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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启蒙运动和苏格兰的关系说起，追溯了启蒙运动的背景和历史渊源，并分述了各种理论及流派
，对研究启蒙运动的人而言，具有较好的指南作用。
本书“社会”标题下包括的是历史理论的建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品，道德哲学以及苏格兰人更普
遍关注的“文化”议题。
本书极为合理之处是设想了恰如其分地谈论“苏格兰人的”理论，而不是仅仅谈论休谟或斯密的理论
。
本书的指导目的是处理那些苏格兰人自己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议题——那些著作应对的是“大”题目
和想法（“人类历史”“国家财富”“文明”的本质），它们讨论的是一般性的、宽广的事物，而不
是地域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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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有两个维度。
首先，是上述所说的民族中表达的标准。
其次，在这些民族中并不是所有的判断都被会注意。
既然有这两个真实的维度，那么我们就能期待在野蛮与庸俗之间重现一种相似性，我们在上一部分中
遇见过这种相似性。
我们没有失望。
杰拉德清晰地阐述了这种联系：正如野蛮人区别于文明人一样，在每个民族中的“庸俗之人也会以同
样的情境区别于那些优雅之人”。
 审美从属于教育，并因此有一种认知成分，正如休谟所说的“理解”。
在今天同样的概念可以表达为鉴赏力（从语源上说它指向关键点）。
庸俗之人和愚昧之人因此被认定没有资格成为评论者。
休谟在总结五个特点之后，立刻指出，仅仅是某些人能够（“作为事实”）拥有这些特点；实际上“
作为人的普遍性”是有缺陷的。
杰拉德把这种缺陷归因于缺少机会（Essay lst edn：208），坎贝尔则归因于“对教育的整体需求”
（Philosophy of Rhetoric：11）。
凯姆斯从社会学意义上的论述更准确和坦白。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同等地关注每个人的看法；事实上“人们中的大部分”，那些“仅靠体力劳动只
求果腹的人”都应该被排除在外。
这些人全无审美，更谈不上“在优秀的艺术中进行判断”。
只有那些有闲暇去研究这些艺术品的人，才具有必备的知识；这是在同一民族中那些“粗鲁和无教养
的庸俗之人”缺乏的东西。
格里高利同样在研究中指出，运用审美的手段就意味着“更好地运用想象力”，由此他得出结论，“
大部分人的卑微境况⋯⋯剥夺了他们改善能力的途径，无论是想象的能力还是推理能力”（除了那些
具体职业与此相关的人）。
（CV：132—133）这一点强化了早先的论点，即决定性的变量是社会学上的。
闲暇和教育的出现（或阙失）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历史主义论证所认为的，野蛮人在某种意义上是
另一种人类，他们生活在一种与文明社会不同的“文化”当中。
 看起来，评论者在确立标准中的作用与教育精英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清晰可见的关联。
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之幕看起来是透明的了。
这一点已被评论者恰当地指出（如Pittock 1973，Barrell 1986，Copley1987）。
它是如此的透明，以至于揭示出来的东西全都平平无奇。
苏格兰人不会接纳庸俗之人的美学观点，正如不让他们投票一样。
同样的推理可以用在所有例子上。
把庸俗之人从审美领域中排除出去，正如深刻地揭示了苏格兰人不稳固的民主观念一样，这一开始就
来源于他们的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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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的指导目的是处理那些苏格兰人自己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议题——那
些著作应对的是“大”题目和想法（“人类历史”“国家财富”“文明”的本质），它们讨论的是一
般性的、宽广的事物，而不是地域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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