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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与道德知识
———牟宗三对康德“Das Moralische Gefühl”一语的翻译和理解

方 旭 东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摘 要:“道德情感”( Das Moralische Gefühl)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致力于用中文消化吸收
康德学的牟宗三，在翻译《康德的道德哲学》时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译解。道德情感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
一种先天禀赋? 道德情感是否能够作为道德知识的来源? 道德情感究竟是对什么东西的感受? 在这
些富有意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上，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似有诸多可以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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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 Das Moralische Gefühl) 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致力于“用中文消化吸收康德
学”的牟宗三，在翻译《康德的道德哲学》①时对它做了与众不同的译解。牟氏认为，康德对于道德情感
与良心等之看法是其不同于儒家正宗———孟学系的关键，故他特别将康德《德性论序论》中有关道德情
感、良心等文字②译出，附于《实践理性批判》之后，以作比观。正是在评论康德有关道德情感以及良心
的思想时，牟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康德是朱子与阳明的居间状态。③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1JJD720003) 的阶段成果。初稿宣读于2011 年 12 月5—7 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
“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 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李明辉、江日新两位先生有所指正。修改过程中曾就有关德语问题向
本系同事潘德荣教授、张立立博士请教。在此，一并致谢。本文写作还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0ZD＆064) 资助。

① 牟宗三于 1981 年完成《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翻译，是书译自阿保特( Thomas Kingsmill Abbott，1829—1913) Kant’s Theory of Eth-
ics第 6 版，书中收录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代表作: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与 Kritik der Praktishen Vernunft。牟译 1982 年由台湾
学生书局出版，次年( 1983) 再版，1992 年重印，于 2003 年出版的 33 册《牟宗三先生全集》将之收为第 15 册。2008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为
牟译出了简体字本，但编辑做了若干技术处理，已非原貌。

② Einleitung zur Tugendlehre XII． sthetische Vorbegriffe der Empfnglichkeit des Gemüts für Pflichtbegriffe überhaupt由五节文字构成，
一开始是一个概述性的前言，随后四节依次讨论 Das moralische Gefühl( 道德情感) 、das Gewissen( 良心) 、die Menschenliebe( 仁爱) 、die
Achtung( 尊敬) 。

③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年，第 504、520 页。
④ 以笔者寡见所及，除了留学德国的牟门弟子李明辉在著中对乃师时有捍卫，牟门外人似乎少有置喙。数年前香港中文大学哲

学系的王庆节教授曾比对过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翻译，但相关成果未见发表。台湾学者彭文本曾撰文比较过康
德与牟宗三的良知理论，见《良知的辩证———康德、费希特、牟宗三的理论比较研究》(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69 期，2008 年 11 月，第
273—308 页) ，却并不涉及译文的考证。

⑤ 康德对于道德情感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详见 Lara Denis，，“Kant and Hume on Morality”，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Spring 201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 ed． ) ，URL = ＜ http: / /plato． stanford． edu /archives / spr2011 /entries /kant-hume-morality / ＞ ．限于篇
幅，本文仅就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书而论。

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院派的康德研究对牟宗三的工作关注甚少，罕有从专业角度对牟译进
行讨论。④这个情况不仅对牟宗三这样的康德译家有失公允，同时对汉语康德研究的积累也很不利。
本文拟考察牟宗三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对康德“道德情感”的翻译与理解⑤，以期抛砖引玉。笔者的
工作方式是，先与牟译底本的英译核对，再与德文原文比照，同时参考直接译自德文的张荣译本。用这
种合校的方式，笔者对牟氏有关道德情感的译文逐字逐句做了检查，以下就将所疑顺序报告于后。

一

按照康德，道德情感等物是作为心灵对于义务概念之感受的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为道德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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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康德又说，道德情感等物是“insgesamt sthetisch und vorhergehende，aber natürliche Gemütsanlagen
( praedispositio) 。”①

了解这句话当中的 Gemütsanlagen ( praedispositio) 的准确所指，对理解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究为何
物，显然很有必要。

阿保特( T． K． Abbott) 把这个词译作 capacities of mind ( praedispositio) 。②而牟译为“能力”。③可以
看到，牟氏将原文当中作为 Gemütsanlagen一词备注的 praedispositio径自略去。④这样做是否妥当呢?

