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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毫无疑问，罗蒂是今日美国最重要的、其观点也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卡维尔甚至称罗蒂为自詹姆斯’和杜威以来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泰勒虽然不同意罗蒂的看法，但也指出，罗蒂总是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出人意料的
视角来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可能是人们对他的哲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如卡维尔所指出的：罗蒂从学院哲学走向了世界哲学（基于康德对这两种哲学的
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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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所发表的论文集结而
成，内容涵盖了作者对实用主义的源起和发展历程、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与神学以及实用
主义与存在哲学和真理理论的关系等的详尽考察。
全书不但全面展现了罗蒂自身的哲学立场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观与美国经典
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彰显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之生生不息，同时也贯穿了作
者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贯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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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美国著名哲学家。
生于纽约，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从1982年起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后转任多所大学的哲学系和文学系教授。
罗蒂把他的著作看成是杜威思想的延伸，他以当代哲学更新杜威的思想，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罗蒂的代表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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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哥伦比亚版本）实用主义的核心，是拒绝接受符合论的真理观，以及“真的
信念是对实在的精确表象”这种看法。
而浪漫主义的核心，则是“想象力优先于理性”这一论题——断言理性只能追随想象力开拓的道路前
进。
这两种运动都是对如下这种看法的反对：有某种非人类的事物在那里存在，而人类则需要与它相接触
。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追踪如下两者之间的一些关联：一是詹姆斯和杜威对海德格尔所谓的“西方存
在一神学传统”的拒斥，一是雪莱断言诗“既是知识的核心，又是知识的边缘（circumference）”。
我拟从对真正的实在者①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神学的探索开始。
常识在一事物表面的颜色和其真实的颜色之间、在天体表面的运动和它们真实的运动之间、在乳脂替
代品和真正的奶油之间、在真假劳力士表之间作出区分。
但只有那些研习过哲学的人才会追问，是否真劳力士表真的是实在的。
[除了研习哲学的人之外]没有人认真对待柏拉图在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实在（Reality）②和以大
写字母“A”[开头]的表面现象（Appearance）之间作出的区分。
这一区分是形而上学的宪章。
巴门尼德通过构想出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实在的观念，发起了西方哲学传统。
他将树、星辰、人类和诸神全裹进一个被称作“一”的全面之物中了。
然后，他从这一全面之物那里往后退，宣称它是惟一值得知晓的事物，但永不能为有死的人所知晓。
柏拉图因对某种甚至比宙斯都更庄严、更不可接近的事物的这一暗示而着迷，但他更乐观。
柏拉图提出，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有天赋的有死者可以通过效仿苏格拉底，赢获通达他所谓的“真正的
实在者”的道路。
自从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有人担心我们是否能赢获通达实在的道路，或者是否我们认识机能的有限性
使得这样的道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没人担心我们是否在认知上可以通达树、星辰、奶油或者手表。
我们知道如何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一种合理的信念与一种[关于它们的]不合理的信念区分开来。
如果“实在”一词仅仅被用来指所有这类事物的集合，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关于通达它的道路的问题了
。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词永远也不会被大写。
但是，当它被赋予了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之后，没人能说清楚什么能被视作对一种关
于由此术语所指的事物的信念的辩护。
我们知道如何更正我们对物理对象的颜色、行星的运动以及手表的起源的信念，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更
正我们对于事物的最终本性的形而上学信念。
形而上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理智游戏场。
日常事物和实在之间的区别是这样的：当我们学会如何使用“树”这个词时，我们就自动获得了关于
各种树的许多真信念。
正如戴维森主张过的，我们关于像树这一类事物的大部分信念必定是真的。
因为倘若某人认为各种树都很典型地是蓝色的，而且它们从不超过两英尺，我们就会下结论说，不管
他说的是什么，那都不是树。
戴维森的观点是，在我们提出“是否关于某一事物的某个特殊信念错了”的问题之前，必定有了许多
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关于这一事物的信念。
一旦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些被共同接受的真理就都可以被质疑，尽管它们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都[
受质疑]。
一个人只能在愿意接受常识就某物持有的其余观点时，才能不认同常识就它所持的某一观点。
否则这个人就无法说出他要说的话了。
然而，涉及实在时，没有任何像常识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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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有关树的情况，不存在为俗众和有学问者所共同接受的任何平常的说法。
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里，你可能发现他们一致赞同实在的终极本性是原子和虚空。
在另外一些人那里，你发现他们一致同意实在的终极本性是非质料的、非时空性的、神圣的存在。
形而上学家们之间关于实在之本性的争吵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滑稽可笑，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感到
可以随意拾取他们最喜爱的某些事物，并宣称它们具有存在论上的特权地位。
尽管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们作出了一些杰出的努力，存在论在当代哲学家那里仍然
像在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时代一样流行。
我关于为何存在论依然如此流行的猜想是，我们仍然不情愿对浪漫主义的如下论点让步：想象力设立
了思想的边界。
古代的哲学与诗之争和晚近的科学与人文之争，其核心就是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于如下看法的恐惧
：想象力实际上可能会被完全接受下来。
但事实的确如此。
想象力是语言之源，而思想如果没有语言就是不可能的。
对这样的思想的反感促使哲学家们受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困扰：要获取通达实在的某种道路，这种道路
没有被语言的使用所中介过，并先于语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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