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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人》

内容概要

帕菲特是当代著名哲学和伦理学家，其代表作《理与人》一书被誉为自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问
一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实证道德哲学著作。本书围绕着“理”与“人”这两个主题，深入细致地分析
了历史上人们在这两方面所秉持的一系列代表性观点和理论，指出人们对自身本性和行动理由的把握
其实存在许多虚妄之处。作者借助大量的例子和缜密的推理，不仅比较和提示了人类行动的内在基础
，而且从理性，道德和人的本性诸层面对一些传统上信以为真的道德信念和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该书出版后对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公认的革命性影响，无论是在元伦理学方面还是在应用
伦理学方面都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本书还是著名的“哈佛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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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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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编  自败的理论
第一章   间接自败的理论
自利论何以可能是间接自败的
自利论告诉我们要永不克己吗1
以其自身的标准衡量何以自利论并未失败
使自己非理性地行动能是合乎理性的吗1
何以自利论蕴含着我们不可能避免非理性地行动
当与道德相冲突时对自利论予以拒斥的一个论证
这个论证何以失败
何以自利论可能是自谦的
何以后果论是间接自败的
以其自身标准衡量何以后果论并未失败
幻想的伦理学
集体性的后果论
无过之错
避免错误地行动是不可能的吗1
使自己错误地行动可能是对的吗1
何以后果论可能是自谦的
对假定不变性的诘难
合乎理性或合乎道德会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吗？
结论
第二章   实践上的两难
何以后果论不能是直接自败的
有些理论如何会是直接自败的
囚犯的两难困境和公共的善
实践上的难题及其解决方法
第三章  道德数学中的五大错误
总体份额的观点
忽视行动集合的后果
忽视微小的几率
忽视细小的或者觉察不到的后果
可能存在觉察不到的伤害和受益吗1
多因素决定
合乎理性的利他主义
第四章  直接自败的理论
以其自身的标准衡量在囚犯的两难困境中自利论
失败了吗？
对道德的另一个弱辩护
时际两难
对自利论的一个弱辩护
常识道德如何是直接自败的
道德理论的五个部分
我们如何能够修正常识道德以使其不会是自败的
我们为什么应该修正常识道德
一个更为简单的修正
第五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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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常识道德和后果论之间的距离
面向统一理论
有待完成的工作
另一种可能性
第二编  合理性与时间
第六章  对自利论的最好诘难
当前目标论
愿望能够是内在地非理性的抑或是合理地要求的吗？
三个彼此竞争的理论
心理自我主义
自利论和道德
我的第一论证
自利论者的第一回应
为什么时间中立并非自利论和当前目标论之间的争议问题
第七章  诉诸完全的相对性
自利论者的第二回应
西季威克的提法
自利论如何是不完全地相对的
何以西季威克误入歧途
该诉诸应用于一个形式层面上
该诉诸应用于其他一些主张
第八章  对时间的不同态度
不给一个人过去的愿望以权重是不合理的吗
取决于价值判断或者理想的那些愿望
纯粹的过去愿望
较少关心一个人的较远的未来是非理性的吗
一个自杀性的论证
过去的或者未来的受苦
因果关系的方向
时间上中立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偏向未来
时间的流逝
一种非对称
结论
第九章 我们为什么应当拒斥自利论
诉诸后悔莫及
重近者的失败何以不是自利论的胜利
诉诸不一致性
结论
第三编 个人同一性
第十章  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
简单电子传输和支线事例
质的同一性与量的同一性
个人同一性的物理准则
心理准则
其他观点
第十一章 我们何以并非自认为的那样
心理连续性预先假设了个人同一性吗？
经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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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还原论者的观点何以或许本来为真
威廉斯针对心理准则的论证
心理谱系
物理谱系
联合谱系
第十二章 我们的同一性为何不重要
分裂的头脑
用什么解释意识的统一性
我分裂时发生了什么
我分裂时重要的是什么
为何没有能满足两个令人信服的要求的同一性准则
维特根斯坦和佛陀
我实质上是我的大脑吗
真的观点可信吗
第十三章 到底什么重要
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躯体的连续性
支线事例
系列个人
我是一个迹象还是一个类型
部分幸存
相继的自我
第十四章  个人的同一性与合理性
极端主张
针对自利论的一个更佳论证
自利论者的反论证
古典自利论的失败
轻率行动之非道德性
第十五章 个人同一性与道德性
自主权与家长制
两种生命归宿
该当赏罚
承诺
个人的独立性和分配正义
功利主义者的观点的三种解释
变更原则的应用范围
变更原则的权重
使一个人承受负担只是要使某个别人受益这一点
能对吗
对平等原则赋予较少权重的一个论证
一个更加极端的论证
结论
第四编 未来的世世代代
第十六章 非同一性问题
我们的同一性何以事实上依赖于我们何时成胎
三种选择
我们应当赋予未来人的利益什么样的权重
女孩的孩子
降低生活质量何以不会对任何人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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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诉诸权利不能解决该问题
非同一性这个事实造成一种道德差异吗1
造成更遥远的未来中的一些可以预见的灾难
结论
第十七章 令人讨厌的结论
更多的人生存就更好吗？
人口增长对现存的人的影响
人口过剩
令人讨厌的结论
第十八章 荒谬的结论
一种据称的非对称性
理想契约方法何以提供不出解决方案
狭义的对人产生影响的原则
我们为什么不能诉诸这个原则
两个广义的对人产生影响的原则
一些可能的理论
受苦总量
诉诸没有价值的水准
词典式的观点
结论
第十九章 纯粹加法悖论
纯粹加法
我们为什么应当拒斥均量原则
我们为什么应当拒斥诉诸不平等悖论的第一个版本
我们为什么尚未被迫接受那个令人讨厌的结论
诉诸糟糕的水准
悖论的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
第二十章 结语
非人称性
论证的不同种类
对我的那些结论我们应当欢迎还是痛惜
道德怀疑论
人类的历史和伦理学的历史何以可能刚刚开始
附录
一个没有欺骗的世界
我较弱的结论在实践中如何会击败自利论
合理性与有关自我利益的不同理论
内格尔的大脑
最近连续者图式
社会贴现率
导致某人存在是否有益于这个人
罗尔斯式的诸原则
什么使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最好
佛家的观点
注释
专业术语汉英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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