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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在导论中概述实用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实用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
物的简况，为读者提供实用主义的概貌，然后以主要篇幅，分别详细考察“实在”、“经验”、“认
识”、“真理”、“意义”、“道德”、“科学”、“宗教”、“社会”和“政治”这十个基本观念
。
这里对“观念”一词作比较广泛的理解，用它意指实用主义者对某一领域或某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例
如，“实在”这个观念意指他们的有关本体论的看法，“认识”这个观念意指他们的有关认识论的看
法。
粗略说来，实用主义者普遍关注“实在”、“认识”、“真理”和“意义”这四个基本观念，对它们
的论述较多，对其余六个基本观念论述较少。
　　在每一章中，首先在其前言中简略概述某一基本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演变和在现代西方哲
学中的地位，为其后阐述实用主义者对该观念的看法提供一个概括的思想背景，然后按历史顺序尽可
能客观地陈述有关实用主义者对该观念的看法，最后在小结中分析比较这些看法的异同，梳理它们的
演变过程，必要时还要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看法相比较，了解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所谓“尽可能客观地”指的是这种陈述不可能完全不带有本书作者的个人见解，
例如，作者对哲学家的有关资料的挑选、理解以及转述都自然含有作者的主观见解。
作者力图以这种尽可能客观的陈述，既为自己在其后所作的分析和评论提供比较充实可靠的理论根据
，也为读者和专家进一步对该观念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与此相关，我把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置于本书各章的前言、小结和全书的结束语之中，尽量把自己的分
析和评论与实用主义哲学家们的论述分离开来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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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纪亮，生于19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史学、哲学学部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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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涂纪亮哲学论著选》（6卷）收人的论著外，还主编了《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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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著选泽》（4卷）、《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3卷）等论著或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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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二节 实用主义的思想渊源实用主义的思想渊源简略说来主要有四个：一是经验论传统
；二是进化论；三是德国古典哲学；四是科学方法论和实验心理学。
实用主义的头一个思想渊源是英、法等国的经验论传统。
经验论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已开始考察经验的来源和作用问
题。
在中世纪，在唯名论者的论著中已开始形成经验论的雏形。
到17-18世纪，在英国形成了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在法国形成了以伽
桑狄、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
到18世纪，在英国形成了以贝克莱、休谟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经验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哲学流派，如密尔、孔德、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罗素、摩尔、蒙塔古、培
里等人的新实在论，R.W.塞拉斯、桑塔亚那等人的批判实在论，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逻辑实证主
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个经验论传统。
与盛行于欧洲大陆德、法、荷等国的唯理论相对立，经验论者大多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而贬低理性认
识的作用，认为理性认识是间接的、抽象的，理性认识愈加抽象便愈不可靠，感性认识却是直接的、
具体的；感性知识是知识的来源，只有依靠经验的检验和证实才能判定知识的真伪，不能把自明性、
融贯性、无矛盾性看作真理的标准。
在认识方法上，经验论者大多重视归纳法，主张从许多个别事例中推出更多的事例，从个别推出一般
，得出具有或大或小的必然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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