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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二卷，包含杜威在1920年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
之外发表的所有文字。

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包括约翰·杜威一部主要著作《哲学的改造》，它们
大多来自杜威的旅行过程。
1919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利用休假年启程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随后其巡回演说和教学延长到两年
。
对杜威个人来说，这段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
所以，他认为这次旅行是“最有趣的，从理智上来说，是我所做过的最富有成效的事情”。

杜威的著作《哲学的改造》，是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他“对现代精神在
与传统哲学进行对比的情况下进行评价”的尝试。
拉尔夫·罗斯在本卷导言中将《哲学的改造》描述成“一本激进的书，⋯⋯一位温文尔雅者所写的好
战的书”。
杜威在其中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即所谓的工具主义；而且，在《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
第12卷1920）》这本书中，他通过全面的攻击，通过“将人引入到哲学之中。
哲学现在还像是用大理石砌成墙而盖起的房子，里面只有传统的形式、本质、原型和现实，而没有人
类的活动”，从而引起了哲学的革命。
对于杜威这位教育家和实用主义者来说，只有以科学为范式的人类智力的创造性行动，才能发现真的
观念；而那些观念是“我们能够吸收、确认、证实和检验的”。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哲学的改造》中随处可见；这本书与杜威具有种种开放的可能性世界保持一致
，承认对人类奋斗进行观察和思考，可以导致对生命是失望还是肯定的极大不同。

杜威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的。
他与政治领袖、学生、教授、商界人士以及宗教团体成员进行的交流，让他禁不住说，“西方没有什
么东西看起来与之一样，它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青春的再现一样”。
的确，杜威在1920年期间从东方发回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传统的7篇论文，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
深邃心灵的活力，又展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能力。
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在日本对中国的霸权这个背景下，满洲帝制的最后时光
，欧洲对中国的瓜分和特权，以及中国后来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与远东那时的动乱与变化
具有惊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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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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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詹姆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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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出生于佛蒙特州伯灵顿市一个杂货店商人家庭。
他于1875年进佛蒙特大学，开始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1879年，他毕业后先后在一所中学和一所乡村学校教书。
这时他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深受当时美国圣路易黑格尔学派刊物《思辨哲学杂志》的影响，1882年
在该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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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过去几个月里，反复流传着割让东三省、南方省份以及长江流域省份的谣言。
这些谣言，譬如，当事情不顺其意时，这里或那里的省级地方长官就威胁要退出，这在极大程度上是
政治的声望与权力上的游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在美国知道，一个州作为联邦的一个部分，其独立行动是会使外交关系复杂化的。
假如地方有更大的独立性，而中央政府弱小，我们容易看到，将会有很多外交争端兴起从而成为侵略
政策的借口。
　　而且，对于一个肆无忌惮的外国列强来说，与省级官吏和政客私通交易，让其出卖民族国家利益
，这具有持续的诱惑力。
中国的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外国干涉的历史。
它自然地使得本来就分裂、混乱而虚弱的中央政府变得更加糟糕。
不管是否公正，中国人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煽动了使中国分裂的每一场运动。
我在写这些时，正流传着在日本支持下企图恢复君主政体的传闻。
　　忽视在涉外法权问题上的法律程序与司法形式，其后果是严重的。
目前，如果中国与外强之间的商业以及其他关系要保持下去的话，那么，某种治外法权就是必需的；
而且，这涉及“租界”的存在。
然而，它们的存在对民族自尊是一种侮辱；留学回国的学生们带回了“主权”一词及其观念，没有任
何其他词语比这个更合适。
　　不过，现存体系对于中国人自己却具有当下的优势。
上海与天津的租界（concessions），现在处于外国法权之下；但是，对于中国自由派和政治不满者来
说，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之地。
现在，随着反动的司法部对新闻报纸的审查和压制的增加，报刊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形成在
名义上由外资拥有的公司，用外国人的执照来获得法律保护。
中国进步事业的机构纷纷跑到了租界。
当下，如果没有中国元素，这些报刊就只是一些空壳。
据说，在上海租界（ th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90%的人口是中国人，由他们支付了80%的税收。
如谚语所说，良莠总是参杂难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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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是约翰·杜威中期著作第12卷，其中包括杜威的主要
著作《哲学的改造》（这是他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大学所作的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他“对现代精神在与
传统哲学对比的情况下进行评价”的尝试），以及1920年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以外的所有论
文和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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