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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查德·麦凯·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1931—2007）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来源与背景复杂，继承了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的思想。
知识的来源、范围，知识的目的、价值与知识的确证等问题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传统的“知识”界定是确证的真信念，把知识确证的目的看作要可靠地追踪无人的真理，并且真理被
理解为与经验接触的实在论观点。
这种知识观以旁观者的角度，在实用目标或人类兴趣范围之外，寻找真理的纯粹本质或知识的绝对方
法；超越历史环境去寻找一种不会随社会实践、世界图景的改变而变化的知识的基础或标准。
  因此，传统知识论以及当代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一致主义，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等在理论上存在
着一些问题。
本书将它们具体归纳为7大问题：知识的价值问题，知识的三元定义问题，知识的基础问题，实在论
问题，知识的普遍性问题，假设武断与无穷回溯问题，真与假问题等。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知识的求真价值问题，求真导向的知识确证预设了主客二分，普遍理性，内在本质
等一系列相关假定。
    本书从知识的研究“主体”为切入点，把知识的主体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与类主体。
传统知识论从个体的角度来考察知识，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注重个体心灵的运作、忽视知识生产的共
同体，脱离社会对知识运用效果等因素的考虑，把知识的确证建立在个体的额外的理性与实在的内在
本性关联的基础上。
本书把知识放在整个哲学史的背景中，从实用主义与后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结合的维度来考察知识。
以个体为中心的知识观并不符合知识的发展历史与现实要求，因而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所以知识论研
究传统应该从个体知识转向社会知识。
    罗蒂的知识论是“族群中心主义”的社会知识论，他认为知识的主体是处于社会团体、族群之中。
在知识的产生中，人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在某个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知识的研究对象和结果都
是社会的建构，要受到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影响；知识确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共同体的事业
，是相对于听众的；知识的传播、接受与权利、民主与自由有关；以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的知识是有
限理性的、相对的、开放的知识，因此传统个体知识论寻求的知识公度性由客观性走向协同性，由普
遍性走向境域性。
    知识中包含大量的隐喻现象，仔细分析发现，这种现象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从笛卡儿到康德的知识
论，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隐喻更替的历史，其中真理是一个过时、糟糕的隐喻。
因此，罗蒂的社会知识论明确指出真理不是知识确证的目的，知识的价值在于给人带来的对付环境的
效用。
罗蒂消解了真理与意见、事实与价值、知识与权利、沉思与行动的划界，把权力、利益、自由、民主
与对话等社会学的要素引入他的社会知识论。
他认为“知识或真理”是在理想交往条件下为人所信奉的东西，这种条件是由一种自由的出版业、一
种自由的司法和自由的大学来促进的。
罗蒂的族群中心知识论对知识论问题的回应中提出“无害回溯”，“内生型怀疑”等创建性观点，这
些观点大大的扩展了知识论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对知识的理解。
罗蒂族群中心主义知识论也存在一些理论不足，就社会因素如何具体影响知识的内容方面没有深入细
致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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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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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念的确证在于它与相关的信念系统相一致。
但是普兰庭加指出，把知识的确证归结为信念系统本身内在的一致，会导致信念与外部世界脱离关系
，这种封闭的、摆脱了外部世界影响的信念系统不可能构成关于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的知识。
依照一致主义的观点，还会出现无限多的信念系统，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却同样是一致的，因此，
普兰庭加认为信念的确证在于它们与认识者的经验联系，而不在于与其他信念相一致。
为解决这个疑难，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提出“基础一致主义”的填字格隐喻，她把经验引入一致主
义，认为知识像填字格，知识之间既存在着经验基础，又能相互推论一致、相容。
填字格被理解为基础一致主义的知识观。
基础主义找不到无可怀疑的基础命题充当基础，于是转向信念的确证在于它与相关的信念系统相一致
，把知识看作整体意义上的东西，命题之间相互支持，彼此互为基础，这是一种精致的基础主义。
问题是知识的确证归结为信念系统本身内在的一致会导致信念与外部世界脱离关系，更加麻烦的是，
彼此一致的信念系统恰如打碎的镜子，每一个碎片都顽强地反映着世界的影像，出现无限多的各不相
同、但却同样是一致的信念系统，哪一块镜片反映了世界的真相？
一致主义和基础主义也没能摆脱镜子隐喻的限制。
4.长征隐喻“弱基础主义”把知识的追求比喻为长征，真理是长征的无穷遥远的目的地，并非像镜子
反映真理一样，立现眼前。
在长征的途中，脚下不会有坚硬的石板路，我们脚下是沼泽地，我们相信在沼泽地中一定有承得起我
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停在上面休息，但这个基础是脆弱的，当它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必须往前走，
去寻找新的坚固的路面。
知识“并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岩石上，它走在沼泽上。
我们只能说，这块土地现在还结实，我们要停在这里直到它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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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罗蒂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哲学家，他对传统哲学提出的一些挑战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思考。
本书从知识论的视角，全面论述了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社会知识论思想；从个体知识论
和社会知识论两个方面剖析了罗蒂思想的发展脉络，具体分析了罗蒂对个体知识论的批判，并对罗蒂
社会知识论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加以概括。
罗蒂的知识论的总特征是实用主义的社会知识论，他理解的理性不是超人类、超时空、抽象的普遍理
性，也不是个体的自然之光，而是处于这两端的中间——族群理性。
同样，罗蒂的知识既不是纯个体的知识，也不是超个体的全人类的知识，而是介于这之间的族群知识
。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做大的变动，只是在字句方面做了润色
，由于罗蒂思想的复杂性，本书的研究难免有许多不够深入的地方。
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嘉明教授，由于学识与学历的缘故，在我作了6年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教师后有幸被陈嘉明教授接纳为弟子，在导师的教导和敦促、鼓励与宽容下，才使我涉人哲学的堂
奥。
论文的写作得益于导师悉心指导，在论文选题、框架搭建、关键概念的界定，以及部分字句的推敲等
方面，陈老师都悉心指导。
在本书的修改中陈老师依然认真推敲，亲自执笔指正，陈老师宽厚的为人、严谨的治学之风对我将影
响终身，在此再次向陈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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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罗蒂的知识论研究》：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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