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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弥尔·涂尔干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实用主义怎么能够把带有这么多缺陷的学说强加给众多心
灵呢？
”①这话是他于1913～1914年在法国索邦大学所作的一个关于实用主义的系列演讲中说的，相隔将近
一个世纪的今天，面对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
写这样一本关于实用主义的书，这是多年前没有想过也没有兴趣的事。
前几年在有关价值与真理问题上我着重批判了实用主义，我不无鄙夷地说它是个“酸果子”，我再不
会去啃它了（《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
2003年冬在南阳的“文论何为”学术会议期间，高建平对我说他利用“非典”时期翻译了杜威的《艺
术即经验》一书，说这本书写得“真是好”。
这本书早就听说，译出来当然好。
不过，这书名使我感到别扭：艺术怎么仅仅是经验，经验之外还有想象、情感、思想，这些东西跑到
哪里去了呢？
没有看过书，当时没有说什么。
2005年建平把书送到我手，同时他把手头彭锋所译舒斯特曼的《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也
借给了我。
我看出点意思，干脆“好借不好还”，不客气地据为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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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实用主义这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哲学“丑小鸭”经过约百年发展至今非但没有一
蹶不振，而且不断有新人新著涌现，并越来越引起世人注意。
这种新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说明了什么？
一向不被重视的实用主义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生命力？
　　所谓“新实用主义”之“新”，一是实用主义最早崛起本身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带有一种哲学革新
的姿态；再就是实用主义越过了20世纪40～50年代的“萧条”期于60年代复兴之后的“重新”崛起，
也就是实用主义从现代的“古典”与后现代对接之“新”。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后现代实用主义之“新”：它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关系，它与语言分析哲
学的关系，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种种文化转向中，这种“新”可概括为“后现代转向”与“马克思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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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使之与以自由主义为主体的政治对立，如主体消失，人的观念的终结一反
人类中心一自我中心一西方中心等。
而罗蒂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理想使他在美学上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那就是前面说过的，他心目
中的理想国的“英雄”，反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现代派的前卫小说家，以隐喻象征语汇进行反讽批
判的个人主义叛逆者，与后现代带有“痞”性特点的“草根性”大相径庭。
罗蒂虽有与后现代悖逆的特点，但他对古典哲学中主体认知理性与客体自然世界统一（符合论）的否
定，以及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倾向是高度后现代主义的，他自谓“致力于阐述摇摆于主体与客体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立场，进而试图取消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努力。
可以说，我一直试图把我们与世界都予以抛弃”。
①罗蒂在后现代主义问题上的自我悖谬正是他把启蒙主义分裂为好的政治与坏的哲学态度的折射。
正如舒斯特曼指出，罗蒂的“自我碎片化”同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解构相契合”。
②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有反形而上学倾向，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罗蒂在这方面走得比杜威远。
杜威反形而上学倾向集中表现在反哲学的学院化，他并不是像罗蒂那样的反实在论、反符合论和反知
识论者，也不反本质主义，因此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反形而上学。
罗蒂以及海德格尔都曾认为尼采反形而上学不彻底，罗蒂指出，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
论”也是一种“存在一神学”的形而上学，因此他说：“每个后继者对于先驱者，都既是极其聪明的
读者；同时又是破坏性极强的批评者”。
⑨对于德里达，罗蒂一方面高度推崇，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保留着形而上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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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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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