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意愿与自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意愿与自由>>

13位ISBN编号：9787301171066

10位ISBN编号：7301171064

出版时间：2010-05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天岳

页数：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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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愿与自由>>

前言

自由决断（1iberum arbitrium）问题和意愿（uoluntas）的作用乃是奥古斯丁思考和写作中的核心问题
。
这位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决定性影响延续到18世纪，毫无疑问促成了我们今天仍然
使用的意愿概念的形成，不仅是在哲学论辩中，而且也表现在我们处理道德责任问题时的日常语言中
。
吴天岳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却有勇气研究这一核心难题，而没有被关
于这一主题浩如烟海的二手文献吓倒，这非常值得赞扬。
他的著作有一个明确的焦点：即对意愿作为灵魂官能的功用的哲学追问，以便更好地把握意愿对于我
们理解道德责任的重要性。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系统地探究意愿作为心理现象和其他心理活动的关系，从非理性的情感到理智认
识。
这一研究进路首先考察了奥古斯丁对肉欲（concupiscentia carnis）这一圣经概念极富煽动性的解释：肉
欲乃是不可控制的灵魂情感性活动，它标示出意愿本质的无力。
然而，意愿在情感的形成中起着一定作用，它默许灵魂前意愿（pre-voli-tional）的活动（在斯多亚派
的术语中称为情感发端或“最初波动”）。
在对奥古斯丁情感理论的一般性叙述之后的一章中，是对羞这一感觉的深刻剖析，展示出意愿在这一
初看起来只是单纯的非反思性情感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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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古斯丁对意愿及其自由决断的反思，尤其是他晚年有关自由和恩典的主张，从他在世之时就一直是
争议的焦点。
当代的奥古斯丁研究大多着墨于必然性与自由、恩典与自由意志、罪与自由选择等论题，而本书则另
辟蹊径，着力探讨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心理维度及其伦理学后果。
它力图解释为什么是意愿而不是其他心理活动，在奥古斯丁的哲学心理学中成为道德责任的根基。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剖析意愿作为心理能力的特征与功能，而第二部分则论证意愿如何能
成为道德能力，决定我们行为的自由、主体性和责任。
本书通过考察奥古斯丁对意愿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洞察，揭示他对人性的精微而深刻的洞察，这不仅
填补国际奥古斯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而且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证明其哲学思想的活力和与当代
哲学反思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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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天岳，贵州安顺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哲学、教父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相关领域著有数篇英文论文刊行于国际学
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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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点需要质疑的是性欲当受谴责是否在于其对意愿的不服从，索拉布吉断言这是奥古斯丁贬斥性欲
的哲学根基。
然而，在此前关于肉体（caro）含义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阐明，奥古斯丁把肉欲看作道德上的恶，是
因为它使我们倾向于按照肉体的需要而不是按心灵的灵性渴求生活。
它当受责难，因为它剥夺了人的属灵价值，把人降格到动物的层面。
奥古斯丁认为，动物也有欲念，但它们的欲念却不是恶，因为在它们那里欲念并不对抗理性。
简言之，肉欲之所以在人这一理性生物这里成为问题，是因为它威胁到人性的属灵维度。
考虑到这一点，性欲对意愿的叛逆应当更确切地解释为性欲之为恶的重要标志而不是其原因。
此外，只有当欲念所不服从的意愿是善的意愿时，这一不服从才能充当性欲之为恶的指标。
奥古斯丁在强调乐园中没有性欲和其他让人困扰的情感时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正如乐园中没有极端
的冷或热，在乐园的定居者那里也不会产生欲望或是恐惧，阻碍他的善的意愿（60n。
uoluntas）。
”奥古斯丁在这里着力指出意愿的正当性，这决不是无的放矢。
举例来说，如果性器官的活动所不服从的是想要通奸的意愿，那么这一反叛显然不应受责难。
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奥古斯丁仍然会认为性欲作为肉欲的一种典型形式，它难逃谴责。
因为，它使我们想要享受尘世中可以朽坏的东西，这无疑会降低人作为灵性的造物的尊严。
在这一特定的案例中，性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肉欲这一灵魂病态的倾向已经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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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译写自我的博士论文。
自本科毕业论文以奥古斯丁的《论自由决断》一书为题，迄今已近十载。
十年寒窗，甘苦自知，此书的翻译出版也算是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既是告别，也是为了新的开始。
2002年底负笈游学，师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Cados Steel教授治古代中世纪哲学。
五年的留学生涯，从导师处受益良多，尤其是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和把握古代与中世纪哲学文本，以
及在哲学史的研习中推进当代哲学反思，这一思想路数对我影响甚深。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从整个论证框架到具体的文本分析都曾经产生过多次争论，这些鲜活的学术论争
既使我避免了若干错误，也教会了我如何通过分析的方法构造和完善哲学论证。
本书在文本梳理和哲学思考上若能有些许推进，大多要归功于此。
我也非常感激Mathijs Lamberigts教授，Manin Stone教授，RussellFriedman教授，Gerd Van Riel教授和德
国友人，以及复旦大学的夏洞奇教授，他们对本书初稿的批评都为之增色不少。
同时，我也要感谢鲁汶大学De wulf-Mansion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哲学研究中心的其他师友，那里严谨
专注同时平易近人的学术氛围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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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爱智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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