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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传统德性论的复兴与诸多现实应用伦理问题的不断出现，应用德性论的出场已是大势所趋。 传统德

性论是应用德性论的基础，应用德性论是扬弃传统德性论而形成的新型德性论。 如果说传统德性论主要研究个人

道德品质，那么应用德性论则重在思考人类命运的德性问题。 也就是说，应用德性论主要研究事关人类共同命运、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现实伦理问题，如生态环境、基因工程、大数据等引发的德性问题。 因此，应用德性论的

主要价值取向应当是人类之善和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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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新科技深刻全面地融入人类社会的历

史进程，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应用伦理领域的德性

问题。 传统德性论很难适应如此复杂的局面，更遑

论解决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德性问题。 这就要求传统

德性论自我扬弃、自我提升为应用德性论，以期妥善

地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应用伦理问题。 有鉴于此，
亟须反思的重要问题是：应用德性论何以萌生？ 如

何兴起？ 价值取向为何？

一、应用德性论萌生的根据

应用德性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萌生的

根据主要有三个层面：词源学根据、传统德性论根据

和当代理论与现实根据。
１．词源学根据

我们以“ａｒｅｔê”和“惪”为例，考察应用德性论萌

生的词源学根据。 在古希腊，德性（ ａｒｅｔê） 具有优

秀、卓越、力量和功能等诸多内涵。①“ａｒｅｔê”既可以

指人的德性，也可以指物的德性。 一个物的德性是

指该物具有优秀功能或卓越能力，如马的德性在于

奔跑，笛子的德性在于动听，住房的德性是宜居。 一

个人的德性是其内在优秀的卓越品质。 就是说，德
性（“ａｒｅｔê”）是指人或物所具有的优秀品性。 古代

汉语中，表达德性的汉字是“惪”。 东汉许慎的《说
文解字》 把 “惪” 训解为： “外得于人。 内得于己

也。”②清代段玉裁对“惪”进一步注解为：“内得于

己、谓身心所自得也。 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

也。”③这就是说，德性既要润泽自我身心、安顿生

命，又要施诸他人、惠及社会。 德性不仅是内在的道

德品格，而且是外在行为的实践品格。 从“ａｒｅｔê”和
“惪”的含义看，德性是指人或物具有的优秀品格和

行为品格。 这种词源学体现的实践或应用特质深刻

地体现在传统德性论之中。
２．传统德性论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传统德性论的典范，它
为当代德性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应用德性论的

出场提供了理论根源。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

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 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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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如果所有事物的德性都是这样，那么人的

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

活动的品质”。④概而言之，德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内

涵：一是德性作为一种内在的优秀的卓越品质，包含

在事物或人自身内，表现为一种功能、力量或理性上

的自足；二是德性作为一种实践性、运用性的品质，
是人们在行为中持续养成并体现出来的各种优秀品

性或道德品质。 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德性（理
智德性、道德德性）才能真正培养和体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的实践活动或应用活动扩展

为德性的序列。 他把公正作为一切德性之总纲：
“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

性。 它是完全的，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

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能对邻人运用其德

性。”⑤公正主要包括个人公正和社会公正。 个人公

正就是对自身和他人的公正，社会公正或城邦公正

就是对社会中的人、整个社会与城邦的公正。 可见，
公正德性的应用性特征早已蕴含在亚里士多德的德

性思想中。 一旦进入应用伦理学领域，公正即可从

城邦的狭小领域进入人类领域的制度等社会环节，
进而自我扬弃、自我提升为应用德性范畴的德性。

３．当代理论与现实根据

整体而言，亚里士多德之后，传统德性论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超出亚里士

多德的德性论范畴。 近代规范伦理学（主要有康德

道义论、密尔功利论等）兴起后，传统德性论几乎成

为伦理学的边沿话题。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麦金太尔等学者主张

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麦金太尔认为德性是一

个不断发展的实践进程，“我们从原初动物状态发

展为独立的理性主体所需要的德性，我们面对并回

应自我及他者的脆弱性与无能所需要的德性，属于

一个同样系列的德性”⑥。 更为重要的是，德性只有

在一定共同体中才有可能产生，“个人的美德是在

其所处社群中形成的，形成这种美德的实践活动是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活动”⑦。 如果说麦金太尔主要

