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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这些
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
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哲学
”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
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
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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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选题以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为对象，从他的理论基础即他的反基础主义哲
学理论入手，层层展开，分别对罗蒂的社会文化理论、政治法律理论、宗教道德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
研究，关注这些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同时关注罗蒂相关理论在西方思想学术界所产生的效应，立体
地展示出罗蒂的整个后哲学文化体系，以及它的价值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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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序言罗蒂其人哲学篇  一 超越西方哲学传统　二 反基础主义纲领　三 心理学唯名论　四 行为
主义知识论　五 没有世界的真理观文化篇　六 后哲学文化　七 无本体论的伦理学　八 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　九 多元化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篇　十 对于“实用主义”的诠释　十一 对杜威“经验”的不满
　十二 与普特南的分歧附录　一 苏晓离先生的来信与我的回应　二 罗蒂等当代实用主义者的马克思
主义观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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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哲学一直以“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形象，但这一形象在18世纪受到浪漫主义的严峻挑战。
从此，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内在张力，影响着西方哲学的自我认同，导致了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分裂。
罗蒂汲取了黑格尔的教训，以偏向浪漫主义的姿态，对两者加以改造和重新安置，对什么是元哲学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西方哲学的当代分裂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哲学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
样的危机。
在过去的岁月中，虽然有过中世纪对神学的依附，但西方哲学家们仍然可以在经院内运用理性围绕着
神学的话题交流各自的观点，讨论实在论、唯名论的孰是孰非。
哲学家之间起码的协同感（thesenseofsolidarity）并没有丧失。
然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哲学家阵营开始分裂，英美分析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
行同路人，彼此不了解对方，也不明白对方在做些什么。
分析哲学家们既不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在说些什么，也没有兴趣读他们的著作；同样，
大陆哲学家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研读罗素、卡尔纳普、奎因或戴维森，对那种把哲学符号化的做
法更是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
就像罗蒂所说的，能同时在两个阵营之间游刃有余的哲学家并不多见。
①应该说，同一学科下的不同分支之间，彼此不了解、不明白对方的工作性质和意义，这种情形十分
常见。
天体物理学家未必懂得物理化学家在说些什么，经典物理学家未必懂得量子力学家们在说些什么，大
脑神经学家未必懂得细胞蛋白质学家在说些什么。
但科学家们似乎没有为此感到焦虑，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彼此之间的隔膜，并不影响他们对科学自
我形象的共同理解。
当代哲学则与此大不相同。
在英美哲学家眼里，海德格尔、德里达无异于江湖骗子，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满足人们对神秘
感的迷信；而在大陆哲学家看来，英美的分析哲学家们已经将哲学引入歧途，使其堕落为一种小打小
闹的技艺，一种烦琐不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
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嗤之以鼻。
何以至此？
答案是：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有着一幅互不相容的关于哲学应该是什么的图画。
换句话说，他们在元哲学层面上，在哲学观上有重大的分歧。
我们不应该对哲学家们的真诚有任何怀疑，他们献身哲学的激情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也毫不逊色
于和他们同在一个学校的物理学系或化学系的同事们，他们之间的战争涉及到一个严肃的话题：什么
是哲学？
英美分析哲学家眼中的“哲学”始终和科学形象连在一起。
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成就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追求精确，重视论证，是他们所崇尚的风格。
在他们看来，哲学应该效仿科学，澄清知识结构，展示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一劳永逸地在知识和谬
误之间划出牢靠的界限。
而大陆哲学家则对哲学的科学形象毫无兴趣①，他们更愿意从文学那里汲取哲学养料。
“真理”不是他们所热衷的话题，他们的“目的是保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②。
他们并不对如何准确地映现世界感兴趣，而是对如何为我们的旧语汇增加新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
富感兴趣。
因此，罗蒂更愿意用“对话哲学”而不是“大陆哲学”来概括这一哲学倾向。
应该说，“对话哲学”比“大陆哲学”更准确地揭示了与分析哲学相对立、当下在欧洲大陆流行的哲
学的特征。
当代西方哲学的分裂折射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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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由来已久，今日西方哲学的分裂，其实早在18、19世纪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战争中埋下
了伏笔。
（二）理性主义及其困境在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理性主义一统天下。
它的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已经得到清楚的表达。
