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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在哲学逻辑中追溯历史叙事的复杂性的根基，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叙述哲学的
结构。
作者考察了现有叙事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提出和辩护了叙述哲学的三个基本论题。
安克施密特的这部著作，对当代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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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而且，我必须强调这些过去的“图像”或者“图画”在历史作品中的内在重要性。
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即几乎所有历史写作的目的（唯一的例外是一些历史“研究”作品，参见第一
章第1节），都是创造这样的“图像”或者“图画”。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中古史学家索瑟恩（Southern）的敏锐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讲述了在自己还
是一个年轻男孩的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驾驭了难以处理的历史材料。
“那是1927年的10月，我15岁。
就像每年都会有的那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我面临一项令人感到压抑的任务：写出一篇关于国王亨利
七世的论文。
大量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闷事实从各个方向伸展开来，使我的感官麻木。
突然，出乎意料地，珍贵的语词自己就形成了。
我至今还能看见它们。
它们是：亨利七世是英国第一个商人国王。
当然，这是错的；或者只是在一种奇特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没有语词可以表达它们那时给我带来的启发。
”[2]于是，年轻的索瑟恩找到了关于过去的一个“图像”、“图画”或者人们常说的“论题”，这使
得他得以理解过去的一个否则就难以处理的部分。
我确信，许多其他历史学家也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任何曾经试图进行历史写作的人，无论他要写的是一篇短文还是论文，都必须承认，没有这样的“图
像”或者“图画”，历史的叙述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它们是建构叙事以及叙事的内容和认知
内核的指导原则。
没有它们，叙事就分解为许多不相融贯的语句。
当然，不仅仅历史学家使用或者建构这样的“图像”或者“图画”。
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理论中，它们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
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15—16世纪，欧洲政治社会经历了令许多人方向感迷失的深刻变化。
于是，人们感到需要一种使政治现实再变得可以理解的新的概念工具。
最终，人们找到了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而由博丹（Bodin）提出的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很快就被证
明是最富有成效的。
17—18世纪政治理论对这一概念的详尽阐述——对最终导致自由议会统治的社会实在的这个新的“图
像”或“图画”式的详尽阐述——只有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观念得到构想之后才有可能。
 有时，这种过去的“图像”或者“图画”甚至会得到它们自己的名称。
例如，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者“教会的衰落”这样的术语
，事实上是那些想要把握过去的历史学家给过去的“图像”或者“图画”起的名字，这些术语的内涵
总是体现着关于过去的特殊历史作品的解释。
（我要赶紧加上一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艺复兴[复数]”、“启蒙运动[复数]”、“欧洲早期资
本主义[复数]”等，因为我们有多少个关于这些主题的历史作品叙述，我们就有多少个这样的术语。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还没有使用这些被普遍接受的术语时，过去的“图像”或者“图画”就没有
提出来。
 在新近的历史哲学中，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者“教会的衰
落”这类概念的奇特性质已经被人们认识到了，特别是在W.H.沃尔什的著述中。
沃尔什将这类概念命名为“综合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这是一个由19世纪逻辑学家休厄尔
（Whewell）提出的术语。
在沃尔什看来，这些“综合概念”使得历史学家可以将许多不同现象归于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
他将它们比做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das konkrete Universelie）”：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所处理
的都是在多样性（为概念所“综合”的不同现象）中辨别出统一性（这个概念自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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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
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
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
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
；同时，我们也希望《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
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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