关注个人德性并涉及共同体德性，那么罗尔斯主要

致力于共同体的德性研究，力图把亚里士多德式的

城邦公正改造提升为社会制度的正义。 罗尔斯主

张，运用正义的两个原则确保社会安排和社会制度

设计的正义性：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

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

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

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

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
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

所有人开放。⑧在罗尔斯这里，正义德性已经不再囿

于个体品格，而是进一步拓展和运用到制度层面，涉
及和每个人相关的制度德性问题。 罗尔斯说：“正
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

首要价值一样。”⑨实际上，这里的“首要价值”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ｉｒｔｕｅ）就是第一德性。 就此而言，罗尔斯《正义

论》中的正义，作为制度的第一德性，已经属于应用

德性范畴。
与社会制度类似，科技应用涉及所有人的生存

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 亚里士多德

早就提出了与科技相关的理智德性的概念。 他说：
“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 理智德性主

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
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⑩可以说，理智德性是

科技德性的基础和萌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里

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已经涉及科技德性的萌芽，但是

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展开科技德性的深刻全面的研

究。 科技德性关涉人类命运前途，是典型的应用伦

理领域的应用德性。 虽然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至关

重要，但是只懂得科技是不够的，还应当追寻科技德

性。 爱因斯坦说：“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

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

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

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

祸害。”随着医疗技术、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等高新

科技的迅速发展，诸多全新的应用伦理问题随之出

现。 这些新的伦理问题，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范畴。
高新科技时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是

在理智德性基础上推进科技德性的研究和实践。
可以说，应用德性论根源于传统德性论，却又不

同于传统德性论，是否定和扬弃传统德性论的新型

德性论。

二、应用德性论的兴起

传统德性论很难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发挥

作用，亟须进入应用伦理学领域，把自身提升为应用

德性论。 与此同时，诸多事关人类命运的现实应用

伦理问题更加迫切地要求应用德性论的出场。 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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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说：“现在，随着全球运输、通信以及经济的全球

化，人们的社会体系正在变成单一的全球性社会体

系，地球的生态系统正在通过人类活动紧密联系在

一起。 人口和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在全球每一个城市

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史无前例地同步发生

了。”全球性社会体系的形成正是应用德性论兴起

的重要现实根据，也是推动应用德性论研究的根本

动力。
１．应用德性论兴起的外国图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应用伦理学在美国兴起。 随

后，应用伦理学在欧洲乃至全球声名鹊起，逐步成为

哲学领域的显学。 在此过程中，德性与应用伦理学

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学者们思考研究的对象和目

标。 １９９０ 年，詹姆斯·多纳休发表《德性和品格在

应用伦理学中的运用》一文。 他通过案例分析，认
为德性伦理有助于人们在应用伦理问题中做出正确

的道德抉择。２００２ 年，利兹尔·范兹尔在《德性理

论与应用伦理》一文中，探讨了德性理论与应用伦

理的辩证关系。 他认为，许多学者误解了传统德性

论，误以为德性论只关注人的品格而不关注人的行

为。 他从正确的行动、道德生活的敏感性和普遍原

则的利他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性伦理不仅指向品

格还指向行为。这表明，德性伦理能够在应用伦理

的复杂场景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２０１２ 年，盖
伊·阿克塞尔和菲利普·奥尔森在《应用德性伦理

的最新研究》一文中认为，应用伦理学已经成为伦

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是“我应

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种主体善的观念、道德判

断和对整个生活的特定倾向，有助于许多应用伦理

问题的解决。 他们进一步提出构建应用德性论范畴

的环境德性和公共德性的思想。之后，应用德性论

的研究逐渐拓展到技术德性、环境德性和组织德性

等研究领域。
２．应用德性论兴起的中国画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伊始，应用伦理学在中国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成立，其他科研

单位或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应用伦理学科研机构。
当前，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如火如荼，业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哲学学科之显学。 应用德性的观念在应用伦理

