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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　　有所了解
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
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
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
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
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
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
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
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转变。
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
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
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
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
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
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
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
？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20世纪西
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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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存在任何客观的价值。
    本书开首的这一断言，显示出作者将以一种独特的主观主义视角来表明，道德，无法被我们发现，
而是必须被创造出来。
　　本书系统地表述了麦凯的伦理学思想，虽然篇幅不大，却影响甚大。
它初版于1977年，在此后的短短6年里就再版了4次。
它试图勾勒出一个伦理系统，此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伦理学的地位，第二部分分析
了伦理学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则探讨了伦理学与法律、政治、宗教等其他领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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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价值的主观性　　1、道德怀疑主义　　不存在任何客观的价值（VALUES）。
这是对本章论题的一个直截了当的陈述，不过在论证这个论题之前，我将努力通过一些方式澄清并限
定它，在其中我可以处理一些异议，也可以防止对这个陈述的媒些误解。
　　这一论题的陈述很容易激起三种非常不同的反应。
有些人会认为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他们会把它看做是对道德以及对其他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的威胁，他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论题在本声称是探讨论理学的著作中的出现是荒谬的，基至是无耻的。
另一些人则会把它看做是浅薄的真理。
它显而易见得简直不值一提，无疑太易懂了，无须太多的论证。
而第三种人则会说，它是无意义的或空洞的，对于价值是否是世界构成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并没有提
出任何真实的论题。
不过，正因为可能存在着上述三种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更有必要深入地探讨。
　　价值不是客观的、不是世界构造的一部分，这一主张意谓着不但要包括或许被最自然地等同于道
德价值的道德上的善，而且还要包括其他可以被最自然地等同于道德价值的道德上的善，而且还要包
括其他可以被更宽泛地称作道德价值或道德贬斥的东西——正确和错误、义务、责任、一个行为的恶
劣和卑鄙，诸如此类。
它还包括非道德的价值，特别是审美价值，美以及各种艺术价值。
我将不会明确地讨论这些价值，但是很明显，差不多同样的因素既适用于审美价值也适用于道德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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