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批判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批判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8358

10位ISBN编号：7108028352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童世骏

页数：3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批判与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哈贝马斯关注的所有重要话题，是一种难得的对话式的研究，而不只是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
仰望式的注释。
童世骏的细致探究和深入阐释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哈贝马斯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童世骏长期致力于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的追踪研究，尤以对哈贝马斯思想的诠释和阐发见
长，他的论著被公认为汉语学界同类研究中的最高水平。
本书在稔熟的文献功夫基础上，以广袤的理论视野、精微的概念辨析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他迄今
为止工作的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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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Dialectics ofModernization：Habermasand the Chinese Discourseof Modernity（2000）等专著三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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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等；个人德译中著作一部，尤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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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批判：哈贝马斯与批判理性主义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和卡尔？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都把“批判”作为核心概念，都主张理性主义，甚至都主张“论辩理性”
，但两人却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语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之争”中进行过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考察哈贝马斯与波普尔的观点的异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批判”，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波普尔的合理性观波普尔的合理性观包括两部分，分别涉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行为的合理性。
波普尔在其早期代表作（《研究的逻辑））中关于科学研究之合理性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
科学的合理性在于它的理论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它的可证实性。
2.这种证伪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不同主体在相同的相关条件下检验一理论的程序，是可重
复的。
3.在检验或证伪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陈述（即通常听说的经验陈述），它的接受最终靠的是“决定”（
选择），而不是理由或论证。
对应于上述三点，波普尔在中后期著作中发挥了以下观点： 第一，波普尔倾向于把“批判”或“论辩
”、“讨论”看作是科学理论之评价的主要形式，而把“证伪”或“检验”看作只是这种评价在所谓
精密科学中的特例。
“批判”与“证伪”相比，其范围更宽而要求更松：一方面，一个理论即使是无法证伪的、不可拒绝
的，也可以是具有可批判性的，如在哲学领域内；另一方面，一个理论尽管显然是假的（或已经遭证
伪），也仍然可以通过合理批判而加以改进，如经济学的某些方程尽管过于简化，但仍可批判，因而
仍然合理。
第二，科学的主体间性的主要表现不再是一些科学程序的可重复性，而是讨论、批判双方之间的关系
。
重要的不是由不同的主体复制同一种主一客体关系，而是不同主体对于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
是关于对象的“初阶问题”，而且是关于如何评价初阶问题之答案的“次阶问题”——所持的观点的
互相交流、互相批判和互相理解。
第三，波普尔把他在基本陈述方面的决定主义（或译“抉择主义”）运用于他的理性主义本身的基础
的问题。
基本陈述之所以只能通过决定而加以接受，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无穷倒退：事实上永远
有可能用别的“更为基本”的陈述来论证某个基本陈述。
与此类似，理性主义的立场之所以必须以一种“决定”的方式而采纳，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犯“
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逻辑错误：“理性主义态度的特征是重视论证和经验。
但逻辑论证和经验都不能树立起理性主义态度，因为只有那些准备考虑论证或经验，因而已经采取了
这种态度的人，才会把论证与经验当一回事。
这就是说，如果任何论证或经验要起作用的话，必须先采取理性主义态度，因而它不能建立在论证和
经验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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