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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杜威全集》中文版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作为这一项目的发起人，我当然为此高兴，但更关心它能否得到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并在相
关的学术研究中起到预期作用。
后者直接关涉到对杜威思想及其重要性的合理认识，这有赖专家们的研究。
我愿借此机会对杜威其人、其思想的基本倾向和影响以及研究杜威哲学的意义等问题谈些看法，以期
抛砖引玉。
考虑到中国学界以往对杜威思想的消极方面谈论得很多，在这方面大家已非常熟悉。
我在此主要谈其积极方面，但这并非认为可以忽视其消极方面。
一、杜威其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哲学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不仅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由皮尔士创立、由詹姆士系统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将其运
用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伦理、心理、逻辑、科学技术、艺术、宗教等众多人文和社会科学领
域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提出了重要创见。
他在这些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
它们不仅对促进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起过重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杜威由此被认为是美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的精神象征；在整个西方世界，
他也被公认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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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内所有的论文首发于1893年和1894年。
这期间，正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执教的最后一年半及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最初半年。
这个时期的终结，恰逢杜威1894年12月启程前往欧洲进行广泛的游历。
　　本卷内容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除了16篇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在杜威有生之年重印过)之外，还包括
有关6本书的书评、3篇文章和一本完整的著作《伦理学研究(教学大纲)》，以及3个口头讲演的逐字逐
句记录稿。
　　1893-1894年期间，杜威特别高产，此点或许可以视为标示这个两年期之重要性的一个指标；而且
，大量的材料汇集成一卷，也提供了分析和研究杜威多方面思想的一个良机。
就环境和思想而言，这两年显然是杜威的一个过渡时期，标志着向其工作中更为后来和更富有特点的
一些重点的转移。
这对于那些试图发现这些重点之肇端的读者而言，特别具有价值。
　　本卷中的杜威著作《伦理学研究(教学大纲)》，就像其早3年的前身《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一
样，原为满足杜威的学生使用之需。
然而，就像他谨慎地指出的那样，这绝不是《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的第二版。
《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在经过仔细编辑和补充完备的引文出处之后，收入《杜威全集》早期著
作(1882-1898)第三卷。
比较阅读这两本著作，能够获得对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进行富有成果研究的资料。
　　本卷正文中的文本是“原汁原味”的——均无解释材料或引文出处。
是故，为使原文更富意义，辑备了一些有益的附录。
“参考书目”部分提供了杜威文本中提及的各个作品的完备列表，“引文勘误”部分给出了与杜威所
引材料相应的完整、正确的文本，突出了原著文本与杜威所引文本之间的差异。
至于每个作品的出版细节和写作背景，可参阅“文本说明”部分。
而编辑方面的所有决定，则请详见“对范本的校勘”和“文本注释”部分。
　　“现代语言协会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赏识本卷编辑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已经授予本卷“认可
文本”认证印签；连同先前获得了此项认证的《早期著作》前三卷，成为荣获此项认证的唯一非文学
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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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杜威（John Dewey） 译者：王新生 刘平 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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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总序导读早期论文　基督教与民主　勒南丧失对科学之信仰　对必然性的迷信　人类学与法
学　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实现　中学伦理学教学　为何学哲学?　婴儿语言的心理学　奥斯丁的主权论
　作为原因的自我　重建　德育中的混乱　弗莱德·牛顿·司各特　直觉主义　道德哲学　论情绪　
书评　评伯纳德·鲍桑奎的《美学史》　评约西亚·罗伊斯的《论德育的若干心理问题》以及《对善
与恶的认识》；评戈尔戈·席美尔的《道德缺陷决定智力功能》　评莱斯特．F·沃德的《文明中的
心理因素》，评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评乔治‘B．亚当斯的《中世纪文明》，评罗伯特·
弗林特的《历史哲学史》　评詹姆斯．鲍纳尔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历史关系》伦理学研究(教
学大纲)卷首语第一部分　1伦理学的本质　2道德品行的要素：行动者及其行动领域第二部分心理伦理
学　3对品行的一般分析　4道德意识　5道德认可、价值和标准　6反思认可或良知　7义务　8自由和
责任　9美德和诸种美德附录　1论哲学和神学的关系　2论作弊　3伦理学和政治学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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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外部看来，宗教好像是一种膜拜，是一套教义。
它看起来是一种膜拜；就是说，汇集有一些有待实施的特定活动，有一些有待在意识中珍视的特殊观
念。
这些活动和膜拜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规范性，或多或少地带有细节性，或多或少地带有形式性；但是
无论如何，必定具有某些特殊的活动。
具有宗教意义和成为礼拜的正是这些活动，而其他活动则是界外的、世俗的，或者是亵渎性的、商业
性的，抑或纯粹是道德性的——总之，它们不是与上帝的“交通”。
