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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戴维森的遗作。
　　它探讨了语义学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真之实质和谓词的语义作用。
这两个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最为困难和紧迫的哲学问题，也是最能体
现西方思想精华的问题。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大批现代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如塔尔斯基、弗雷格、奎因、罗蒂以及戴维森
本人，是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一难题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与谓述>>

作者简介

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实在论的代
表。
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戴维森的思想，体现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主要集中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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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没有思维动物，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对象或事 件会是真的或假的。
约翰·杜威得出过两个结论：达到真不能是哲学的一 种特殊的特权，真一定与人类兴趣有本质的联系
。
他蔑视那种把真看作是 思想与实验研究和日常实践所不可达到的现实相符合的哲学传统。
他相信 ，这幅关于真的图画是为下面这个论题服务而设计的：哲学家具备得天独 厚的技能，可以获
得一种与科学不同并且高于科学的知识。
杜威写道： 大量证据表明在哲学方面人们最热衷于真，这是引 起怀疑的问题。
因为这通常一直是为声称是一种专 门达到最高的和终极的真的机构做准备工作。
事实 并非如此⋯⋯真乃是一些真命题的聚集；这些构成的 真命题与关于事实的最现成的探究和检验
方法相一 致，而这些方法，若是在一个单一的名字下聚集起 来，就是科学。
因此，对于真而言，哲学并没有超群 的地位。
杜威的目的是使真，并以它使哲学家的主张下降到尘世。
我 们可能公正地感到，杜威混淆了真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这个问题和有什么 样的真这个问题。
但是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处于这 个概念之下的东西显然依赖于这个概念是什么
。
而且，通过缩小真这个概 念的范围，肯定可以令人信服地把真这一领域置于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 
这种想法几乎很难说是杜威独有的；杜威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了C· I·刘易斯、皮尔士和威廉
·詹姆斯的观点，而且在今天，这个基本论题以 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普特南、罗蒂和其他许
多人的著作中。
 那些想揭示或紧缩真这一概念的人常常首先排斥符合论的任何暗示， 但是杜威认为，符合论的思想
只要恰当理解，就没有什么害处。
他说：“ 实际上，真的意思是观念和事实的一致，符合，”但是他立即接着问：“ 但是一致、符合
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一个观念在使我们达到它所 意味的东西时起作用，它就是真的”，而
且他赞同地引用詹姆斯的话： 任何观念，如果它将使我们成功地从任何一部分经验达到 任何另一部
分经验，令人满意地使事物联系起来，可靠地运 作，起到简化作用，节省劳动，那么它在这种程度上
就是真 的，至此就是真的。
现在大概没有什么哲学家受这些不确定的表述的 诱惑。
但是在我看来，实用主义者所说的问题——如何把真与人类的愿望 、信念、意向和语言的使用联系起
来的问题——恰恰是在思考真时所要集 中考虑的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今天这个问题并没有比在杜威时代得到更 进一步的解决。
 把这看作是关于真的主要问题，或者确实看作是一个根本问题，乃是 假定真这个概念在一些重要的
方面与人类态度相联系——它是某种常常令 人疑惑的东西。
实际上，真这个概念究竟是不是具有任何严格的哲学重要 性，常常是令人疑惑的。
罗蒂在介绍他的《实用主义后果》时说： 本书中的论文努力从一种实用主义的真之理论得出一 些结
果。
这种理论说，真并不是那种人们应该期待对之有 一种具有哲学兴趣的理论的东西⋯⋯在这个领域没有
有趣 的工作可做。
罗蒂在这里抓住了杜威的意图，即从一个崇高得只有哲 学家才可望达到的领域中消除真。
但是在我看来，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 握杜威对真这一概念的态度：杜威说真命题一般来说不是哲学
的特殊领地 ；但是他也坚持认为，真乃是起作用的东西。
这与关于真没有什么有趣的 东西可说这一论题是不同的。
关于起作用的东西，杜威发现许多有趣的东 西可说。
 罗蒂比较了我与杜威关于真的实质的观点。
我发现他在这个问题上所 发表的意见有许多与我相近，而且我认为，他有一个看法是对的，即我一 
般来说分享了杜威对于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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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点上，即在我刚刚触及的 一点上，罗蒂可能误解了我和杜威；按照我的理解，杜威认为
真一旦下降 到尘世，关于它与人类态度的联系，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真这个概念的 联系，就有具
有哲学重要性和教益的东西可说。
这也是我的观点，尽管我 不认为杜威正确地理解了这种联系。
 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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