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专题热点 

推荐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青 萍：创建“美德网络...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周全德：网络不良信息对... 

 王 琴：“网婚”现象告...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韩东屏：道德的基础不是...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孙 君等：领导干部“人... 

热门文章

 大卫.皮亚肖德：反思中... 

 中国伦理学会第六届理事... 

 《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 

 衡孝庆：关于城市伦理的... 

 李 伦：自由软件运动与... 

 林桂榛：性行为伦理限制... 

 王淑芹：市场经济道德性... 

 王 琴：“网婚”现象告... 

 衡孝庆：西方传统伦理思... 

 易 钢：道德回报理论初... 

 高桥 进：论现代日本的... 

 卢 风：论应用伦理学之... 

 豳 人：史论纵横通古今...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 

 中韩第十三次伦理讨论会... 

首页 → 学会概况 → 会员天地

万俊人

作者：信息中心 阅读：375 次 时间：2006-4-16 来源：:::中国伦理学:::

                                         

学历与工作经历： 
  先后求学于中山大学（1979-1983）和北京大学（1983-1986），师从周辅成先生获伦理学硕
士； 
  随后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87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破
格晋升为教授； 
  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确认为博士生导师； 
  1999 年受聘为清华大学，负责重建清华大学哲学系， 2000 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

研究专长：
  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以西方伦理学史（古典与现、当代）、伦理学原理、中西伦理学比较为主，
兼及应用伦理、西方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批评理论等领域； 
  负责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伦理学博士点的教学科研工作； 
  指导伦理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和哲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教学工作： 
  主要讲授博、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西方伦理学研究（含古典与现当代）”、“伦理学名著选
读（英语）”、“中西伦理学比较研究”、“现代经济伦理导论”、“政治伦理研究”等。主要讲授的
哲学本科生课程有：“人文学社会科学导论”、“伦理学原理”等。  

成果：
  主编或独立编著出版的专业课程教材有：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1992年初版（三卷本修订版在刊印
中）； 
《伦理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刊印中； 
  《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共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刊印中。 
  其中，《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先后多次获全国高校首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金岳霖学术著作奖、首届中国文化奖和北京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等一、二等奖励。 

科研工作： 
  主要从事与自己教学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学术理论关注的重要课题包括： 
西方伦理学研究； 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现代性问题；全球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宗教与道德之

内在关联问题；等等。现主持或承担国家、教育部、清华大学、国际合作多类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6
项，科研经费约100万人民币。 
  主要代表性成果有：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于无深处——重读萨

特》、《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中国学术》、《文化中国》（加拿大）、《世界哲学》、、《比照与
透析——中西伦理学的比较视野》、《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弗罗姆》、《寻求普世伦

理》、《现代性的伦理学话语》、《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等 14 种；译著有《自为的人》、《主体性
的黄昏》、《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冷却的太阳》、《道德语



 

言》、《詹姆斯集》、《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等 14 种；主编《 20 世纪西方

伦理学经典》（四卷）、《公共管理伦理导论》等多部；迄今用中、英文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曾经先后获首届全国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1996 ），第二届金岳霖学术

奖二等奖（ 1996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2 、 2002 ），北京大学优秀青

年成果奖一等奖（ 1993 ），首届“ 505 ” 中国文化奖等学术奖。  

主要社会和学术兼职：

  1991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 1994 年被评选为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学术骨干”。 

1993-1994 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访问学人（哈佛 - 燕京基金）。 1996 年被聘任为美国名人传记

中心学术顾问。 1998 年被遴选为西方哲学（伦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委员会委
员。现兼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提名

委员会委员。 2000 年起被选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 2001 年起被选为教育部哲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 2002 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学术类）奖”。 200
2 年哈佛 - 燕京学社访问学人。2005－2006年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人（哈佛大学）。先后受聘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湖南理工学院、湘潭大学兼职或客座教
授。现担任全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易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同时担任“伦理
学前沿丛书”主编（人民出版社）、“政治哲学丛书”主编（人民出版社）、“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主
编（河北大学出版社）、“清华哲学年鉴”主编、《中国学术》、《哲学动态》、《孔子研究》等十多

家杂志学术编委。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院兼职研究员。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哲学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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