康德在 Gemütsanlagen之后用括号附注了 praedispositio，显然在他看来，前者与作为专有名词的后
者，意思是一样的。加括号做备注的方式，在康德同一段话中还出现过一次，此即: die Achtung für sich
selbst ( die Selbstschtzung) 。康德这样行文，也许是在使用了 die Achtung für sich selbst( 对自己的尊重)
这个短语之后，意识到要表达这个短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有一个现成的词 die Selbstschtzung( 自重)
可用。无论如何，在康德那里，Gemütsanlagen所要表达的意思用 praedispositio 这个专有名词也能说明。
换言之，对 Gemütsanlagen含义的准确理解需要考虑到 praedispositio 一词的语义。Praedispositio 是拉丁
文，由前缀 prae加 dispositio构成，相当于英文 predisposition，意为:倾向、素质、禀赋、性情。如果将这个
词的意思考虑进去，可以推知，康德是在“倾向”或“禀赋”的意义上使用 Gemütsanlagen的。

牟宗三在译文中省掉了原文当中作为附注的括号中的 praedispositio，同时将 Gemütsanlagen 译为
“能力”。这样处理所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原文当中作为附注的 praedispositio 的存在，从而
未能准确地传达康德关于 Gemütsanlagen特指“倾向”或“禀赋”的意旨。无论是“心灵的能力”还是“心
灵的自然的能力”，其核心都是“能力”一词。而就康德对道德情感的理解来看，道德情感与良心等物都
属于道德品质( moralische Beschaffenheiten) ，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一个人不具备它们时，不能强迫他拥有
它们。⑤如果道德情感相当于“禀赋”，是可以将其归为道德品质范畴的。但如果将道德情感理解为“能
力”，认为它属于道德品质，就说不通了。无论如何，牟译 Gemütsanlagen 为“能力”，不能不说有欠精准。

对 Gemütsanlagen ( praedispositio) 的准确理解对于把握康德有关道德情感的理论至关重要，因为，
根据康德，道德情感这种道德品质还具有以下特性: 1． sthetisch( 感性的) ; 2． vorhergehend( 先在的) ; 3．
natürlich( 自然的) 。⑥ natürlich( 自然的) 是说道德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后天的习惯; vorhergehend( 先
在的) 是说道德情感先行于道德义务;而 sthetisch( 感性的) 则是强调道德情感与 theoretisch( 抽象的)
相对。⑦将道德情感理解为“能力”，显然无法涵盖康德赋予道德情感的这些属性。

① Immanuel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Werkausgabe Band VIII，in zwlf Bnde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68，p． 530．
② Immanuel Kant，Kant’s Theory of Ethics，trans． by Thomas Kingsmill Abbott，6th edition，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23，

p． 309．
③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1 页。
④ 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但牟宗三这种处理方式却并没有遵照英译，因为英译是将此备注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而别的中译者

( 如张荣) 则采取了与英译相同的做法，即对作为 Gemütsanlagen备注的 praedispositio 予以保留但不翻译: 心灵禀赋( praedispositio) 。(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11 页) 。

⑤⑥⑨ Immanuel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p． 530．
⑦ 顺便指出，牟宗三把 sthetisch译为“敏感的”( 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1 页) ，这是不对的。这个译法也许是受阿保特英

译 Sensitive的误导。sensitive 是有“敏感的”这样的词义，但同时它也有“有关感觉的，与感官有关的”那样的意思，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
的词义，才使阿保特选择它来翻译 sthetisch的。

⑧ XII． sthetische Vorbegriffe der Empfnglichkeit des Gemüts für Pflichtbegriffe überhaupt，a． Das moralische Gefühl．

二

在概述性的前言之后，康德用了一个小节专门分析道德情感。⑧通过前言，我们已经了解，道德情
感是心灵对于一般所说的义务概念的感受之感性的先行概念 ( sthetische Vorbegriffe der
Empfnglichkeit des Gemüts für Pflichtbegriffe überhaupt) 之一。而在这一节，康德试图进一步说明道德情
感具体是对什么东西的感受( Empfnglichkeit) 。

一上来，康德就告诉读者，道德情感是对于快乐( Lust) 或不快乐( Unlust) 的感受。⑨易言之，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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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一个有关苦乐之情的概念。不过，这里所说的快乐或不快乐不是宽泛意义上的，而是特指从“有关
我们的行为符合或不符合义务法则( dem Pflichtgesetze) 的意识”而来的苦乐之情。①

