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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
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
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
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
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绍介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
在绍介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
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
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
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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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本书中论证了实用主义认为道德就是日常生活的实践的理论，它不断进化、可教可学、也容易
出错。
道德规范既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不是个体兴去时来的主观情绪，而是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生活习
惯。
就如同在医疗和工程中的习惯一样，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属于理性评价的范围，并且随着新的挑战和
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作者这种对道德的实用主义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摆脱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
道路。
　　本书还要求伦理学家们去评估他们的理论探究的效果，在复杂、动态的社会和社群中，他们的理
智工具是否能解决问题。
这正是实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并且也担负着去改进实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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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德·莱肯，美国俄亥俄州穆斯金泽学院(Muskingum College)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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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致谢导言作为矫正主义的实用主义元伦理学　道德理论化的根源　本书的计划　
重构的矫正主义　与其他实用主义的关系第一章 对实践知识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解释　实践知识的固定
目的说：基本假设　意向性行为与辩护：固定目的观的论证　实践知识：习惯基础说　行知，新颖性
，复杂性　习惯的合成相互渗透　习惯及其应对　作为历史传承的习惯　实践理性和持续学习　价值
的慎思：一个事例和一个模式　伪装的固定目的说?　通过实用主义更好地学习　持续的评价　实践辩
护的固定目的说中的真理　动机：习惯基础说　作为冲动性精力系统的习惯　习惯和意志　作为推动
力的习惯第二章 行为中的善　引言　对善的功能性解释　内在的善和外在的善　非认知主义者和固定
目的的幽灵　诸关系中的善　具体的善　冲突第三章 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　一个反对普遍主义
和极端特殊主义的案例　反对极端特殊主义　丹西的极端特殊主义　约翰逊和图尔明的“新决疑法”
　实践判断和理论知识之间的联系　道德原则的实用主义理论　常规的道德判断　权衡问题　道德论
证的剖析　图尔明的实践论证的解释　道德盲目者的异议　解释的冲突：一个例子第四章 道德界限和
道德权威：实用主义观点　道德的领域　道德的定义：有关区别　道德规范的一些一般性质　道德规
范的权威　杜威的职责理论　一般化的规范　道德相异第五章 实用主义的社会批判　作为内在批评的
社会批判　一种反对：我们需要“外在的标准吗”?　民主参与的认识论案例　杜威的公众理论　杜威
的认识论论证　系谱学　系谱学和极端道德怀疑主义　系谱学探究和决断问题　慈善事业的案例　动
物的案例结论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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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杜威证明，人民大众在开始社会探究过程时需要听取，以便更有效地确定和解决社会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专家”切断了他们自己与公民的通路，他们就不能收集有关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找到
对应这些问题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式。
杜威写道：“专家阶层不可避免地要偏离共同的利益以至于成为一个具有私人兴趣和私人知识的阶层
，而这样的知识在社会事务上根本不是知识。
”@简单地说，既然“专家们”主张他们有资格制定规则，因为他们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和社会价值
，那么他们就必须考虑更多地从社会给自己输入信息。
如果，他们并不考虑社会的输入，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知识最可能的是对他们自己个人兴趣或利益的
反思。
社会探究的适当“对象”是某一社会共同体所理解的价值和规范，以及由这些价值信奉而产生的困惑
状况。
也就是说，它仅仅考虑这些问题：人们能确定什么价值是有问题的，适当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什么。
进而，对社会问题的公开的公众讨论将有助于澄清问题的本质和推进人们去理解哪一种解决方案是适
当的。
民主参与有着一种认识的和教育的作用。
对于人民大众太愚昧而不能参与政治决策这样的指责，杜威继续提出了两种更深入的回答，第一，他
主张，这种指责可能夸大了作出有见地的政治判断所要求的条件。
一个外行人可能并不理解电站运营和税收表格后面的机械工程方面的事实。
但是，他确实知道来自污染意味的东西，并且确实具有这样的眼光：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可能造成疾病
的风险，他也有某种道德期望，这种道德期望是建立在他所受到的教育的价值和规范的基础上，那些
价值和规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道德传统的积淀。
这就是他能够在民主公众的背景中表达和阐明的这种“价值一事实”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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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要了解美国文化，不能不了解美国的哲学。
要了解美国的哲学特色，不能不去了解实用主义。
中国五四以来，杜威的实用主义曾成为显学，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中国保守主义文化派和西
方文化派的三足鼎立中，成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的一面旗帜，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影响
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建国以来对其展开了“革命大批判”，以肃清其“流毒”。
在中国任何一本哲学教科书中，实用主义都是批判的靶子。
本人当年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没有多少接触，但在“革命大批判”中对实用主义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的两个观点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一是“有用即真理”，二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这表明，革命大批判使实用主义又更加普及地成为“显学”，虽然是否定意义上的显学。
今年我们来解读杜威的实用主义显然处于一种新的语境之中，因此对于实用主义的心态已经不像“五
四”以来急于向西方文化全面接受的心态，也不同于建国以来“肃清其流毒”的心态。
而是处于这样的心态：加强中西文化，特别是中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促进相互理解，发展新型的国
际文化关系。
我们重构和正在重构自己的主流文化，我们已经有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因而无须像当年那样
不是全盘地接受，就是全面地拒斥。
一方面，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既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心胸，又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气概
。
另一方面，世界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正是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得以传
播和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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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是对实用主义道德理论的重要贡献。
就经典实用主义道德传统和当代伦理议题而言，没有别的著作能比该书更具启发性。
  　　——Michael Eldridge(UNC Charlotte)  莱肯在该书中通过对实用主义的伦理概念的精细研究，同当
代英美分析哲学家们进行角力，证明了该书对于当代主流伦理学的重要价值。
  　　——Hugh La Follette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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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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