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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83年晚期，柏林的一个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文章，该文几乎只是顺便问道，“什么是启蒙？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场关于启蒙的本质和限度的争论在小册子和杂志中便风行一时。
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运动的理想和抱负受到了如此透彻的审视，以致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
后的批评者很少提出在18世纪80年代期间还不曾考虑过的要点。
　　只有这些论文当中的一篇，即伊曼纽尔·康德的“‘什么是启蒙？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在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
这本书开始于一个姗姗来迟的任务，那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一些其他的文献。
第一部分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关系到18世纪的德国对“什么是启蒙？
”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贡献。
第二部分收集了一些近来的论文，这些论文探究了这个讨论发生的历史情境以及这个争论的参与者。
收集在第三部分的论文反思了18世纪的这些回答对我们的时代的意义。
在这个序言中，我想概述一下选择、编辑和翻译构成本书的这些论文的根据，并且对那些帮助完成本
书的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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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文献集。
它围绕“什么是启蒙”这一主题收录了18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一批思想家、如康德、哈曼、费希特、
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福柯等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回应和分析，文集所涉及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均令
人惊叹。
其中的一些译自德文的文献不仅对中国读者来说很新鲜，而且之前在英语世界中也少为认知。
书中既有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又有对与启蒙相关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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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姆斯·施密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及其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含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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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什么是启蒙？
问题、情景及后果第一部分  18世纪的争论  一、这个问题及一些回答    我们应该对公民的启蒙做点什
和以？
    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对启蒙的思考    废纸捞金，或者对六个问题的六个回答  二、理性的公共使用    论思想自由和出版自
由、致君主、大臣和作者    论出版自由及其限制：为统治者、检察官和作者着想    公共性    向欧洲各
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  三、信仰和启蒙    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    对理性
缝纯粹主义的元批判    论启蒙：它危害和能够危害国家和宗教吗，或者一般而论就具有危害性？
君主、政治家和神职人员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词  四、启蒙的政治学    莱辛所言：评《教皇之旅》    真
的政治启蒙与假的政治启蒙    论启蒙对革命的影响    启蒙导致革命吗？
第二部分  历史反思  柏林星期三学会    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    论大众启蒙    
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    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批评    早期浪漫主
义和启蒙运动    进步：观念、怀张和批评——启蒙运动的遗产第三部分  20世纪的问题    什么是启蒙？
    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    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
    理性的多元主张中的统一    理性与想象力的战斗    康德的想像力的失败    启蒙运动的性别    自主性、
个性和自我决定    启蒙了的世界主义：对康德的“崇高”的政治透视第二、三部分作者简介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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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性的文化在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中能够借以实现的机构是数不清的。
凡是使得反思成为一种需要并且推进这种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机构，隶属于先前指出的决定我
们概念的因素。
然而，习惯的用法只是从所有这些机构中挑选出那些能够归因于人类意图、而且不管多么分散也基本
上能够被追溯到立法和教育的机构。
只要这些机构在一个特别显著的程度上显示了它们的影响，习惯的用法就会用“启蒙”这个名称来尊
称它们。
自从约瑟夫登上他父亲的王座以来，“启蒙”这个词在这个意义上还没有被如此频繁地使用过。
这其实就是这个词能够得到的最高贵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一种道德行为，一种最高贵的道德行为；也许它也是使得人在自豪地声称他像自
然的作者时能够得到宽恕和理解的唯一一种行为。
　　我期待整个民族在重要的概念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明晰性，许多读者也许会因为这种明晰性而
突然有所醒悟。
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反对意见：明晰的概念是一个圣贤长期艰苦沉思的结果，圣贤摆脱世俗的偏见和牵
制，与书本和自己的交流，把对真理的探究看作其生命的主要使命。
明晰的概念是哲学家的唯一特权。
总是占据了每个民族绝大部分的大众，一旦被培养起来明晰地思考，他们就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对这个异议，我回答如下：就像存在着一个自然的逻辑和一个人为的逻辑那样，概念也存在一种自然
的明晰性和一种人为的明晰性。
后者也许依然是哲学家的特权，但是只有当一个人只把哲学家算作人时，他才会否认大众能够具有概
念的自然明晰性。
请注意在大众的明晰概念和哲学家的明晰概念之间的差别，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差别。
大众具有明晰概念的能力更多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而哲学家具有明晰概念的能力则更多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
哲学家教导，大众倾听。
哲学家分析概念，大众把握已被分析的东西。
哲学家克服有碍于具有一个明晰概念的一切困难，而大众则只能帮助自己去接受明晰的概念所提供的
好处。
前者必须总是准备尽可能多的明晰概念，以便适应发现新的真理的要求。
后者只是满足于得到一些概念，以便适应理解一个已被揭示出来的真理的要求。
前者必须能够明晰地思考每一个能够被分析成为其各种属性的概念，而后者只是去思考那些其他人已
经为他们分析好、放到他们手中的概念。
最终，哲学家构造明晰概念的艺术，能够按照他的目的的要求来分析他的观念；他能够对那些被揭示
出来的属性的恰当性给出一个说明，并在他发现合适的时候对它们加以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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