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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 认同与善
第一章 无法逃避的框架
第二章 道德空间中的自我
第三章 非表达的伦理学
第四章 道德根源
第二编 内在深度
第五章 道德地形学
第六章 柏拉图的自制
第七章 内在的人类
第八章 笛卡尔的分解式理性
第九章 洛克的点状自我
第十章 探索人类条件
第十一章 内的本性
第十二章 背离历史解释
第三编 日常生活的肯定
第十三章 “上帝喜爱副词
第十四章 理性化的基督教
第十五章 道德性感
第十六章 天意秩序
第十七章 现代性的文化
第四编 本性的呼声
第十八章 断裂的视野
第十九章 激进的启蒙运动
第二十章 作为根源的本性
第二十一章 表现主义转向
第五编 更微妙的语言
第二十二章 维多利亚的“同时代人”
第二十三章 后浪漫时代的视野
第二十四章 现代主义的显现
第二十五章 结论：现代性的冲突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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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法逃避的框架　　第一节　　我想探究我将称之为“现代认同”的各个侧面。给出它所
意味的东西一个适宜的最初的近似表达，就是说要去追溯我们有关什么是人类主体性、人格或自我的
现代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然而，进行这种探索很快就表明，不对我们的善的印象是如何而来的这个
问题有某种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对这种认同有真正清楚的把握。自我性和善，或换言之自我性
和道德，原来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主题。　　在第二至第五编深入到现代认同的历史和分析之
前，我想在第一编中就这种联系作某种论述。但是，即使这个准备性的任务，也有另一个障碍。眼下
的道德哲学，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在英语世界，已经给道德性以某种过于狭窄的关注，以致我在此
要标画的关键的联系无法以其术语来理解。这种道德哲学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样做是正确的而
不是怎么样生存是善的，集中到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上；它没有为作为我们所爱或
忠诚的对象，或像默多克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作为注意力和意志特别关注的善的术语留有概念上的
空间。这种哲学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认可了一种干瘪瘪的和斩头去尾的道德观，对包含在过最好的可
能生活的努力之中的全部议题来说，也认可一种干瘪瘪的和斩头去尾的道德观。不仅职业哲学家是这
样，更广泛的公众亦是如此。　　在第一编中我将尽力扩大合理的道德描述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恢
复那些因误导而显得似乎有问题的思考和描述方式。尤其是，我力图阐明和审查更丰富的背景性语言
；我们正是在这些语言中建立我们所承认的道德责任的基础和观点的。更广泛一点，我力图探讨存在
于我们当代人的某些道德和精神直觉背后的精神本性和困境的背景状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也想
试探着弄清背景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实现补救的重要因
素之所在，因为时下的哲学完全忽视了我们道德意识和信念的这个向度，甚至想将其当作混乱和不相
关的东西加以消除。与这种态度相反，我希望表明它是至关重要的。　　在前一段，我谈到了我们“
道德的和精神的”直觉。事实上，我想考虑的全部观念范围，比一般被描述为“道德”的东西要稍微
宽泛些。除我们关于诸如正义及对其他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的尊重等议题的概念和反应之外，我也
要考察对支撑着我们自己尊严的东西的感受，或考察对使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和完满的东西的追问。
这些内容或许能划归广义的道德问题，但有的内容却要么太自我取向，要么太关注我们的理想问题，
在绝大多数人的词汇中，很难划归道德问题。它们更关心的是生命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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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二章关于现代性自我如何成型的哲学史叙事线索
2、一直都对凤凰出版的书很信任，觉得它们出的都是好书，都是讲究质量的书。没想到，这本书翻
译得如此糟糕。如此一本名著，怎么能这么草率地翻译的，先不说能否准确传达作者的意思，先是看
这些文句，你就会明白 ，这不是翻译的能力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举例说，P394，“人们要求并赢
得了家庭的隐私权。对隐私的新的需要，反映在家庭空间的结构上。前十七世纪家庭所容纳得很少。
穷人中父母总是在他们孩子面前。”请译者能否解释一下，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先不说查尔斯·
泰勒的原意是什么，就单单看这段独立的中文的话就已经是文理不通、语法错误百出。请问译者，什
么时候该用逗号，什么时候该用句号，你在短短的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文段中，就用了4个句号
，请问句号，是这样用的吗？什么叫“前十七世纪家庭所容纳得很少。”，什么叫“穷人中父母总是
在他们孩子面前”。  强烈建议凤凰出版，好好追查一下这本书是谁翻译的，是哪位编辑把关的，它
怎么好意思如此就出来见公众。还卖60多块钱。
3、翻译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这样一本在西方学界收到如此重视的大书居然翻译的这么草率。我翻
来覆去决定还是去看英文的吧。
4、书有多处有损坏，估计是运输问题，卓越应该用一个盒子，为不是裸奔
5、其实就是启蒙的进步叙事或宏达叙事被转变为理性化所带来的道德失祜问题，在其中，功利主义
、休谟、浪漫主义分别用了不同的解释方式。但，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晦涩又啰嗦的叙述方式呢？
6、: �
C912.1/5945
7、自我的根源，写论文用的书
8、真是有罪，又一次只是翻一翻这本书了。现在喜欢像《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那种脉络细密的著
作，像Taylor这样天马行空的文化思想史有点不习惯——或许不佳的翻译也让人蹙眉。Taylor先批评了
当代道德哲学聚焦正当和责任的狭隘，从而转回到更丰厚的善之观念——moralitys是人的不可避免的
框架。由这种宽泛的内在视角，泰勒追溯了modern identity (human agent)形成的历史：1、内在的深度
（inwardness）: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洛克；2、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理性化的基督教到现代文化
；3、本性的呼唤：启蒙、表现主义。结果是非常复杂的现代性：有神论基石、分解式理性和浪漫表
现的混杂。Taylor对诸多思想和人物的素描（如帕菲特）都不乏洞见，但因翻译不佳，我暂放置一边
。赎罪~
9、书写得这么厚真罪过
10、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晦涩又啰嗦的叙述方式呢？
11、第一篇《认同与善》；社群主义的论调；不是自己关注的问题；感觉“认同”的概念仍然宽泛而
又模糊，其中第二章“道德空间中的自我”读着倒是有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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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我的根源》的笔记-第644页

        但显现仍然是通过对一个景色的描写或表达而得以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现代诗歌不再是
描绘性的。不存在用来指称或描写的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以界定的物体。人们引入形象，但仅仅作为比
喻或模仿引入的，以使得一个中心的被谈及的事物、故事或对象有性格。从象征主义起，就一直存在
着一种通过并置的形象来使得某些东西出现的诗歌，或者——更难以解释的是，通过并置的词语来使
得某些东西得到呈现。显现来自于词语和形象之间，似乎可以说，来自于两者之间建立的力场，而不
是来自它们在变形的同时所描述的中心性的被谈及的事物。

2、《自我的根源》的笔记-第642页

        在《魔山》中，汉斯·卡斯托普发现，有序管理的时间、积累控制的时间甚至有机体生长的时间
都从他的身边流走了。在疗养院中，人们滑入一种无时间状态，在那种状态中，所有的度量都失去了
，时间失去了它的形状。就像这种从我们正常的、被度量的时间意识的逝去是在单一自我之内发生的
那样，它是一个更深的经验的根本条件，这一更深的经验开辟了生活的另一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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