以塞亚?柏林把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看作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认为它主要由三个支柱所支撑：第一，所有
真正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必定不是真正的问题；第二，所有的解答一定是可
知的，是可以学习、传授的，并且存在有一种可被学习和传授的技巧，人们借此寻求答案；第三，所
有的解答一定是彼此互容的，它们融会在一个大写的真理之下。
③这种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般预设。
它不仅是哲学的骄傲，也是西方文化的所需。
理性化程度的高低，逼近大写实在的距离的远近，成了文化各部门有序排列的根据。
目标坚定而又明确，“真理”作为耀眼的灯塔，指明了人们前进的方向。
柏林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这种理性主义模式主要来自于希腊人对数学、几何学的推崇。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
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他们认为有
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
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
以避免。
①然而，柏林提醒人们，必须警惕这种理性主义幻象，因为它容易背离自己的初衷，导致对人的奴役
。
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
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
过的人类。
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
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独裁者。
②怎么理解柏林所说的理性对真理的追求会导致新的独裁呢？
我想，可以有这样几个解释：第一，就像柏林自己上面所说的，“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
。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是否要运用希腊人所推崇的那种理性模式来解释世界、安排人的生活，是不确
定的。
有些文化，比如犹太文化，其信念主要来自于家庭生活，来自父与子的关系，人们据此来解释自然和
人生，这在希腊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再比如中国传统的非线性的阴阳辨证思维方式，由人伦推及宇宙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等，也不同于
希腊理性的思维方式。
如果只有理性的方式才能把握真理，则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应该被放弃。
第二，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当我们在人那里找到作为其本质的理性，并把人的使命定为运用这一理
性达到大写真理的时候，我们无异于把人降到了物的水平，使人变成了一种受奴役的存在者。
物和人的不同在于，它在存在之初已经被规定了本质，它受这种本质的制约，并无自己的存在。
桌子的本质是什么，早在桌子存在之前已经被确定了。
而人不是这样的，人存在着，不断地选择着、创造着，直到死亡，才能“盖棺论定”。
当我们说人有一种本质，叫理性，其天命是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逃避选择，逃避自由，
好像有一种强制力，促使着我们朝向一个目标，抗拒它就是抗拒真理、抗拒过人的生活。
第三，如果说真理是信仰的结果，那么我们还可能有别的信仰的余地。
但如果说真理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运用其理性必然要承认的东西时，它就获得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威
力。
不接受它，就是故意闭起眼来敌视真理，这样的人，要么是精神有问题，要么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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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奎那要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性以及作为理性之目标的真理，具有一种强制力，一种一体化的强制力。
个人在它的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笛卡尔、康德都崇尚理性，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敢于运
用你的理性”成了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然而，如果这种理性只是我们共同拥有却又只能服从而无
法改变的宿命的话，个人就只能是理性实现它自己的奴隶。
人从上帝那里解放了出来，但又重新被自己的理性所奴役。
正是出于对理性主义这种负面效应的反抗，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之后不久，西方的思
想舞台上，一个新的角色登场了，如果说，在启蒙运动那时，是上帝和巨人之间决斗的话，那么，这
个新角色的使命，就是要在巨人打倒上帝之后，对巨人本身进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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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前前后后，历经多年。
其中一些内容曾经发表于《世界哲学》、《学术月刊》、《开放时代》、《复旦哲学评论》、《厦门
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
如果没有财政部、教育部“985工程”二期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支持，我大概不会想到，将自己过去的这些文字收集起来，修改补充，形成眼下
这本书的模样。
为了使罗蒂的哲学面貌更加完整，我也将原先在拙著《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湖南教育出
版社1999年版）以及《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中涉
及罗蒂的一些内容，稍加改动，纳入到本书之中。
在此，我对上述刊物和出版社，表示真诚的感谢。
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妻子何安娜（Annette Hilleis-Chen）。
她的鼓励和批评，是我研究罗蒂很好的动力。
另外，还有我远在厦门的女儿陈南丁，读她那优美而动人的文字，每每给我带来极大的愉悦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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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罗蒂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人对于下列角色的梦想：完美无缺的批评家、无怀旧情绪的局外人、苏格拉
底式的牛虻、无情的祛魅者、永恒的非当下的梦想者、新曙光的大胆预言者、现代材料的灵巧混合者
和熟练制作者以及对未来完成的国家的爱国主义批评者。
对许多人来说，他是难以对付的对手，很少有人称他为朋友。
他的著作在全国各处，在每一个学科，在每一个常春藤大学遭到批判。
然而，他是最让人爱读的哲学家之一。
  　　——蒙蒂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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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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