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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主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哲学流派，不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而且在英国、
法国、意大利以及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这一学派的观点，选译12位代表人物的代表作。
    本卷精选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28篇重要论文，着重反映他的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他在认识
论、形而上学、数学、逻辑学、指号学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以及他对科学和宗教的看法。
书后附有八卷本的《皮尔斯文集》（英文版）的全部目录，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全部论著的概貌，可作
为深入研究皮尔斯哲学思想时查寻资料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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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指号学家，实用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在认识论、形而上学、逻辑学、指号学等方面都提出不少重要论点，对其后某些古典实用主义者、
新实用文主义者以及分析哲学家都有不同程序的影响，因此一二十年前在西方哲学界曾欣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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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关于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大部分涉及逻辑问题。
达尔文先生提出把统计方法应用于生物学。
在一个大不相同的科学部门，即气体理论中，也进行过同样的工作。
克劳修斯(Clausius)和马克斯韦尔(Maxwell)尽管不能说，个别气体分子的哪一些运动将依据于某个关于
这一类物体的构成的假说，但他们在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发表11年之前已通过应用概率理论做出这样的
预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分子的这种或那种比例在特定环境中将获得这种或那种速度；在每一秒中
都将发生这样或那样相对数量的碰撞，如此等等。
从这些命题出发，就能得出气体的某些特征，特别在它们的热关系(heat-relations)方面。
同样达尔文虽然不能说在任何个别事例中将发生怎样的变异和自然选择，但他表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些变异和自然选择恰使动物与它们的环境相适应。
现存的动物形态是否产生于那样的活动，或者这种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一些构成下面这种
讨论的主题，在这种讨论中，事实问题和逻辑问题令人惊奇地交织在一起。
    推理的目标是从我们已知的事物中推出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些事物。
因此，如果推理能够从一些真前提中推出一个真结论，那么这种推理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
例如，速度问题纯粹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
A是在前提中陈述的一些事实，B是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真正如此相互关联，以致如果A
是如何如何，B通常也将是如何如何。
如果情况是如此，这种推理便是有效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是无效的。
这根本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当这些前提被我们接受时，我们就感到一种也要把结论接受下来的冲动。
诚然，我们通常的确会正确地进行推理。
不过，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即使我们不具有把一个真结论接受下来的>中动，这个结论仍然是真的；
即使我们不能抗拒相信一个错误结论这样一种倾向，这个错误结论仍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我们属于那种主要从事逻辑思维的动物之列；不过，我们的思维并非完全符合逻辑。
例如，我们大部分人所持的乐观自信的程度自然而然地超过逻辑所能证明的程度。
我们似乎具有如此的素质，以致即使缺乏任何可做依据的事实，我们仍然兴高采烈，自我满足。
经验不断地使我们的希求和愿望受到约束。
可是，纵然我们在一生中都采取纠正措施，通常也不能根除我们的这种乐观自信的倾向。
在希望没有受到任何经验约束的场合下，我们的乐观自信多半超过正常的限度。
在实际事务中采取合乎逻辑的想法(如果不是从旧有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而是把它理解为安全与有效
推理的明智结合)，这是动物所能拥有的最有用的品质，从而可能从自然选择活动中形成这种品质。
不过，在这个范围之外，让一种动物的头脑充满一些愉快的和令人鼓舞的想法，而不管真实情况如何
，这对这种动物来说可能更有好处，因此，就非实际的论题而言，自然选择可能引起一种错误的思想
倾向。
    使我们从特定的前提中引出这一种推论而不是另一种推论的那种东西，是某种思想习惯，不论这种
习惯是生来俱有的还是习得的。
这种习惯按照它能否从真前提中引出真结论而成为好的或者不好的；在把一种推论看作有效的还是无
效的时，并没有专门考虑它的结论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按照这种推论由以决定的那种习惯一般来说
能否导致一些真的结论。
可以用一个命题把那种支配这种或那种的特定思想习惯表述出来，这个命题的真理性取决于这种习惯
所决定的推论的有效性，这样一个公式被称为推论的指导原则。
例如，假定我们观察一块旋转的铜板，当把这块铜板置于一块磁石的两极之间时，它就会很快停止旋
转，那就推论说，对于每一块铜板，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推导原则就是：对一块铜板发生的情况，对另一块铜板来说也为真。
这样一条指导原则对于铜(copper)而言比对于其他许多物质——如黄铜(brass)——而言更加可靠得多。
    可以写一本书来详细说明这些推理指导原则的最主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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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它可能无助于那样一个人，这个人的思想完全受实际问题的支配，他的行动遵循一条
墨守成规的路线。
那样一个人所面临的是一些常规的问题，他在自己的业务学习中已经一劳永逸地学习过处理这些问题
的方法。
不过，假设某个人敢于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在那里他的成果并没有经常受到经验的检验，全部历史
表明，最强有力的智者也往往会迷失方向，把他的精力浪费在一些不会使他更加接近他的目标或者甚
至使他完全误入歧途的方向上。
他像一艘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船上没有一个了解航行规则的人。
在那样一种场合下，对推理指导规则进行某些一般性研究，这肯定会被证明是有用的。
    无论如何，如果不首先对这个题目做些限制，那就很难处理好这个题目，因为几乎任何事实都可以
作为指导原则。
不过，幸好情况是这样：对各种事实可以做一些区分，有一类事实作为指导原则来说绝对是本质的，
另一类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来说具有其他的意义。
这就是把下述两类事实区分开：一类事实在询问为什么某个结论被看作从某些前提中得出的时，必然
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另一类事实在那样的询问中没有被涉及。
思考一下就能表明，当人们头一次提出这个逻辑问题时，已经假定存在着事实的这种多样性。
例如，这意味着有一些像怀疑和相信这样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从怀疑转化为相信，思考的对象仍然相
同；这种转化服从于某些法则，所有的人都同样受这些法则的约束。
由于在我们能够对推理获得任何清楚的认识之前，我们必定已经知道某些事实，因此不能认为我们对
探索这些事实的真假还有更多的兴趣。
另一方面，人们倾向于相信，从这个过程的观念本身中引出的这些推理规则，是一些最重要的规则；
的确，一种推理只要遵循这些规则，这种推理至少不会从真前提中引出假结论。
就事实而言，从逻辑问题蕴涵的这些假定中可能引出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将超出人们可以设想的程度
，这是由于一些很难在开头加以说明的理由。
我在这里将提及的惟一理由是，某些确实是逻辑反思的产物的概念却很不容易被看作是这样的产物，
它们与我们的通常想法混合在一起，往往成为造成极大混乱的原因。
例如，品质这个概念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能够看出一件东西是蓝色的或者绿色的，然而，蓝色这种品质和绿色这种品质却不是我们所看见
的东西，它们是逻辑反思的产物。
真实情况是，常识或者思想当它第一次出现在就狭义而言的实际之物的水平之上时，就被一种恶劣的
、通常名为形而上学的逻辑品质深深地渗透；除非经历一个严格的逻辑过程，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清除
这种品质。
    我们通常知道，我们希望在什么时候提出问题，我们希望在什么时候做出判断，因为在怀疑这种感
觉和相信这种感觉之间有一些相异之处。
    P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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