这样，道德情感就获得了两个规定: ( 1 ) 它与义务法则有关; ( 2 ) 它是一个有关苦乐之情的概念。
在康德，这两点都是有其实质意义的。

( 1) 道德情感与义务法则有关。康德提出这一点，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不是所有苦乐之情都与义务
法则有关，比如，有些生理性的情感( pathologisches Gefühl) 就先于( vorhergeht) 有关法则的意识( Vorstel-
lung des Gesetzes) 而存在，唯有道德情感才是随法则而来的。②

( 2) 道德情感是一个有关苦乐之情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康德的想法非常重要。因为，正
是这一点决定了道德情感是主观性的( Subjektiv) 概念，从而不同于通常总是与一个对象( Gegenstand)
相关的道德认识( moralischer Sinn) 。③依康德，后者提供知识( Erkenntnis) ，而前者不能; 前者是主观性
的( Subjektiv) ，而后者则与理论抽象有关( theoretisch) 。因此之故，康德反对将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混
为一谈。这个区分在英译中多少还能看出，前者被译作 moral feeling，后者被译作 moral sense。可是，一
旦被中译为“道德情感”与“道德感觉”④，它们的差别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牟宗三没有把 moral sense ( moralischer Sinn) 译成“道德感觉”，而是独具匠心地译为“道德感
取”。⑤何为“感取”? 牟宗三解释为“感性底作用，如‘内部感取’、‘外部感取’之‘感取’。”⑥

然而，“感性底作用”是什么样的作用? 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牟对“道德的感取”有一个说明:
“道德方面的感性作用，一般笼统地说为道德感觉，或更简单地说为道德感。”⑦从这个说明可知，他并
非不了解一般人是把 moralischer Sinn说为道德感觉或道德感的。不过，牟一再提到“感性底作用”、“感
性作用”，让人感到，他仍旧是将 sense ( Sinn) 限定在“感性作用”的层面。除非他所说的“感性作用”也
能提供知识，否则，“感取”这样的译名终究还是不能契合康德对 Sinn ( sense) 的设定: 指向某个对象
( bezogen auf einen Gegenstand) ⑧、与理论抽象有关、提供知识。

① XII． sthetische Vorbegriffe der Empfnglichkeit des Gemüts für Pflichtbegriffe überhaupt，a． Das moralische Gefühl．
②③⑧ Immanuel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p． 530; p． 531; p． 530．
④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 412 页。德语单词 Sinn对应的英文单词是 sense，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阿保特就是这

样来译的。( Immanuel Kant，Kant’s Theory of Ethics，p． 310． ) 问题是: sense有很多含义，要把这里的 sense翻成中文，最恰当的应该是什
么? 将 sense翻成“感觉”，通常情况下并不错，但是，在这里，在康德所使用的 moral sense ( moralischer Sinn) 的意义上，翻成“感觉”却并
不合适，因为，“感觉”在中文里，与理论抽象( theoretisch) 无关，甚至是作为后者的对立物被使用。在 sense ( Sinn) 的众多词义中，能够满
足康德所提到的与理论抽象有关以及能提供知识这两个条件的选项有“认识”、“判断”或“判断力”等用法。相应地，moral sense ( mor-
alischer Sinn) 可以译为“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力”。“认识”、“判断”、“判断力”以及“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判
断力”是否为 sense ( Sinn) 以及 moral sense ( moralischer Sinn) 的最佳译法，容有商量，但可以确定的是，“道德感觉”不是对康德的 moralis-
cher Sinn一词的良译。

⑤⑦⑩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2、503 页;第 502 页;第 502 页。
⑥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3 页。按:“内部感取”、“外部感取”是牟借用佛家名相翻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所创的

术语:“藉赖着外部感取( 感取是我们心灵之一特性) ，我们把对象表象给我们自己为外于我们者［在我们之外者］，而且一切无例外皆是
在空间中者。……内部感取( 藉赖着此内部感取，心灵直觉到心灵自己或心灵之内部状态) ，实在说来，实不能给出关于作为一对象的灵
魂自身之直觉。”(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牟宗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年，第 117 页)

⑨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 412 页。

无论将 Sinn ( sense) 译作“感觉”还是“感取”，翻成中文后的康德以下说法都让人感到奇怪。
感觉这个词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与一个对象相关的感知能力。⑨

“感取”一词，一般地说来，是意谓“指向一对象”的一种知解性的［理论性的］“知觉之力
量”。⑩

感觉就是感觉，它和抽象有什么关系? 同样，作为“感性作用”的感取又怎么会是“一种知解性的知
觉之力量”? 难道“感性作用”里还包括了“知解”成分在其中?

