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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个民族和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作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哲学在世界的几大文
明中都同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辉。
哲学并非像黑格尔和德里达所言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只是起源于古代希腊，并用希腊文、拉丁文和
德文等西方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概念思维，哲学的形态、风格和语言表达都应该是多元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人从西方引进“哲学”一词和西方哲学时，只是把它作为与中国传统哲学不
同的另一种新奇的哲学，而从未把它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不断地引进、移植和改造着西方哲学并使其本土化，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中渗
透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独特发展中对西方哲学产生了独特的理解和感悟。
应该说，中国人在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对于西方哲学也是有理论贡献的。
　　然而，在我们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更多地是注意哲学的内容和学理，而很少去注意西方
人是怎样学习和教授哲学的，实际上，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教学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但却相辅相成
的方法，学习哲学和教授哲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学理路径。
早在17世纪，笛卡儿就注意到，研究者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他把这些发现表述出来告诉
别人的方法是不同的，而霍布斯还专门研究了发现的方法和教导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这表明他们在研
究哲学的同时还是十分注重哲学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哲学表述清楚、传扬出去、教授给别人也是哲
学家研究哲学的重要目的。
因此，对于西方哲学的教学方法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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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科学哲学》汇集了最新的特约论文，这些论文考察了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基本问题。
    本书关注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进行说明的一系列问题，是此类探讨的开山之作，内容涉及当今社会科
学哲学的整个领域，包括后现代主义、科学研究、女权主义哲学、对社会生活的进化论说明、理性选
择论、实践理论和因果模型学说。
本书还追溯了社会科学的科学特征问题的各种起源，并考察了这一领域所经历的种种变迁。
    本书的写作班底由一些国际领先哲学家组成，他们撰写的每一篇论文都独立成章，分别对这一领域
中最热点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者和善于进行哲学思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本书是必读之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科学哲学>>

作者简介

斯蒂芬·P·特纳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和系主任。
他撰写过许多著作，其中包括《作为翻译的社会学解释》（SociologicalExplanation as Translation，1980
）。
他还是《剑桥伴读：马克斯·韦伯》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x Weber，2000）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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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启蒙时期的目的论　　目的论说明和层级目的论世界观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出现于18世纪。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对终极因果概念的扩大和“滥用”所造成的。
尤其在德国，由于目的论在教会的控制之外已成为可能的，思辨的目的论思维便被带人逻辑结论之中
，但却比莫里哀所想象的更加荒谬。
譬如，哲学家克里斯琴.沃尔夫特别详细地论证道，太阳照亮大地，因而人们能够非常轻易地在大街上
或田野里从事他们的工作。
第一编，第7卷：74—75）伏尔泰（Voltaire）曾嘲笑过一本当时的匿名著作，这本著作认为“潮汐被
赋予大海，因而船只可容易地进入港口”（Voltaire，1924：133－135）。
在这句话中，“因而”意味着一种说明一一即这些目的说明了阳光照耀和潮汐的事实。
　　启蒙思想家在面对这些成问题的论证时仍然被拉向几个不同的方向。
他们一般地赞同目的论在过去被滥用了。
但是，下述观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机体似乎只能通过目的论，根据某种内在原则或不能归结
于有机体的本性，才是可理解的。
此外，他们在其政治推理中直率地依赖于人的本质观念，认为人的本性以内在目的为特征。
甚至最自然主义的启蒙哲学，尤其是当他们描述历史的必然路径时，都是习惯地和不自觉地以目的论
方式来描述。
他们认为“这些力量”保证了这种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这些力量通常似乎难以同“催眠力”相区分
。
当他们坚持社会科学的规律与物理学或生物学的规律具有根本的相似性时，他们就不自觉地滑人了目
的论语言之中。
不过他们知道这些用法中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难题。
　　关于起源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不可理解的难题.倘若世界的机制像钟表一样，那么它似乎就需
要一个制造者和上发条者，这就不仅给上帝创造了一个角色，而且创造了一个必然的角色。
伏尔泰写道：　“如果钟表的制造不是为了报时，那么我将承认这些终极原因是狂想。
”（1924：133）并且他认为下述论断是荒谬的：“嘴被制造出来不是为了说话、为了吃喝，胃被制造
出来不是为了消化”，以及诸如此类的论断。
他指出，即使这些否认自然界中的终极因的人也“仍然承认裁缝师会制作外套来保护他们”，因而“
他们至少否认与他们的工匠相一致，否认与自然、与伟大的存在，与普遍的智慧相一致”（1924：133
）。
　　由于这些原因，譬如，伏尔泰拒绝放弃终极因，并试图在这个概念可接受的用法与滥用之间划一
条界线。
伏尔泰对潮汐的目的论说明的回答是：“要确定原因为之而起作用的真正目的，就必须承认其结果将
要存在于任何时间和所有地方.并非在所有时间和所有海面上都有船只存在，因此人们不能说海洋是为
航船而制造的。
”　（Voltaire，1924：133－134）但是，这只不过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终极因，除非它普遍
地是其结果之原因，这就是说，它是一个因果系列。
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某种原因的各种普遍的结果中指出“真正的目的”。
譬如，说所有人类都呼出C。
，，并不是说人类就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
因此，划界的难题表明以这些术语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进路。
　　提供这一进路的哲学家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并且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全新的。
康德是作为目的论物理学的热情倡导者而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但是最终他又拒斥了目的论。
他的社会科学论点是新颖的，这表现在他论述普遍历史的论文中。
　（Kant，1963）他拒绝承认目的论力量的实在性，但却坚持认为，必须把历史理解为一种目的论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科学哲学>>

