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9106

10位ISBN编号：7308069109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哈奇森

页数：245

译者：戴茂堂,李家莲,赵红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

前言

作为人类全面深刻认识自身本质、能力和责任，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一场巨大社会思想运动
——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西方世界的文化。
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殖民、贸易及和平的文化交流，它的影响也流布到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其主导的思想观念乃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创导并发展起来的。
严格地说，21世纪初的我们仍然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产儿。
启蒙运动作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波及许多国家和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运动的总和，具有极为丰富
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张力。
彼得·赖尔和艾伦·威尔逊撰著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涉及的国家有十六个，涉及的思想家、政
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人士超过百位，足以证明这场运动涉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多。
“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更应该看作是一个“家族类似”概念，很可能并不具有人们一直以来所
定义的某种本质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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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希望这本论文能够顺利为人所接受，希望某些有更多能力与闲暇的人会投身于对人类各种天
然原则或天然行为意向的更严格的哲学研究，这些研究也许会产生比已经出现的任何道德理论更精密
的学说，希望这次显示人类性情的合理一面的尝试会对这个伟大目的有些许用处。
    哈尔的克拉克先生所提出的对第二篇论文第二节的主要反驳是在对话中呈现于本书作者的，这提醒
作者有必要进一步地阐明无私感情，目的是为了回应他那套从自爱推导无私感情的说法。
这套说法似乎比该书作者所看到过的任何纸面观点都更有独创性。
他在克拉克先生那里容忍了所有其他部分的论述，而不能容忍这种认为他有损于基督教的公开反驳，
其原因在于某些最狂热的基督徒的公开维护。
本书作者希望克拉克先生会通过论激情的这篇论文的第一节中所说的而满意于此点以及与无私感情有
关的说法，作者有意在此处进行明确的回应，其目的是既要避免那些令人厌恶的对该著作的应答或评
述：其中难免太尖刻，太具攻击性；又要避免看过该研究之前版本的人，对为了充实这一主题所必须
的阐明和附加证明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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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8226;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1746)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第一个主要思想家，他
在1729年到1746年间任格拉斯哥大学哲学教授，对后来的苏格兰大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他持有与霍布斯不同的意见，反对霍布斯的信徒休谟，为苏格兰思想找到了一
条新的道路。
哈奇森对世界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予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的结果主义准则是将最高的快乐带给最多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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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激情的本性与表现　第一节　对几种私人或公共感官与欲望的一般说明　第二节　论感情和激情，
纯粹感情的自然法则，激情的混合感觉及其最终缘由  第三节　感情和激情的特殊分类  第四节　我们
的各种感情和激情在多大程度上处于我们的权限之中，要么在其产生时会支配它们，要么会阻止它们
的产生；对其对象的一般观察　第五节　各种感官痛苦与快乐的强度和延续性之比较　第六节　论欲
望之最佳控制的一般结论，以及幸福所必须的原则对道德感官的阐明  第一节　论德性特征在于同真
理或理性相符  第二节　论德性与恶行的特点，行为的适宜性与不适宜性  第三节　作为德性观念的伍
拉斯顿真理意义  第四节　基于我们通过道德感官接受德性和恶行观念的假设论与其有关的理性运用  
第五节　论德性可以拥有美德所意指的一切，以及基于它为感官所知觉并被人从感情或本能中选取的
假设而可得回报  第六节　对神的敬重在多大程度上会使行为高尚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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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第一种论述，显而易见，通过道德感官来评判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感情，由此，我们赞许友善的感
情，而不赞许相反的感情。
但是，没有人能把道德属性应用于知觉道德品性的每种官能，或称他的道德感官在道德上为善或为恶
，正如他不能把味觉能力称为甜或苦，或者说，把视觉能力称为窄或弯、白或黑一样。
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感官来评判他人的感情，因此，在这些感官中，人们似乎不可能彼此不同，正如
他们在口味上的情况一样。
赞许仁爱的感官会不认可赞许恶意的感官对其感到高兴的性情。
前者会通过他自身的感官来评判后者，后者也会通过他自身的感官来评判前者。
彼此首先会视对方的感官为反常。
但是，是不是没有差异呢？
两种感官是不是同为善呢？
肯定不是这样的，任何看到他们的人都会认为前者的感官比后者的感官更值得欲求，但这是因为每个
人的道德感官都以前面的方式得以构造。
但是如果有一种根本没有道德感官的自然物来观察这两个人，他会不会认为前者的状态不比后者的状
态更好？
是的，他可能会这样，但不是因为知觉到一种感官中的道德善性多于另一种感官中的道德善性。
任何理性自然物只要观察到了如此构造、并具有对立感官的两个人，可能就会通过推理而明白，这并
不是因为一种感官中的道德善性要多于相反的感官，而是因为指向此人（此人在一种构造中拥有前面
一种感官，而在对立的构造中拥有相反的趋向）自身幸福的趋向。
不仅如此，此人自己或许也会观察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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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7）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g论美
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以及《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1728）
对1740年之后开始写作的英国哲学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这两本著作在英国哲学史上具有毋
庸置疑的重要地位。
《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出版于）725年.在备受同时代哲学家以及保守人士的批判之后.哈奇森又
在1728年出版了《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该书以《论美与德性观念
的根源》为写作前提，对其中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从而更加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道
德哲学思想。
如果说哈奇森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提出了他“新光”道德哲学思想的雏形，那么，正是在《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出版之后，这个思想体系才真正开始成熟起来
。
相对《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而言，《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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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启蒙运动经典译丛·苏格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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