

分,注意到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法只能分

析自然对象,不能分析人的行为或动机,也不能用来

进行道德计算或道德评价。 推理和计算只属于科学

世界、自然世界和事实世界,解决这些世界中的问题

就需要用到推理和计算的方法,一个越善于推理和

计算的人,就越能把这些世界中的问题处理得比较

令人满意。 最善于推理和计算的人就最有可能成为

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

就是最有道德的人,因为道德和人的情感有关。 晚

年的哈奇森在第 3 次的再版中,删除了学说中的数

学语言,这表明,他试图把善恶、正义等问题从科学

范畴中清理出来,给它们划定独立的领域。 不过,尽
管哈奇森有过这种努力,但历史已向我们揭示,在哈

奇森全部道德哲学中,这种修订只是相当微弱的变

化,并且很快淹没于时代的大潮中,未能引起评论家

们的足够重视。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种修订不重

要,或者说,可以受到忽视。 如果我们相信,“真理、
事实、真假等认识论的概念不能应用在道德领域;道
德与认识之间、价值与事实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伦

理学既不同于物理学的经验陈述,也不同于数学的

逻辑演绎冶 [10],如果我们坚信道德哲学具有“前科

学性冶 [11]294特征,如果我们相信以伦理学为内容的

道德哲学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11]4,如果我们确信

科学为论证所支配,而道德则起于直觉,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哈奇森的这种修订相当重要,我们甚至可

以根据这种修订而推测,晚年的哈奇森已经明晰地

认识到,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只属于 “价值世

界冶,不属于“事实世界冶,这两个世界应该是互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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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世界,而他的修订也从反面说明,年轻的哈奇森

没能对这两个世界划定清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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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al Algebra of Francis Hutcheson

LI Jia鄄lian
(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摇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in 17 ~ 18th of Scotland, the first great philosopher in Scotland Enlightenment,
Francis Hutcheson proposes moral algebra in his moral philosoph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behavior is the one which can produc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greatest number冶. Moral algebra contains lots of utilitarian elements, however, Hutcheson can not be seen as a
utilitarian. Moral algebra expresses the inner great tension in his mor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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