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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简介：大卫·雷·格里芬是美国克莱蒙特神学院和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宗教哲教授，现任位于圣巴
巴拉的“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和“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著有《上帝、权力与罪恶》和《过程神学》（与小约翰·B·科布合著）编有《后现代科学》《后现
代精神》《物理学和时间的终极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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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译序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性向度及其依据导论：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  一、后现代主义和理性  二
、一代心一身问题与反理性  三、一代性对一种机械论的自然的认可  四、作为后现代假说的泛经验论  
五、拒斥感觉论者的知觉观  六、超越极端相对主义的反基础主义  七、上帝、真理和价值  八、关于本
书的几篇论文第一篇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皮尔士反的笛卡儿主义]  二
、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皮尔士早期的实用主义  三、从现代实用主义到后现代实效主义  四、皮尔士的
后现代主义原则第二篇  威廉·詹姆士  一、对现代哲学的概念破除  二、后现代科学与宗教  三、詹姆
士的真理实用论  四、社会哲学  五、结论第三篇  亨利·柏格森  一、导言  二、早期二元论：内在自由
与外部空间  三、记忆和一种新的物质观  四、灵魂和超心理  五、创造的进化  六、本能和直觉：人性
在进化中的地位  七、柏格森的宗教社会生物学  八、开放的社会/能动的宗教  九、几个异议和某些回
答  十、对一个后现代世界的况现价值第四篇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第五篇  查尔斯·哈茨霍恩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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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作为后现代假说的泛经验论　　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家们并不声称他们知道全部现实
都有经验，但他们提出泛经验论是一种假说，即一种能使哲学家克服各种不足和用其他办法似乎显然
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的假说。
这些显然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之一，便是如何公平地对待我们在实践中都必然会预设的身与心之间的
相互作用。
基于这种泛经验论的假说(它得到了我们五位作者的肯定)，人们才能肯定这样两件使心灵与大脑之间
的相互作用得以理解的事情：即心灵与大脑(在数量上)是不同的；但是心灵与大脑细胞(在本体论上)
并不是不同类型的实体。
　　除了心一身关系的困惑之外，现代哲学家还有一个同样困难的、与自由和决定论问题密切相关的
难题。
它之所以密切相关，用皮尔士的话来说是因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区别乃是终极因与动力
因之间的区别。
”某些二元论的相互作用论者断言，自由不仅是人类心灵的自由，而且也是(通过心灵对其身体的影
响)人类行为的自由。
但是，认为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包括了自由与不自由的二元论只能增加心身相互作用的不可理解性。
自由如何才能通过终极因或自决与不自由(它完全是由来自他物的动力因决定的)相互作用呢?中心状态
的唯物论(无论它是采取一种同一论的形式，还是采取一种更为机能论的形式)通过否定人的自由，或
者更典型地，通过重新定义它从而借助各种物理原因使之与彻底的决定论相一致，回避了这个问题。
不可能有坎贝尔所谓的“形而上学选择”意义上的自由，这表明，选择不完全是由先前的物理原因决
定的，因而部分地是自决的。
坎贝尔指出：“如果有形而上学选择，那么中心状态的唯物论就是错误的。
”而且同样，坎贝尔的附带现象论就会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他就可能通过心灵允许形而上学的选
择，但又不可能允许这种选择影响身体的行为。
然而，这种解决方式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包括中心状态的唯物论者和附带现象论者)实际上都预设了
我们要运用坎贝尔所谓的(或许有点贬抑意味的)“形而上学选择”——即包括了自决要素并因而是真
正的自由在内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影响了我们的身体行为。
既然如此，这就有一个矛盾，即一个在哲学理论的精确学说和哲学家实践的含混预设之间的矛盾。
　　避免说明经验和非经验、自由和被决定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即当前最流行的方