同样，教条和教义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是狭隘的、僵化的，但是看起来必定树立有某种属于宗教意识的
特殊观念体，而其他观念则是属于科学的，或者是属于艺术的，抑或是属于工业的。
这是外表。
对宗教的起源和演化的研究，摧毁了这种外表。
研究表明，每个宗教都根源于某个共同体的或者某个种族的社会的和心智的生活。
每个宗教都是该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达；其仪式和膜拜是对这些关系的神圣性和属神性意义的
一种承认。
宗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态度和精神习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民族对它发现自己身居其中的那个世界所
作的感知性的和系统性的反应。
它的观念、教条和秘仪，是以象征的形式对环境之诗意性、社会性和心智性价值的承认。
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社会的和心智的意义渐渐湮没；这种意义是如此彻底地浓缩于象征、仪式和教
条之中，以至于它们看起来就成了该种宗教。
它们本身反倒成了目的。
如此这般地脱离生命，它们便开始腐朽；看起来，宛如宗教正在散架似的。
而实际上，那生命本身，那孕育出这些形式的社会和知识的互动复合体，已经且继续忙着在更加充分
的关系和真理当中发现启示和表达方式。
如果说没有哪种宗教只单纯地是一种宗教的话，基督教尤其显得并不单纯地是一种宗教。
耶稣并没有设立什么膜拜或者仪式；没有什么特定崇拜形式，没有什么被命名为宗教的特定活动。
他显然处于另一面。
他所宣告的是，设立这种特殊的活动和机制本身就是生命有欠完美的一部分。
“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
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
”——其时的敬拜只应当是行动中的人的自由的和真实的表达。
耶稣没有设定什么特殊的教训——没有哪些特殊的真理被贴上宗教性的标签。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③耶稣所知晓的唯一具有宗教性的真理就是大写的真理。
没有什么特殊的宗教真理是他要来教诲的。
相反，他传的教训是：就像上帝是一个一样，大写的真理无论怎么来命名，无论被人如何来划分，也
是一个；把握真理并且按照真理生活就是宗教。
穆尔福特（Mulford）博士在其《上帝的理想国》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根本就不是一种宗教，自身没有
什么使其与一般的行动和真理划分开来的膜拜和教条。
基督教的普遍性本身就预防了它成为一种宗教。
基督教，穆尔福特博士主张说，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启示。
启示之条件是它有所启示。
基督教，如果说是普世的，如果说是启示，必定持续地展开，永不停止地发现生命的意义。
启示是对生命进行的查实。
它不可能多于此；它必定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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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督教就不可能随着人们在某个既定时刻可能认作基督教的任何一种特殊理论或者行动模式而
废立。
基督教在其现实性上并未察觉有什么这样的排他性的或者宗派性的态度。
如果把基督教弄得随着任何一种特殊的理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伦理的）而废立，如果把基督教认作
某种特殊的行动（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仪式性的），那么它就否弃了自身的基础和命运。
基督教所宣扬的就是上帝即真理；作为真理，上帝是爱，并把他自己完全启示给人，自己无所保留；
人是这样带有这般启示出来的真理的人，以至于对于（to）他的启示不及内于（in）他的那样多；人
是真理的道成肉身；通过占有真理，通过认同真理，人得自由；消极性的自由是免除了罪，积极性的
自由是过自己生活的自由，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无障碍地使用他被给予的手段——自然需要和
自然环境。
作为启示，基督教必须有所启示。
唯一可以用来检验的标准就是事实——它们的真理不断地得到人们的查实和占有吗？
忠诚于这一真理的生命带来自由了吗？
显然，在其他一些宗教当中，倘若主张某些人是宗教的特殊代表，坚持认为有某些要予以秉持的宗教
性的特定观念和某些要予以践行的宗教性的特殊行动，并无多大矛盾之处。
没有什么别的宗教把其基础和动机——把握普遍真理，以及随之的自我启示力量——普及到每一个人
。
但是，在基督教当中，如果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宗教真理，把它限定在某些僵化的条条杠杠之内，宣
称这是而且只有这才是基督教，就是自相矛盾的。
只要生命有新的意义有待展开，有新的行动有待设定，那么真理的启示就必定会继续。
一个组织可以大声宣告自己忠于基督教和基督；但是，如果在宣称其忠诚时，它自认为是基督教真理
的守护者，自认为拥有某种规定何为这一真理的特权，自认为在宗教活动管理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
如果简言之，该组织企图在一个运动的世界中宣扬一种不变性，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主张一种垄断权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的基督教正在外于并越过该组织起着作用、启示，正在透过更加广泛与自
由的管道进行的迹象。
被称作教会的这个历史组织刚刚得到这类教训。
曾几何时，教会自认它对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见解具有最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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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四卷的翻译工作由王新生和刘平承担。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对译稿进行了互校。
具体分工是：王新生负责封面、封底、前后勒口、“前言”、“导言”和“索引”，以及本卷前半部
分的16篇论文；刘平负责后半部分的4个书评、《伦理学研究（教学大纲）》和附录，以及“参考书目
”。
“校勘原则和程序”、“文本说明”本来交由研究生翻译，因为不谙术语和相关专名，导致译稿失去
原文面目，无法校改，最后由王新生负责重译。
刘平委托研究生武彩芳翻译“引文勘误”、“断词表”和“范本中的校勘”部分，王新生进行了实质
性校改。
《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四卷的翻译困难重重。
特别是由于杜威早期著作行文晦涩，句式颇长，有的甚至不合英语语法，翻译十分吃力、费时。
在持续数年的翻译中，我们尽管就一些难点和疑点请教了来访的不少美国学者，但译文中仍然有个别
需要推敲的地方，好在这些在最后的译校过程中都一一有了定论。
考虑到读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和层面，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各自尽力添加了一些帮助读者理解的有
关背景和内容的注释。
最后，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编辑的辛劳深表谢意，并恳请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不吝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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