莫非康德关于“感觉”、“道德感觉”的看法跟我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 他是把一般认为属于理性、
知解的内容统统划入感性、知觉范畴? 果真如此，他就实际取消了“理性”的独立地位。

事实上，康德并没有取消“理性”的独立地位，相反，他是如此地重视“理性”，以至于兀兀穷年以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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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是康德关于感觉与道德感觉的看法跟我们平常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而是牟宗三这些中译
者错误地用感觉或感取来翻译了康德所用的 sense ( Sinn) 、moral sense ( moralischer Sinn) 。①

三

前已述及，康德曾经谈到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心灵禀赋所具有的三个特性: 1． sthetisch( 感性的) ; 2．
vorhergehend( 先在的) ; 3． natürlich( 自然的) 。如果说这些特性旨在说明道德情感的先天性，那么，在第
三段的后半部( 第 6 行以下) ，康德又指出道德情感的普遍性。他认为，无人不具备道德情感，在这个意
义上，道德情感实可被视为人类的一种本质属性。康德在论述这一点时援引了所谓医者之言( in der
Sprache der rzte zu reden) ②，仿佛这个说法是一个得之于临床试验的结论。

在翻译这段话时，牟氏囿于英译，有两处明显的误译。一是 Naturwesen 这个词。阿保特将其译作
physical beings③，这个译法导致以之为底本的牟氏误译为“物理存有”④。实际上，Naturwesen的意思是
natural beings( 自然存在) ，从德文本直译的张译作“自然存在者”⑤，不误。另一处误译是与 Naturwesen
相关的 rzte一词。阿保特将其译为 physicians( 医生，医者) ，无误，而牟宗三却将 physicians译为“物理
学家”，则显然是望文生义的低级错误。

就整体文意而言，这两处误译并无大碍，但如果从德文本直译或者译后用德文本覆校，这类错误应
该是可以避免的。真正造成严重歧义的误译是在本节末尾。

① 依康德，Sinn一词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与一个对象相关的 Wahrnehmungsvermgen。Wahrnehmungsvermgen 一般是译为感
觉能力。可是，在汉语中，“感觉”一词难以传达康德所要表达的抽象的、与一个对象相关那样一些意思。在此，笔者提出一种译法，用
“观摄”来翻译 Sinn，相比于“感觉”抑或“感取”，佛教当中比较多用到的“观”与“摄”所包含的抽象综合意味更重。

②⑥ Immanuel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p． 531．
③ Immanuel Kant，Kant’s Theory of Ethics，p． 310． 按:阿保特之所以将 Naturwesen译为 physical beings，可能是因为，Physics的希腊

文词根 physis的含义本来就是“自然”，只是因为近代中文用“物理学”翻译 physics，这才使得人们遗忘了它的这个本义。
④⑧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2 页;第 503 页。
⑤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 412 页。
⑦ Immanuel Kant，Kant’s Theory of Ethics，pp． 310—311．

在本节末尾，康德一口气用了 6 个分句组成一个句群，这个结构给理解造成不小的困难，尤其是其
中第 4 个分句，由于修饰语太多，让人很难抓住中心。

Wir haben aber für das ( sittlich-) Gute und Bse eben so wenig einen besonderen Sinn，als wir
einen solchen für die Wahrheit haben，ob man sich gleich oft so ausdrückt，sondern Empfnglichkeit der
freien Willkür für 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 und ihr Gesetz) ，und das ist
es，was wir das moralische Gefühl nennen． ⑥

这个句子的关键词是 Empfnglichkeit，但是，它所指的对象是“freien Willkür”还是“freien Willkür für
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 und ihr Gesetz) ”呢? 叫人一时难以判断。英译
根据上下文补齐了主谓语成份:

But we have no special sense for ( moral) good and evil any more than truth，although such expres-
sions are often used; but we have a susceptibility of the free elective will for being moved by pure practi-
cal reason and its law; and it is this that we call the moral feeling． ⑦

可是句意却并没有因此显豁，反而因为主语 we的出现而使句子成份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for be-
ing moved”中的 for究竟何解? 很伤脑筋。再来看张译。张译是这样的:

［…］而是有自由任性对自己被纯粹实践理性( 及其法则) 所推动的易感性。［…］
张荣将原文中的 freie Willkür译作“自由任性”，这是一种逐字对译，即: 用“自由”对 freie，用“任

