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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上，《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是尝试通过解读的方法来进入这两篇关键文
本的。
这里所说的解读，就是以&ldquo;读&rdquo;带&ldquo;解&rdquo;，以&ldquo;解&rdquo;化&ldquo;
读&rdquo;。
&ldquo;读&rdquo;，即是&ldquo;见微&rdquo;，这应是一种朴素的态度：从文本的细微处出发，细致揣
摩文本的每片枝叶及其相互连接的机理，进而疏通整体上的结构，尽量不放过纠结和疑难之处；所
谓&ldquo;解&rdquo;，即是&ldquo;知著&rdquo;，从文本或隐或显的对话对象出发，从与其他文本之间
的微妙联系出发，逐步梳理出其中所要处理的大问题，尽可能从总体上把握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的脉络
和理据。
我们觉得，在思想研究中，&ldquo;言&rdquo;不失&ldquo;义&rdquo;，&ldquo;义&rdquo;不食&ldquo;
言&rdquo;，应是关键。
当然，本书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作者在语言、历史和思维方面的修养还有很大的不足，不当之处必
是难免，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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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渠敬东，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
的社会过程》。
主编《涂尔干文集》（共6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
》、《图腾制度》等。

　　王楠，
1982年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
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17-18世纪早期现代英国思想，经典社会理论。
译著有《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论人文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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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借助家长的赞许和责备，孩子逐渐了解了那些与意见法相符合的德性，形成了对自身名誉的意识
。
某些事情是好的，应当得到尊敬，某些事情是坏的，应当遭到责备。
应为和不应为之事，借着名誉这个中介，而与快乐和痛苦形成了稳定的联系。
在洛克看来，孩子对名誉的真正感觉也不是一般的苦乐感，而是孩子在内心中建立起来的&ldquo;真正
的羞耻心（shame）和担心自己令人不快的畏惧心，它们是唯一的真正约束：只有它们才能握住缰绳
，让孩子遵守秩序&rdquo;（STCE，60）。
名誉不同于一般的苦乐结合的对象，它不是某种外在于我的实存，而是对自我的直接评判和善与恶的
规定。
repute-词的拉丁词源reputare所具有的考虑和反思的含义，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洛克才认为名誉是一种法。
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名誉就是他的人格的规定，表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人对自己感到羞耻
或认为自己有信誉，来自他对自己名誉的评价，对自己人格的认识。
　　所以，正是借助名誉这个中介，自我和应为之事的观念才统一在了一起。
什么是好人呢？
做应该做的事的人就是好人。
我为自己是个好人而感到快乐，是真正的对名誉的爱，也是对应为之事的爱。
真正的绅士，会用真正的名誉来衡量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并产生相应的荣誉感和羞耻感。
这种对名誉的爱，不是出于对荣誉的饥渴而汲汲于他人的赞许，那种欲望是虚荣（vanity），是内心空
虚的体现。
对虚荣之人来说，名誉只不过是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可以拿来向他人炫耀。
但对真正拥有自尊的人来说，那是自己人格的体现。
孩子对名誉的重视，使得他会主动接受他人赞许和责备的引导，逐渐用羞耻和信誉感约束和决定自己
的行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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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楠通过洛克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与洛克《人类理解论》中对人性的分析，《政府论》中对政治
社会的考察有机地关联在一起，全面阐述了洛克通过教育培养现代社会中自由理性的人的基本思路。
渠敬东集中深入地考察了卢梭的《爱弥尔》一书，社会理论以往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并没有充分考虑《
爱弥尔》中的教育模式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渠敬东的分析有力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不仅和上
篇对洛克的教育思想的考察构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张力的对照，同时也勾画出教育在构成现代社会的人
心秩序方面所经历的一段重要历程。
　　&mdash;&mdash;李猛　　　　由王楠撰写的上篇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教育思议》，而是将洛克
的教育思想放在由《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著作构成的洛克总体思想体系中。
由渠敬东撰写的下篇基于国内外对卢梭名著《爱弥儿》的大量研究成果，将《爱弥儿》全书分为两大
部分，其主题是，如何培养一个&ldquo;人&rdquo;与如何培养一个&ldquo;公民&rdquo;。
作者对附录中书柬的讨论也非常精彩，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爱弥儿作为人的处境和作为公民的处境都
遭到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爱弥儿对自由的理解反而更加深入，在奴役中获得了对自由
的真正理解。
　　&mdash;&mdash;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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