式之一——是，简单地‘否定心灵是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它甚至作为一种现实而存在。
心灵被认为是等同于(即在本体论上可以还原为)大脑的，而且，大脑的活动被认为是和任何其他自然
活动一样完全是由动力因决定的。
为这种立场而辩护的那种尝试已经导致了“消除式的唯物论”(eliminative materialism)，即一种我们能
够而且应该学会不使用任何主观的语词(如“感觉”、“痛苦”和“目的”)就能完全描述人类行为的
学说。
其他一些认识到这种同一论方案是一个败笔的唯物论者则赞同机能论，它包含了这样一种主张，即我
们所说的心灵(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大脑)完全是大脑的一种机能。
尽管这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因而显然不太站得住脚的假说，但它仍否定了那些我们大家(包括提出这些
假说的哲学家)实际上都预设了的观念——即我们的经验(包括制定和评价假说的活动)在现在部分地是
自决的，而非完全是由先前的事件决定的。
我们部分地是根据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目的作出自由选择的，而且，我们的目的即部分自决的经验影
响了我们的身体，因而影响了世界。
　　唯物论解决心一身问题的途径阐明了另一种类型的反理性主义，怀特海发现，这种典型的现代哲
学(除了那些安于满足矛盾的类型以外)“未能包括体系范围内的某些明显的经验要素，乃是和大胆地
否认这些事实吻合的。
”关于那些其体系排除了任何根据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都不能解释的事物的科学家，怀特海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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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这一论述同样完全适用于许多现代哲学家。
怀特海指出：“拒斥任何证据的来源，总是对那种极力主张科学与哲学是相似的极端唯理论的反叛。
”这种极端唯理论包括了这样一种适当而一致的倾向(drive)：　　宇宙论高于万物应该是恰当的。
它不应将自己限定为一门科学的范畴概念，而应该说明一切不适应的东西。
其职责不是拒斥经验，而是发现最一般的说明体系。
在这一基础之上，他特别赞扬了他认识的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有时由于反理智而受到批评)，他就
是威廉·詹姆士：“他的理智生活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摈弃经验。
”　　基思·坎贝尔之所以拒斥唯物论而赞同附带现象论是因为，他认为唯物论的同一论和机能论不
能公正地对待人类的经验。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附带现象论既是矛盾的(和其他形式的本体论二元论一样)，也是不
当的。
　　二元论、附带现象论和唯物论的这种矛盾和不当，可以通过建立在泛经验论基础上的建设性的后
现代哲学家而避免。
泛经验论认为，所有个体(包括非人类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正(自决)自由的个体，并认为，不同
等级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
用皮尔士的话来说：“所有现象都是一种特殊现象，尽管某些现象是更具精神性和自发性的现象，其
他现象是更具物质性和规则性的现象。
同样，所有现象仍表现为(一种)自由和强制的混和。
”因此，心灵和大脑细胞的相互作用并不介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而是介乎自由的多与少之间。
以下各篇论文(特别是关于怀特海和哈茨霍恩的那两篇论文)将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他们的观点和他们之前的詹姆士的观点一样，乃是建立在柏格森的这样一种洞见基础之上的，即
现代科学似乎已经使自由成为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它试图把绵延(duration)即我们的经验还原为现代物
理学中“空间化了的”时间。
柏格森揭示了这种“时间”成为一种抽象的方式，这种使绵延即我们的内在经验符合物理学的时间的
方式，不是要从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排除绵延，而是要认识物理学理论的时间的抽象性，因此可以说，
物理学讨论的具体现实和我们一样享有绵延。
　　然而，这却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哲学的另一个困难，即如何使我们关于时间的预设成为可以理解的
。
一方面，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了关于我们的宇宙的进化历史(story)，根据这一历史，生命产生之前经
过了数十亿年的时间。
另一方面，大多数思考过时间本质的哲学家——如阿道夫·格鲁鲍姆(Adolf Griinbaum)——又认为，
时间，在我们经验它的时候，具有一种在场的(present)“现在”(它区分了过去和未来)和一种不可逆的
方向，它不可能脱离经验而存在。
那些想把经验完全归结为人类存在的哲学家们显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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