性”对 Willkür。这样翻，似乎紧扣了德语原意，因为 Willkür的意思是“任意性”。可是，在汉语中“自由
任性”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英译 free elective will照顾到了 frein的形容词的用法、Willkür 的名词
用法，但是将后者翻成 elective will，突出了 will( 意志) 具有“可选择性”这个特点。张译也根据文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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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前加了“有”这个谓语动词，其主语“我们”承前省略。张译的问题跟英译一样，都是因为补上了谓
语“有”而使得句子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可辨识。那么，牟宗三是怎样处理的呢?

但是我们关于自由选择的意志对其为“纯粹实践理性以及纯粹实践理性之法则”所推动这一
点，却有一种感受。⑧

虽然从英译而来，但牟甩开了英译所补的主语 we( 我们) ，而将“意志”作为真正的主语，从而摆脱
了语义缭绕，使整个句子结构明朗起来。经过这样疏通，康德的意思变成: 自由选择的意志对于它受实
践的纯粹理性(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① ( 及其法则) 推动这一点自有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道德
情感。事实上，牟本人对康德意思的概括就与此类似:

它( 引者按: 道德情感) 只是“自由选择的意志”当为理性法则所推动时，所有的一种感受。②

关于自由选择的意志为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推动，按照牟在案语当中的解释，它的意思是指，
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之决定是从义务之法则而来。③

然而，这种理解及由此而来的翻译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康德本意是说，我们感受到自由意志的
运动，这个运动是受理性法则推动的。众所周知，自由意志是康德道德学说的根基，是道德律的存在理
由，而这个理由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自由意志的运动。这种感受是道德义务的根基所在。
所以，感受的对象是自由意志的由理性法则推动的运动，而不是自由意志受法则推动这件事。因此，对
于这段话的翻译，似宜作:

( 我们拥有) ……一种对于自由选择意志的感受性，即一种对于由实践的纯粹理性( 及其法
则) 推动的自由选择意志的运动的感受性。
按照康德，当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之决定是从义务之法则而来时，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纯净的快

乐之感。反之，当自由选择的意志与纯粹实践理性及其法则相违，那么主体就有一种不快乐的感受。
如果像牟宗三理解的那样，道德情感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为理性法则推动时所有的一种感受，读者

从中就很难了解康德想要表达的“道德情感是与义务法则相关的苦乐之情”那样的意思。
以上，我们对牟译做了仔细比对。可以看到，除了一些明显的技术错误之外，牟译的问题主要来自

他对康德哲学的了解不够。首先，在康德那里，道德情感属于一种先天的心灵禀赋，牟宗三不了解这一
点，将道德情感归为“能力”一类范畴，失却康德原意。其次，在康德那里，与道德情感相对的是道德认
识( moralischer Sinn) ，前者主观，后者客观，牟宗三不了解这一点，将后者译为“道德感取”，认为那仍是
一种感性作用，从而未能真正认识道德情感的特性。再次，在康德那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感受，其对
象是自由意志的由理性法则推动的运动，牟宗三不了解这一点，错误地以为道德情感是对自由意志受
法则推动这件事的感受。

在哲学上，道德情感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先天禀赋? 道德情感是否能够作为道德知识的来
源? 道德情感究竟是对什么东西的感受? 这都是富有意义的重要理论问题，学者见仁见智。作为有自
己观点的哲学家，牟宗三与康德的看法容有不同，只是他在译注康德时受自身观点的干扰未能准确地
传达对方意旨。反省前人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无论如何，用中文消化吸收康德学，任重而道远。

① 英译 pure practical reason颠倒了实践和纯粹的位置，直译就变成“纯粹实践理性”，与德文原意其实不符。
②③ ［德］康德:《康德的道德哲学》，第 503 页。

(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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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physical Views on History in Confucianism: Ideas of“Occasion，
Name，and Fate”as Illustrations ( by CHEN Shao-ming)

Abstract: This thesis probes into the metaphysical views on history in Confucianism with ideas of occa-
sion，name and fate as illustrations． The aim is neither to provide a philosophy of history，nor to stud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but to reveal the prerequisit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
ical narrati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se ideas are often not
theoretical expressions; on the contrary，they are something inserted in the overall background of ancient life．
They influence history，life，morals and religions． To understand this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but also to understand our spiritual tradition itself．

