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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成立（前身为成立于1979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以
来，一直将国际化作为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战略。
成立了专门的外事工作小组，制定了旨在推动国际化的《外事工作条例》。
不仅派出三十多名教师、学生赴国外学习，鼓励教师、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集体组织参加在韩国
首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等，而且大力支持各所、教师延请海外著名专家前来讲学。
　　近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地的众
多著名专家纷来沓至，他们或作精彩的专题演讲，或与师生进行深入座谈；有的被聘请为学院的客座
教授，例如罗蒂、安乐哲、杜维明、雷立柏——雷立柏先生事实上已经在我们学院讲授希腊语、拉丁
语三年多了；有的在学院进行几个星期的专题讲授，例如马丁、余纪元等先生。
这些著名专家的到来，极大开阔了师生们的学术视野，营造出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为了铭记和光大，学院决定从2007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外籍专家讲演集》，精选过去一年中外
籍专家的讲稿，进行编译，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价值与文化》
特辑的形式出版发行。
本辑是2007年外籍专家讲演集，精选了25篇演讲稿。
我们将之分为“中西人文精神”、“艺术与伦理”、“逻辑与哲学”、“价值与教育”、“俄苏思潮
”、“科学&#8226;宗教&#8226;社会”六个栏目。
希望这些专家的精彩演讲能启迪更多的学人。
　　在本辑中有一位专家及其演讲稿是例外，因为他不曾于2007年来学院演讲，他就是理查&#8226;罗
蒂。
罗蒂先生2004年曾经在学院做过演讲，并愉快地接受了学院的聘请，成为学院的客座教授。
《分析的哲学与叙事的哲学》一文即是当时的演讲整理稿。
2007年4月，与罗蒂先生一直保持联系的王成兵教授致信恳求将该文作为《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一
书的序言。
2007年5月5日，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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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舒梅克尔书中的主题是，有关自我知识的问题使哲学家错误地理解了自我认同以及一般自我本性的问
题。
自我知识有特征地表达在包含着“我”（“I”）字的句子中。
这些问题不得不涉及这种陈述与某种意义上与它们相同的第三人称陈述之间的不对称。
例如，有个说“我看见一棵树”的人，在他的视野内一般会发现一棵树，而不会发现正在观看他视野
内那棵树的一个人，或至少不是他自己，这个人正观察他所做的报告。
可是，另一个人以第三人称报告这同样一段情景，例如，“琼斯看到一棵树”，这个人在看到一棵树
的同时必须看到一个人，并且证实那个人就是琼斯。
于是，处在第一种情况下的人在想，他必须看到过，或以某种方式意识到，或至少推断出看树者和被
看到的树都在场，而且必须认同于这样被认知或推断为适当地归属为“我”（“I”）的人，这很可能
被导向作为非物质事物的自我概念，因为客观事物似乎能适合担当这个角色。
舒梅克尔在麦克塔伽特（McTaggart）、罗素和其他人那里发现了这类概念。
但是，他认为，这些理论都错误地设想：为了有资格说“我理解某个X”，我必须理解比某个x更多的
东西。
事实上，舒梅克尔说，第一人称经验陈述的显著特征是，它们的存在的真实性值得对它们作断定。
把观察者认同于“我”（“me”）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因此，可认同的神秘的东西既不需要发现，也
没有这种必要。
应该具备这种资格的，舒梅克尔在两个方面做了说明。
首先，当提出这种陈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必然时，这种第一人称陈述一般是真实的。
其次，容易忽略的是，当某些人正在看一棵树时，我们可以教他们说“我看见一棵树”这类语句，在
这样做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会向他们提供他们可以用来认同他们自己的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实际上，正如维特根斯坦曾经强调的，这类事实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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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价值与文化(第6辑)》：价值与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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