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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借用以赛亚·伯林那个有名的比喻，也许我们的编务就类乎狐狸的工作。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具体学术话题，不管已经了解到了多少，总要狐疑不定地左思右想，总在疑心自
己尚知道得不够多，总是怀疑还可能出现更好的研究⋯⋯然而，唯独在坚持“跨文化”视角方面，大
家却宁愿像刺猬一样紧咬不放，因为我们认准了真正的救度之路，正如这块学术园地本身一样，必定
产生于文化互动的漫长过程。
 　　　　正是为此，本期的介绍要从评论栏开始，因为它要以专题的形式来纪念一位曾经真诚致力于
中西互动的、英年早逝的比较哲学家郝大维。
——当然，纪念一位哲人的最好形式，就是像他活着一样去跟他切磋辩难，而不是俗常老套的默哀与
溢美。
在一文中，理查德·罗蒂既希望通过仔细讨论这位思想家的思想，来表达对于故去同事的怀想与尊重
，也希望通过挑明彼此观点的异同，来阐发自己新实用主义哲学的“有限主义”立场。
作者同样认为，浪漫主义确曾对普世主义的宏大庄严观念进行了首次挑战；但又觉得，这种思潮仍嫌
太过因循柏拉图的思路，故而仍旧逃避了对于人类有限性的确认，仍然未能对“存在论—神学”的思
辨冲动进行符合智者标准的合理抑制。
在一文中，南乐山沿着时序追溯了郝大维的七部著作，并藉此勾勒出终其一生的内在追求，也尝试分
析在其追求过程中的裂缝与反讽。
基于发挥怀特海而得到的作为思辨体系的文化哲学，考虑到像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这类伟大领域
的多重性，郝大维沿着特定的理路走向了文化可能性的多元主义。
此后，带着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激烈批判态度，他又与安乐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帮助在中西传
统间建立了广泛的可比性。
只是——在南乐山看来——这种两两强烈对映的文化对比方式，或许带有过强的亚里士多德二元范畴
的色彩；而且，代表美学秩序的中国在他笔下是如此之价值优先，以至其终极出发点从文化哲学转变
成了道德哲学。
在一文中，安乐哲以对创生力之源的反思来追忆自己同郝大维富于创意的合作。
跟西方主流思潮中被归咎于神灵的“无中生有”模式不同，在中国儒家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看来，惟
一的创造根源在于人与世界的紧密合作。
这种多元主义的哲学才是真正的非决定论，才会赋予人类个性以真正的意义，才认为变化过程是真实
而内在的。
最后，作者向着跟他“协同创造”过的郝大维深情地说道——“由欣赏而生发的‘增值’真正地增加
创生此关系的世界之价值。
⋯⋯正是人类的这种合作能力使万事万物乐此不疲，这也是‘欣赏个体’的深层含义。
”在一文中，约瑟夫·格伦治以戏剧化的笔调，层层递进地描写了郝大维的毕生追求。
与将他看成文化哲学家的一般判定相反，作者认为，郝大维仍属于形而上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后裔。
只不过，如果把怀特海比作柏拉图，那么郝大维就是一位中国式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
提防——西方文化对抽象科学和刻板道德的依赖，妨碍着对于具体事物的感受。
正是这种对于体系构造的思辨，赋予了他“预期中国”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在这个新轴心时代的
边缘，他那与中国式感受性相适应的普遍概括，也许会促进对于“一、多”根本关系的重新探讨。
 　　　　论文栏中，通过发明王夫之在《正蒙注》中的发挥，陈来也对船山哲学给以了新解。
作者提出，与张载不同，王夫之宇宙论的基本特色，最终要在善恶对于生死的意义上表达出来，船山
认为一个人的善恶不会随其死亡而消散，而将影响到其死后的归宿，故要以“存神尽性”的修养，来
保证死后“全而归之”于太和絪缊。
这种学说显出了对于宇宙的责任意识，认为人类对于宇宙原生生态的保持和净化具有根本意义。
此说已属船山晚年体系的“终极关怀”，故其思想不能简单归结为自然主义，更不能归结为与人文价
值无关的自然辩证法。
通过回顾王国维于祸乱和转型中的种种艰难抉择，张广达希望平心衡定这位学术前驱的成就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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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去体会他在西学与国学间的取舍以及分别达到的深度。
作者在激赏其非凡才智的同时又指出：王国维研习西哲时的最大缺憾在于忽视了它自宗教改革以来的
历史背景；此外，他虽高度推崇康德，亦嫌未能把握其所提倡的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启
蒙精神，故也未能参照西方“理论哲学”对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遗产有所质疑。
作者还将视野扩展到了当时的汉学界，从而在与内藤湖南和沙畹的初步比较中，映衬出王国维之国学
的成就与不足。
 　　　　苏源熙再次把问题意识对准了牢笼着人类群体的文化篱笆。
针对李约瑟等人将“精气论”声学置于中国特有科学之中心的做法，以及厄尔·迈纳等人将中国诗歌
之“抒情传统”与西方诗歌之“戏剧传统”判然二分的做法，作者指出，当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之类的诗论，实脱胎于更早的“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之类的乐论，而当初的古乐则又杂糅于外来的胡
乐，所以最好多去留意古代文本的种种裂缝，从中发现那种本质主义的中国性，是怎样循着早期帝国
的强力文化逻辑建构起来的。
衣若芬追溯了北宋文人画中的“潇湘八景图”概念，如何经由宋迪、宋徽宗、高丽明宗、李宁、李光
弼、王可训、惠洪、李仁老和陈澕等人的线索，渐次且多次传入高丽时代的韩国，从而以此一艺术表
象的传递、接受与拓展过程为线索，尝试勾勒中韩文化悠久交流中的密度与复杂性。
 　　　　围绕“社会契约和个人关系”的主轴，石元康重申了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关系方面的基本预
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特定哲学人类学基础。
作者强调，不光是若个人主义为真，而契约论为真；而反之亦然，若契约论为真，则个人主义亦为真
。
这也就意味着，由于契约本身无法改变人的目标，所以在自由主义看来，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只能
是个人主义的社会。
继第十五期发表了黄勇的相关论文之后，徐向东再次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性原则提出了异
议。
作者指出，罗尔斯为了照顾多元主义承诺而对自由主义正义概念之普遍有效性的此种限制，并未得到
充分的理性论证。
不仅政治哲学无法摆脱对某些关于人的形上假设的承诺，就连罗尔斯自己的“政治的”自由主义也未
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类承诺。
于是，在扬弃和协调着《正义论》观点的同时，作者又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尝试发展出一种
完善论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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