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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下）》作为一部以自由主义为研究路向的通史性著作，能比肩于安东
尼·阿巴拉斯特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的，罕有其者。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下）》以其庞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体系的构织，对相关历史细节与知识背
景的注重，对诸层面脉络的慎重而缜密的梳理，尤其是关于20世纪自由主义现实难局的诊断，以及对
其作为意识形态及政治实践所显露出来的问题的揭示，都使之成为一部极切合中国学人阅读要求的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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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显然纳粹和斯大林体制下实施的包揽一切的文化专制对文化和许多科学造成了普遍的灾难
——尽管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存在着复杂的情形。
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写下了他最杰出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在1930年代后期，用他的话说
，“这正是对批评的创造性反应”，那时他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正在受到官方的批判。
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表明，俄国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是开明和宽容的时代，然而这却是俄国文
学和音乐的黄金时代。
就像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一样，俄国19世纪的作家看起来也创造了繁荣——艺术上的，这也——代表
了他们必然的反对派的角色。
在传统政治意义下偶尔出现的高度个人自由并不是伟大的艺术或科学或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性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即使这种活动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更容易展开。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证成太过空洞而无法为自由提供重要支持。
 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另外一个论证结果也是相当脆弱的。
这一论证认为真理只有通过各种对立观点之间公开的争论才能达到——而且这种争论只有在自由的条
件下才可能实现。
对于罗马天主教，坚持圣经中心论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宗教团体来说，这种论证被错置了
地方，因为他们相信基本的真理是不能发现的，但却可以通过选定的制度、选定的人民、或选定的书
籍得到关于这些真理的启示。
因此像约翰·亨利·纽曼这样的天主教徒就对自由主义抱有敌意： 对我而言，自由主义意味着虚假的
思想自由，或对问题的思想实践，从人心灵的构成来看，思想不能解决任何圆满的问题，因此也就毫
无用处。
在这些问题中首先是各种原则；这些神圣和重要的原则尤其需要启示般的真理的判断。
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屈从于人的判断而导致的错误，而这些启示学说究其本质而言是超越并独立于人的
判断的。
 因为可能只有少数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一般认为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如果对于存在着不容置疑的真理丧失了信仰的话，就会很容易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科学的实证主义
方法的倡导，包括密尔本人在内。
当然实证主义阵营并不相信启示，也并不否认争论作为达到真理的一种手段。
不过，它却表明，一旦我们达到了真理，争论也就停止了：“随着人类的进步，那些不再产生争执或
疑问的学说数量将持续增加，而人类的安乐也几乎可以按照达到毋庸置疑程度之真理的数量和重要性
来加以衡量。
”确信可以在一个高度确定性之中达到真理，从而对自由的争论和怀疑施加了限制。
同时尽管科学家可能在原则上允许对他们的基本假定或预设提出质疑，而在实践中，观点所允许的限
度受制于实际上的确定性。
 有人可能说这并非严格的限制，因为许多重要的不一致发生在科学的确定性在原则上不可能或不可信
的区域之内。
但可争辩的和不可争辩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密尔本人看起来信心十足——至少有时——知识的提高将不断地缩小可
争辩的区域。
因此他在《功利主义》中慨叹，“在有关善恶标准之争执的决断中几乎没有产生微小的进步”。
他将此看成是“对最重要主题的思考仍然滞留在退步状态”的症状。
今天，令人惊奇的是，他将这种争执看成是完全能够“被决断下来的”。
但正如文章中表明的那样，密尔认为存在着一种“道德科学”。
因为，尽管“终极目的的问题尚无法直接得到证明”，我们仍然有“相当于证明”的适宜理由。
当然在《论自由》中密尔也强烈地争辩说所有问题事实上都处于争论之中。
我的问题是，密尔坚持实证主义的信念，认为确定的和最终的真理能够在自然和人的科学领域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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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此而言，他就削弱了他对思想和讨论自由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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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文译丛: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套装共2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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