学的进程中孕育发展。 ２１ 世纪初，应用德性论的思

想脱颖而出。 在众多学者关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坚

实基础上，２０１１ 年，任丑发表《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

其出路》《应用德性论及其价值基准》两篇论文。 他

在反思传统德性论的困境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

了应用德性论的概念，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传统德性

论与应用德性论在德性的问题视域、德性的理论性

质、德性的实践特质三个方面的异同，诠释了应用德

性论的观念，论证了应用德性的价值基准。 ２０１５
年，闫茂伟在《德性伦理应用于企业的合理性及其

建构》一文中探讨了德性的应用性和应用德性的内

涵，认为“德性伦理学的应用性也是德性伦理学的

内在特质之一，德性伦理学本身也具有研究和应用

的双重任务”。 另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间

接或直接涉及应用德性的相关问题。 兹不赘述。
３．应用德性论兴起的管窥蠡测

２１ 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几乎同时提出并论证了

应用德性论的有关问题，对应用德性论进行了有益

的初步探索。 我们可以据此对应用德性论进行“管
窥蠡测”，以期推进有关研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传统德性论是理论伦理学领域的德性论，主要关注

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个体领域的道德品质，追求

自身内在的高尚品格（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古希

腊的节制、勇敢、智慧、公正等）。 不过，这并不是说

传统德性论与公共问题毫不相干。 问题的关键在

于，传统德性论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涉及应用伦理

学领域的实质问题如网络信息、大数据、生物工程、
全球正义等。 这些应用伦理问题正是应用德性论的

理论和实践对象。 是故，应用德性论并不是简单地

把传统德性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的理论，
而是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德性论。

应用伦理学大致可分为物理应用伦理学和人理

应用伦理学。 物理应用伦理学主要指科技领域的应

用伦理学，如生命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基因伦

理学等。 人理应用伦理学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的应用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管理伦理

学等。与此相应，应用德性论也主要包括物理应用

德性论和人理应用德性论。 前述科技德性、制度德

性分别是物理应用德性论、人理应用德性论的典范。
应用德性论直面关涉人类全局的应用伦理问题如生

态环境、生命科学、全球公正等，是主要研究关涉人

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伦理问题的新型德性论。
显而易见，应用德性论兴起的背后，存在着其内

在理性的价值诉求。 或者说，后者正是应用德性论

兴起的根据和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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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德性论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传统德性论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个体

道德行为，主要关注个体善和个体幸福等价值问题，
那么应用德性论则致力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问

题。 正因如此，应用德性论的主要价值取向应当是

人类之善和共同福祉。
１．人类之善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判断道德行为的基

本价值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
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善必然

是为了一定目的，没有目的的善不是善。 就德性与

最高善的关系而言，“最高善的每个范围都需要所

有德性，每种德性都渗透于最高善的所有范围”。
同理，应用德性与善密不可分，追寻人类之善是应用

德性论的内在诉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体活动必须在社会活动中

进行，并体现为类生活。 马克思说：“个体是社会存

在物。 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
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

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

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

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
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

活。”如果说个体生活是传统德性论的基础，那么

类生活则是应用德性论的基础。 是故，应用德性关

注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伦理问题，寻求人类之善。
我们以环境问题为例。 在传统德性论看来，环

境属于自然，属工具性范畴，环境本身不具有德性。
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日益进步，
人们对环境的认识由以往的自然环境上升为伦理生

态，人的德性相应地转变为环境德性或生态德性。

环境德性属于应用德性范畴，它应当关注生态平衡、
健康与和谐发展问题，寻求自然环境的美好以及整

个社会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人
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
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

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

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

人道主义。”可见，应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环境德性

本质上依然是人的德性，它涉及应用德性的最为根

本的要求：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而生命价值则是善的

本质规定。 在施韦泽看来，“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
恶是毁灭和阻碍生命。 事实上，在对人际行为的伦

理评价中，通常被认为是善的一切，都归结为对人类

生命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保存或促进，以及对实现人

类生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 反过来说，在人际行为

中被认为是恶的一切，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人类生

命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毁灭或阻碍，以及对实现人类

生命最高价值的追求的疏忽”。 一般意义上说，应
用德性（包括环境德性）的基本要素是：保存人类生

命，避免人类生命受到威胁和伤害；在此前提下，保
存其他生命，避免其他生命受到威胁和伤害。 应用

德性追求人类整体的善以及生命善，这就决定了其

具体内涵是共同福祉而非特殊的或偶然的福祉。
２．共同福祉

传统德性论立足建立和完善个体内在道德品

质，强调个体内在价值的建立和实现，主要追求个体

价值如个人的自律、中道、勇敢、节制、智慧等德性。
传统德性论的基本观念可以归纳为：德性是伦理性

在个人性格中的反映，是社会环境对个体品格及其

价值的塑造的伦理成就，主要关注个人品格的养成

和实践，以个体幸福为主要价值取向。
传统德性论对幸福进行了严肃深刻的反思。 亚

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道德德性或行为德性的目的，
是应当追求和达到的最高目的和至善。 幸福与快乐

