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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灵与世界》的主要内容是一种记录，记录的是1991年我在牛津大学夏季学期的洛克讲座上所做的
演讲。
我对这些演讲从原初的形式上做了一些改动。
我试图在清晰度和明确性方面做出改进。
我还去掉了像“下周”和“上周”这样的词，因为把这样的词放在一个要通过一口气读完才能理解的
版本中似乎是荒谬的，也许——至少就这些演讲的正文而言情况是如此。
篇演讲”)只是想要说出我在牛津演讲中所说的话。
此外，这些正文的内容要通过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并以一种再现当初我做演讲时的那种口气说出来。
这里至少有三点需要做出说明。
首先，在表达这些演讲内容时，即使是在对短语和句子做出修改的地方，我也如同在段落和部分中所
做的那样，维持了演讲的顺序。
特别是，我并没有试图去消除或者甚至是减少重复。
我曾经希望，频繁而且有时很长的扼要重述能对听者有所帮助，而我现在也希望这样做能对读者有所
帮助。
其次，对于一组简短的演讲而言，试图遵循一种合理的线性思考顺序似乎是明智的，而且我并没有试
图使修正过的正文缺少二维性。
脚注(就它们不仅仅是文献的信息而言)和编后记旨在说明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加全面的处理方式可能会
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做演讲时它们差不多也只是那些演讲记录的附加物。
第三，我并没有试图去消除一种无防备性，它似乎是演讲这种形式所特有的。
我要对许多人表示真诚的谢意。
那些粗浅地阅读这些演讲的人可能会认为，大概在第一页之后，戴维森(Donal Davidson)在这些演讲当
中是作为我的一个敌人而出现的。
我希望即使是从这些演讲的正文本身来看，对于那些阅读稍微深入一些的读者来说，下面这一点也是
明显的：我挑选戴维森的工作进行批评表明了我对他的尊重。
我通过对照的方式来定义与戴维森不同的立场，这样做使得我容易把差异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大量的共
识置于中心位置。
为了实现演讲的目的，我强调了这种对照的重要性。
在编后记中我试图做出一些修正。
事实在于，自从在威金斯(David Wiggins)的坚持下我第一次阅读《真理与意义》(Truth and Mearl-ing)或
者也许是《论说出》(On Saying That)(我不确定最先读的是哪一篇)以来，戴维森的著述就成了我的灵
感之源。
[1]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灵与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经验性思想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充分地论证了现代哲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潜在的
二元论立场。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经验性思想理性地建基于经验当中，但任何试图清晰表达这个观点的人都会遇到
始料不及的困难。
麦克道威尔通过对众多当代哲学家著作的透辟解读揭示了这些困难的根源所在。
麦克道威尔认为，这些困难反映出我们未能看到如何将所谓的“理性的逻辑空间”纳入自然世界当中
，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某种对现代社会具有吸引力的自然观念。
麦克道威尔认为，抛开这种观念就可以回避那些哲学上的困难。
通过回归现代之前的自然观念同时又保留现代自然观念中的优点，我们就可以把经验看作对于独立的
实在的理性的开放性，这将是令人满意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地理解和解决心灵在世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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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1942－ )，当代哲学家，美国匹兹堡(Pittsburgh)大学哲学教授。
其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
《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是麦克道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收集了麦克道威尔在1991年的洛克
讲座上所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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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演讲 概念的无界性2．我想要在这篇演讲中考虑的，是关于观念论（idealism）的一种反对意见
。
如果我们要弄清楚思想和判断与思想之外的实在有关系这一点的意思，我们似乎就需要用外在于它们
的实在对它们施加理性的限制。
戴维森否认有任何这样的需要，并且提出我们只要有因果性的限制就够了。
我的看法是，他能够设法接受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正如他清楚地认识到的
那样，所与的神话是没有希望的。
这里我认为他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选择，而这个事实排除了否认对来自外部的理性限制的需要的惟一显然的理由：那个否认
没有与直观相关的理性限制的思想将是空洞的这一点的惟一显然的理由。
当我们试图承认需要外部的理性限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自己会认为，必定存在超出概念
