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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哲学史（1870-1945上下）》由60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著述。
作者以新康德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和英国的唯新主义为起点，追溯了直至20世纪初现象学运动和分
析哲学发端的19世纪70年代哲学的辉煌，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讨论了20世纪初叶哲学的进
一步发展，如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维也纳学派相关的一些新思想。
正如这个系列中的其他卷，作者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于跨哲学范围的专题——从逻辑和形而上学到政
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变化关系。
这一权威研究结果，不仅对于哲学专业师生，而且对于像科学史、思想史、神学和社会科学这类相邻
学科的学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剑桥哲学史（1870-1945上下）》由托马斯·鲍德温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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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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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哲学与新物理学
　 第十三章　原子论之争
　 第十四章　现代物理学中的时空理论
 第五篇　社会科学的观念
　 第十五章　德国哲学关于人文科学的争论
　 第十六章　从政治经济学到实证经济学
　 第十七章　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观念
 第六篇　伦理学、政治学、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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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法律理论
 第七篇　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
　 第二十四章　对信印的怀疑主义挑战
　 第二十五章　为信仰辩护
　 第二十六章　艺术与道德：1870年前后的美学
　 第二十七章　形式与感受：世纪之交的美学
 插人篇　哲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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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篇　逻辑与哲学：分析的纲领
　 第二十八章　逻辑原子主义．
　 第二十九章　科学的世界观：逻辑实证主义
　 第三十章　波兰逻辑学派的成就
　 第三十一章　逻辑和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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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章　可感觉的表象
　 第四十二章　认识论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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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章　作为形而上学之哲学的终结
 第十一篇　哲学与精密科学
　 第四十六章　一阶逻辑及其竞争者
　 第四十七章　数理逻辑的黄金时代
　 第四十八章　广义相对论
　 第四十九章　科学的解释
　 第五十章　概率论思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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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一章　活力论与突现
　 第五十二章　行为主义与心理学
　 第五十三章　格式塔心理学
　 第五十四章　维特根斯坦的心灵概念
 第十三篇　哲学与社会科学
　 第五十五章　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五十六章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
　 第五十七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批判
 第十四篇　伦理学、宗教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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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章　宗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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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章　自由民主国家：批评者
附录传记与文献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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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收入《伦理学研究》的一篇题为“我的地位及其责任”的著名（有人说是臭名昭著）的论文里，布
拉德雷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道德论点。
他在文中论证说，一个人愿为自己而满足他的社会地位所提出的要求，并“作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
器官”而行事，那么，他就能够实现善良的自我（Bradley 1927：163）。
尽管有时这被当作布拉德雷的最终观点，但他仍认为道德的发展是经过一系列阶段的，上面所述只是
其中的一个阶段。
布拉德雷明确指出，“我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的学说忽略了有关善良自我的一些重要方面。
没有任何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理想自我的某些方面并非是社会性的（。
Bradley 1876[1927：202-206]）。
要消除这一弊病，布拉德雷描述了一个比“我的地位及其责任”所述更高级的阶段，他称之为“理想
道德”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自我是道德理论上的理想自我，是将自己实现为全面和谐的整体的自我（Bradley 1876
『1927：219-220]）。
即使这是道德理论中的最高阶段，但它依然是有问题的。
道德要求我们为了实现善良的自我而压制邪恶的自我（Bradley 1876[1927：215]）。
问题在于我们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于这需要有邪恶自我的存在，那我们也就等于破坏了道德
。
因此，道德不能明确规定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Bradley 1876[1927：313_314]）。
但布拉德雷争辩说，这一目标是由宗教提供的；在布拉德雷的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中，宗教命令人们为
了生活而舍去自我（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自我）（Bradley 1876[1927：325]）。
唯有在《伦理学研究》一书中，布拉德雷的观点与格林的观点是相合的。
尽管在他的第二部著作《逻辑学原理》（The Principles D厂Logic，1883）的一开篇，布拉德雷就接受
了在格林对洛克与休谟的批判中隐含的关于判断的说明，但他仍然对这一说明做了发展，他所采取的
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格林的形而上学。
布拉德雷是从推理的前提，即他称之为“判断”的真的或假的实体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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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哲学史(1870-1945)(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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