相关，最高的幸福则是哲学的沉思。 获得幸福，就要

去做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康德在道德形

而上学的层面深刻诠释了幸福和德性的关系，德性

是属于本体领域的自由本质，幸福则是属于现象世

界的必然现象。 德性是自律范畴，而幸福则属于他

律范畴。 这就会出现德性和幸福不一致的问题。 至

善则应当是幸福与德性的一致，应当是德福一致的

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说：“既然德行和幸福一起构

成一个人对至善的占有，但与此同时，幸福在完全精

确地按照与德性的比例（作为个人的价值及其配享

幸福的资格）来分配时，也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至

善：那么这种至善就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完满的善，
然而德行在其中始终作为条件而是至上的善。”至

善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只有拥有德性，才能配享幸

福。 总体上讲，在德性与幸福的讨论中，传统德性论

的基点是个体德性，涉及的主要是个体幸福。 当然，
这仅仅是指传统德性的总体价值取向，并不是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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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德性论毫不关注共同福祉问题。
应用德性论的重心不是传统德性论对于个人道

德品质的构建，而是追求人类实践的卓越优异，试图

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追求人类福祉。
习近平指出，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

在孕育成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世界

多元与全球共存两大总体趋势：一是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

进；二是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
戚相关。 应用德性论的重心从传统个体德性转向事

关人类命运的整体德性或人类德性，涉及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人类整体利益。
在应用德性论与幸福论的关系问题上，应用德

性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寻求人类整体的幸

福。 就是说，应用德性论关涉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当前社会复杂的、现实的、整体性的伦理冲

突，目的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 就人与自

然的关系来说，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与其

他地区、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协作，建立有效的共同治

理与防治机制。 马尔腾说：“我们有理由与自然合

作，让自然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与自然斗争。”为

此，应用德性要求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作一个应

用伦理主体，肩负起保护整个环境的主体责任，维护

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的幸福和

未来发展切实承担历史责任。

四、结语

从应用德性的萌生、兴起和价值取向来看，应用

德性论是扬弃传统德性论的新型德性论。 迄今为

止，虽然应用德性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人类共同

命运的内在本质和实践使命决定着应用德性论必将

由“星火之光”而成燎原之势。

注释

①［美］Ａ．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５４—１５５ 页。 ②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０７、５０７ 页。 ④⑤⑩［古希腊］亚里士多

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５、
１３０、３５、３—４、３０２—３１１ 页。 ⑥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ｈｙ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ｕｃｋ⁃
ｗｏｒｔｈ ＆ Ｃｏ．Ｌｔｄ．，２００９， ｐ．５．⑦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９０ 页。 ⑧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０２—３０３、３ 页。 ［美］爱因斯

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徐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９ 页。 ［英］杰拉尔德·Ｇ．马尔腾：《人类生态

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顾朝林、袁晓辉等译校，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６、１４６ 页。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Ｊａ．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０，１７（３）．
Ｌｉｅｚｉ ｖａｎ Ｚｙ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００２， ２１（２） ．Ａｘｔｅｌｌ Ｇ ， Ｏｌｓｏｎ Ｐ ．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 ４９（３）．
任丑：《应用德性论及其价值基准》，《哲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闫茂伟：《德性伦理应用于企业的合理性及其建构》，《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参见任丑：《伦理学体系》，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６—２１６ 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Ａｄｅｙ Ｈｕｉｓｈ，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１０１．［德］马克思：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８０—８１、７９—８０ 页。 童建

军、林晓娴：《当代西方环境德性伦理的新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１９ 第 ５ 期。 ［法］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０７ 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５２ 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１５ 页。

责任编辑：思　 齐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 Ｓｏｎｇ　 　 　 Ｒｅｎ Ｃ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ｎ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ｓｕｂ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ｕ⁃
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ａｌ⁃
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２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