Keywords: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metaphysical views on history，occasion，name，fate

On Xunzi’s Doctrine of Rituals，Standards of Justice and Social Distinc-
tions ( by CUI Yi-ming)

Abstract: In politics，Xunzi argues for the government with rituals． Its main point is“the illumination of
rituals．”What need to be“illuminated”are“standards of justice”and“social distinctions．”According to
Xunzi，“standards of justice”are the value principles of rituals;”that is，“rituals”are morally justified be-
cause they conform to“standards of justice．”“Social distinctions”are the functional essence of“rituals，”
and“rituals”are endowed with practical rationality because of“social distinctions．”Both“standards of jus-
tice”and“social distinctions”have rich meanings in Xunzi，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m is fairly complicat-
ed． A deep examination of“standards of justice”and“social distinctions”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way of thinking，features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
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Xunzi，rituals，social distinctions，standards of justice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Mou Zongsan’s“Vertical Interpretation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 ( by YANG Ze-bo)

Abstract: The“vertical interpretation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is an important conception in Mou Zong-
san’s Confucianism． This conception is aimed at arguing that conscience is able to create beings． With its
creation，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has its mor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and every case of moral achievement
changes: the sufferings and sins followed by sacrifice to achieve morality are transformed into special happi-
ness． From this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perfect good ( summum bonum) in Kant． However，due to some
defects in his ontology，Mou Zongsan makes much confusion which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Keywords: Mou Zongsan，vertical interpretation of vertical relationships，perfect good，ontology

On Mou Zongsan’s Trans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Kant’s“das Mor-
alishe Gefühl” ( by FANG Xu-dong)

Abstract: “Das moralische Gefühl”is an important conception i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Kant． Mou
Zongsan，who devoted himself in absorbing the philosophy of Kant in Chinese，interpreted it in his own man-
ner in his translation of Kant’s Theory of Ethics． Is“das moralische Gefühl”an ability or an innate endow-
ment? Can“das moralische Gefühl”be the origin of moral cognition? What is the object of“das moral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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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ühl”on earth? On thes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s，Mou Zongsan’s understanding of Kant remains to be
discussed．

Keywords: Mou Zongsan，Kant，das moralische Gefühl，moral cognition

Jiangnan Cognition and Chinese Identity: “The Other”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ensus between Hu and H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by LI Lei)
Abstract: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northern society’s cognition towards the south and the impact of this

cogn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Jiangnan (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
er) culture in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northern society，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Jiangnan cognition between
Xianbei ethnic noblemen and Han scholar-bureaucrats，namely，the different mode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and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oles of various kinds of local knowledge in a
homogeneous culture． The consensus of the Hu and Han cultures in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created by Emperor Xiaowen，in which“Chinese style”of Jiangnan was set up as the
spiritual criterion in the northern society． As the result of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to Jiangnan，Chinese
awareness in the northern society became apparent． However，this kind of Chinese awareness was to create a
new culture beyond the south，which laid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flourishing Sui-Tang
age．

Keywords: Jiangnan cognition，Chinese identity，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in Jiangnan in the
Qin-Han Dynasties ( by HUANG Ai-mei)

Abstract: Cities in Jiangnan (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ad property of administrative seat of a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Qin-Han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among which the reign of Liu Bi as the ruler of Wu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had witnessed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Th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Jiangna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ing of local political power in the Qin-
Han Dynasties． In this process，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the cities were changed when the setting of prefec-
tures and counties changed many times． Meanwhile，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gions，
some cities in prefectures or countie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various differentiated functions，including trade
and business circulation centers，prod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bases，and transportation hubs and ports．

Keywords: the Qin-Han Dynasties，Jiangnan，cities in prefectures or counties，functions of cities

A New Study on the Book Inspectio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Wang Dian’s Book Correction in Jianyang under the Imperial Order

( by BAO Shi-qing)
Abstract: The regulation about book inspection was not stri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entral govern-

ment’s intervention in local publication was inefficient，and did not send imperial officials to carry out special
inspections． Thu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ook inspection fell on the censors，who were in charge of cultural
education，especially officials in schools． Most of time，book inspection was spontaneous，which made rele-
vant policy unstable and unsustainable，No systemic law or regulation had taken shape． Consequently，as a
very bright-colored and dazzling phenomenon，there was an active，free and pluralistic book publishing pros-
pe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words:Wang Dian，Jianyang，book inspection，educational in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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