程。
康德为何能够以两种方式来说明？
他在其成熟著作中详细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目的论说明永远是循环论证，因而在认知地位上不同
于机械规律。
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提出了有机体作为整体是否能以完全的因果方式来说明的问题，这
是机械系统能够做到的。
他否认有机体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有缺陷的”论证因而继续是有利于目的论说明的基本证明。
但是他接着论证道，目的概念恰当地说只能应用于智慧存在物的自由行动。
因此，当我们把它应用于有机体时，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或类比的意义上使用，也就是说，它们仿佛是
有目的的。
这样一来，他便引进了如下观念：“一种有机的自然物是一种其每一组成部分都相互地既是手段也是
目的的事物。
”但是，手段和目的在此只能作为类似的术语起作用。
　　康德对（机械的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与目的论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反映了某种难题的核心。
他承认，关于目的论存在着某种幽灵般的东西，但也是某种具有强迫性的东西，并且这种强迫性冲动
需要加以说明。
为了确定目的的本性，要求我们超越感觉世界，即我们有待于观察或实验的世界。
有目的地思考世界是我们的需求。
目的关系到我们的关怀，作为智慧存在物，我们所感受到的对它们的需求是我们的需求。
奥古斯特。
孔德通过把这一问题历史化而把这种洞见极端化：他把目的论思维降低为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阶段，一种将会枯萎消失的“需求”。
　　目的论的取代　孔德的拒斥　奥古斯特.孔德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者：　“实证哲学区别于
古代哲学⋯⋯只不过是因为它对所有诉诸原因（第一因或终极因）的拒斥；还有它对构成自然规律的
各种不变的关系的有限研究。
”（Mani.neau，　1858：799）他以此来说明从所有科学中彻底地消除“目的论的”和“形而上学的
”概念，最著名的是各种形式的包括明显或隐蔽的有目的的宇宙概念。
孔德的拒斥在范围上是空前的，并无情地穷追不舍。
他以驱逐出隐蔽的目的论用法的思想家而著称。
　　孔德社会学观念的核心，即他的“三阶段规律”论，自身包含着消除终极因的观念。
根据这一规律，每一科学领域都连续地通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迷信和万物有灵论阶段，他称为“目的论”阶段，其标志是求助于“虚构的存在物”。
然后是中间阶段，他称为“形而上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各种说明求助于抽象的存在物或力量，
譬如“动力”（和“原因”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同于不变的关系的严格意义）。
在最后阶段，这些观念被消除，因而纯粹的预言性规律构成该领域被认为是科学的事物之整体。
就其大部分而言，物理学达到了这种实证阶段：譬如人们不再问何种原因“引起”了吸引力，这正是
因为人们明白了对这类问题的唯一答案要么是目的论的，要么是形而上学的。
生物学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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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就可能的意义而言，这是一本最佳指导书。
它对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的争论。
不仅提供了历史的评价框架.而且提供了专题的评价框架；这既使它牢牢地植根于有关科学与社会的哲
学传统之中.又使它牢牢地植根于有关社会科学家的经验和理论问题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本书作者有效地重新界定了这一综合的内在领域.并展示了严肃的跨学科研究所能获得
的成果。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c）　　这本上乘之作是名副其实的艺术
级指导书，它对当今哲学和社会科学核心的那些真实和基本的问题与争议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通过内在一致地组织安排各个章节，这些问题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变得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这些争
议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常常被向前推进了一步。
　　——纽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　　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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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科学哲学》翻译中存在的硬伤，一定不吝赐教，《社会科学哲学》译者在此预先表示感谢
。
　　最后，我特别感谢母校一中国人民大学的培养和训练。
在哲学系三年的博士生学习期间，虽然我所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
西方哲学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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