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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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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集体意向性与制度性事实”为主题，研究了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论。
本书从自然化的心灵与意向性开始，继而研究了不可还原的集体意向性、从集体意向性到制度性事实
、制度性事实的结构特征、制度性事实的背景性预设制度性事实的客观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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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心物关系怎么会成为难题呢？
如果撇开漫长的哲学史，我们可以以三个简单原则来呈现此问题；这三个原则，从常识的角度出发，
都是容易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
第一个原则是心物差异原则，大多数人都相信，心跟物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我们的信念、希望、判
断，我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确实跟物理现象不同；第二个原则是心物因果交互作用原则，物理
现象能够引起心理现象；心理现象也能够引起物理现象；第三个原则是物理因果封闭原则，我想，凡
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都不大会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原则好像各自都是成立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放弃。
但是，如果你同时接受这三个原则，又一定会产生矛盾。
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心物关系难题不仅与笛卡儿及其后继者密切相关而且就是笛卡儿哲学思想
的直接后果之一。
笛卡儿最著名的学说是他的二元论：世界被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实体，即物理实体与心灵实体，它们各
自独立自存，此即实体二元论。
心灵的本质是意识，笛卡儿称为“思维”；而物体的本质则是在物理空间中以三个维度被延展，笛卡
儿称为“广延”。
思维的东西（rescogitaJls）与广延的东西（resextensa）之间有严格的界限。
物理的东西是被物理规律所决定的，而心灵却拥有自由意志。
每一个人都由一个物理的身体和心灵所构成，“自我”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胶水粘到身体上去的心灵。
此种学说被赖尔嘲弄为“机器中的幽灵”。
心灵的东西严格区别于物理的东西，那么心灵中的决定如何能够引起物理的事件呢？
物理的东西又如何能够产生心灵的效果呢？
身心之间如何可能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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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的暑期，我在书店闲逛之时发现了李步楼先生翻译的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一书。
当时我并不了解塞尔的哲学思想，但被书名所吸引买下了此书，并把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完全交给了它
。
我被塞尔清晰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打动，因此很想阅读更多他的著作，可一连逛了好几天书店也未能
找到。
但正是那三天的阅读使我决心要把塞尔的哲学思想搞个明白。
五年之后，我来到复旦继续求学，便立即得到了大量塞尔的英文原著，正是这些资料把我进一步引入
了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并决定以此作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
本书基本上就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只是第一章和第六章的内容有较多的扩充。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俞吾金先生，无论课堂上的精彩讲演，还是课间的谆谆
教诲，无论网络或电话中的悉心指导，还是在先生家中自由畅谈，都使后学受益终身；先生严谨的治
学态度、高尚的人格更是吾辈学习的典范。
本书的选题、写作及出版始终伴随着先生的鼓励、鞭策和帮助，否则绝不会有它的顺利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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