领域的终极基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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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在演讲当中，我把戴维森的融贯论专门作为对我所倡导的关于经验的观点的陪衬。
这里我想要把戴维森对于经验思想的认识论方面的思考放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中，这种历史语境是由美
国实用主义传统最近的发展中的一条线索构成的。
我希望这有助于澄清某种在演讲中没有弄明白的东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把戴维森算作一位同盟
者而不是反对者。
2．在他那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著名的论文中，W．V．蒯因所批判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是：第一，在分
析陈述(即只根据意义为真这一意义上的陈述)和综合陈述(即其真值不仅取决于意义而且还取决于世界
这一意义上的陈述)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分”(20页)；第二，“经验意义”(empiricalsignificance)可以
在表达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看法的陈述总体中逐个地分配给单个陈述。
在蒯因看来，我们应该这样来代替第二个教条的说法：“经验意义的单位是科学的整体。
”(42页：这是我提出第二个教条的方式的原始资料)另一个表述是这样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陈
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经验法庭的。
”(41页)如果这是关于同一个思想的两种表述，那么蒯因正在不自觉地按照接受经验法庭的裁决来解
释经验的意义。
这使得好像蒯因关于“经验意义”的观念与康德关于经验内容的观念相对应，或者与经验世界发生关
系，30这是我在演讲中加以捍卫的东西。
按照那种观念，某种东西，比如说一个信念或者——更适合于蒯因——种世界观，在构成一种被看作
是关于事物情况如何的立场的意义上与世界产生关联这一事实，取决于它容易受到世界对其可接受性
的裁决的影响；而这样的裁决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给出。
遭到拒斥的第一个教条宣称，综合陈述的真值取决于两个因素，意义和世界；分析陈述是对之而言世
界因素等于零的陈述。
如今蒯因的肯定性画面保留了真理所依赖的那些因素的两重性。
他说：“很明显，真理一般而言既取决于语言又取决于非语言的事实。
”(36页)他的主张不是说没有那两个因素，而只是说我们不能根据陈述逐个地把它们两个分开。
在明显没有争议的经验论的语境中，“世界”要素只不过是对经验的可应答性，可以把它概括为“经
验意义”。
因此，在表达拒斥第二个教条的论点的过程中，蒯因认可通过下述说法重新表述真理对语言和非语言
事实的“明显”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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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麦克道威尔的著作是非同寻常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表明的见解以及它所提出的论证，而且因为它对一
般意义上的、从远古至今的思想的历史，特别是对哲学史的深刻的敏感性。
对于所有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它将是一种快乐，并且绝不为过地说，它也应该是一种激励。
 　　——P.F. 斯特劳森（P.F.Strawson）《时代文艺增刊》在《心灵与世界》中，麦克道威尔对构成“
现代”哲学的那些问题的最深刻的理智根源进行了论述。
麦克道威尔敏感而且深刻，他的行文简洁而且雅致。
如果他的书不像通常那样易读，那是因为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问题的深度与难度，也是因为他本人致力
于其中的宏伟的任务：对于哲学想象力，对于我们关于理智的可能性空间的判断力的重新塑造。
 　　——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哲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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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灵与世界》为“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中的一本，是麦克道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收集
了麦克道威尔在1991年的洛克讲座上所做的演讲。
　　现代哲学发现，给出一幅令人满意的画面，用来表明心灵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是很困难的。
尽管我们愿意认为经验思想理性地根植于经验，但是许多陷阱正等待着任何一个试图清晰表述这种立
场的人。
麦克道威尔主张，这些困难反映了一种可以理解的——但却可以克服的——失败，即没有看到我们如
何把塞拉斯所谓的“理性的逻辑空间”纳入自然界当中。
现代哲学发现，给出一幅令人满意的画面，用来表明心灵在世界中的位置，将是很困难的。
尽管我们愿意认为经验思想理性地根植于经验，但是许多陷阱正等待着任何一个试图清晰表述这种立
场的人。
麦克道威尔主张，这些困难反映了一种可以理解的——但却可以克服的——失败，即没有看到我们如
何把塞拉斯所谓的"理性的逻辑空间"纳入自然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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