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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真善美》

前言

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尊贵家族成员之一的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1904年发表了一篇令人费解
的文章《圣米塞尔山和沙德教堂——13世纪的全面研究》（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A Study of
Thirteenth—Century Unity），其篇幅冗长，几乎近200页。在文章中，亚当斯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说难
以适应自他1838年出生以来美国的很多变化，如城市扩张、人口迁移、移民涌入、政治谋杀，以及达
尔文主义、×射线、无线电、汽车等新技术的诞生。与他同时代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因此移居欧洲
，而亚当斯则不同，人虽然没有离开美国，思想却表现出怀旧情绪，回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亚当斯
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法国人的生活，在他心目中是最理想的。他认为表现这一理想并使之具体化的是
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宏伟的教堂使人对神产生敬畏心理。具有不同背景、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
纷纷聚集在大教堂里，表达他们对上帝和教堂内辉煌艺术作品的崇敬之情。他们还聆听着优美动听的
赞美诗演唱，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些哥特式大教堂表现了生命的和谐与统一。抽象的存在——
教会，以及教会的具体化——大教堂，代表了所有人追求的精神境界——“真、善、美”。在上帝话
语指引下的世界就是“真”的；在心目中上帝圣灵的感召下，人类的伟大创造就是“美”的；而所谓
“善”，就是在教会的鼓舞下，人们以基督和他的圣徒为榜样，能够也必将度过美好而善良的一生。 
  亚当斯在自己文章的重要段落里，大胆地想象：    “一切都是那样伟大，令人神往。教会和国家、上
帝和凡人、和平与战争、生存与死亡、善与恶所有这一切，都是统一的。宇宙中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
解决⋯⋯上帝协调各种关系，使世界的形象清晰、神圣而和谐。如果人们回顾那个时代，感觉就像在
看一幅美丽的绘画作品，它是和谐统一的象征。上帝和凡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程度是任何其他艺术作品都难以表现的。”    亚当斯似乎觉得仅仅和自己生活的时代比较还不能完全
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愿望：“所有世纪的人们都能用不同的说法表达自己的理想：
奇迹的出现或者发电机的诞生；宏伟大厦的建成或者煤矿的顺利开采；华丽大教堂的耸立或者人间仙
女来到眼前。”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2010年，小说家兼散文作家大卫·希尔兹（David Shields）出版
了一本书，标题为《渴望真相的宣言》（Reality Hunger：A Manifesto）。这本书比亚当斯的文章更难
懂，一共有26章，每章都以英文26个字母中的一个为标记，采用非常简短的标题。这本书实际上包
含618篇小品文或随笔，有的只有几个单词，有的则占一页篇幅。这些小品文和随笔的主题范围极为广
泛，从回忆录、往来信件，到政治话题，应有尽有，排列顺序看起来是随意的，甚至是混乱的。    这
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绝大部分是对其他作者作品的引述。细心的或者博闻强记的读者在阅读的
过程中就会渐渐发现，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来自其他作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并不清楚书中的“
我”或者“我们”究竟指的是谁，或者说参考的是哪些书籍和文献。作者只在书的末尾解释了自己为
什么这样做。后来在兰登书屋律师们的建议下，他才不情愿地加上了大量脚注，说明所有摘录引自何
处。    但此时像我这样的读者，内心不免产生疑问。如果发现原来这本书200页的内容都来自他人的作
品，我们凭什么还相信作者？如果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引用的，人们立刻会问，真相是什么？怎样才
能得到真相？请思考以下几句话：    “事实的生命就快走到尽头，我不认为还有时间挽救它。”    “
所有最好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同一时刻发生的某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很
难区分那些真实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    按照给予亨利·亚当斯以灵感的三位一体的方式，我
不情愿地再次阅读了希尔兹的书。作为一名研究“真”的学者，我不得不问：“希尔兹的书中还有真
的东西吗？”作为一名研究道德问题的学者，我也不得不问：“出版这类基本引自他人著作，一开始
就得不到认可的书，是‘善’吗？”同时作为一名研究艺术的学者，我也不得不问：“这样的作品‘
美’吗？”    从原则上看，大卫·希尔兹的书可以出版于任何时代，例如亨利·亚当斯的年代，甚至
中世纪。当然，这本书写作于当下，也很正常。这本书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对于任何公认美
好事物的否定和挑战，充满自信地胡乱拼贴，制造各种大杂烩，而数字时代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这两本书和它们的作者都是当前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典型，如果我们过去曾经毫不犹豫地接受“真”
、“善”、“美”的概念，而现在如果不认真思考，就可能对那些概念持怀疑态度。起码我们中的一
些人，甚至可能是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效地维护自己心中的“真”、“善”、“美”。 
  因此我写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真”、“善”、“美”的概念，二是说明我
们如何能将这三项美德的教育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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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教授2011年最新出版的
作品。作者在书中指出，自古希腊雅典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倡导开始，人类社会持
续两千多年对“真、善、美”三项美德的向往近几十年来在西方意料之外地受到两个不同因素的干扰
，引起了人们对“真、善、美”观念的广泛质疑。他认为因素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人类社会；另一个因素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膨胀并且具有空前威力的数字
媒体。但作者坚信，人类应该继续崇尚和维护这三项传统美德，使之流传后世。因此在本书中，作者
首先从哲学、美学、伦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人类社会在“真、善、美”
观念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困惑，然后提出了自己定义的当代“真、
善、美”的新概念，以及解决目前存在的有关困惑和问题的教育方法。这本书是当今哲学、美学、伦
理学以及德育、智育、美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补充和极好的新教材，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
是对于教育理论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及其家长，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教育家，按照本书的说
法，他自己当学生时所学的专业虽然是心理学中的三个分支，即发展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认知心理
学，但他早已徜徉在远离传统心理学的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内。他认为自己从博士研究生开始的研究工
作，特别是1971年加盟《零点项目》以后，就开始涉足艺术心理学范畴，成为了一名研究“美”的传
统观念的人。后来他通过对智能和理解的研究，特别是在创建多元智能理论并从事此理论的实践之后
，开始探索人类的认知规律，关注什么是“真”和如何判断“真”。最近15年来，他则与人合作，以
“优善工作项目”的课题为依托，深入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从事“善”的研究。因此他总结自
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事实上已经从对“美”的研究转到对“真”和“善”的研究，以至于最后提出了
自己系统的教育哲学思想。所以我认为，以2009年由土耳其一所大学主办召开“加德纳学术思想国际
研讨会”为标志，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思想家和举世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
书就是他教育哲学思想的最新体现。    霍华德·加德纳教授迄今已经出版了24部专著。1983年提出多
元智能理论，并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智能的结构》一书，该书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他自己也
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授予心理学、教育学、音乐学、医学、法学、哲学、文学等学科的24个荣誉博士
学位。本书探讨了当今社会有关“真、善、美”的热点议题，虽然加德纳将它看成是业余哲学家写的
学术科普著作，但我们可以预见，这本书将受到包括教育界在内的世界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    本书虽然篇幅有限，但涉及欧、美、日的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物理
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医生、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作
曲家、指挥家、画家、雕塑家、艺术设计师、摄影家、电影演员、舞蹈家、记者、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人、企业家、金融家、宗教领袖达数百人之多。这些人物的生存年代以及思想、言论或研究成果和作
品发表的年代跨度非常大，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因此除最著名的数十人，
如丘吉尔、斯大林、甘地、莫扎特、毕加索、爱因斯坦等以外，其余很多人的言论和作品虽然在西方
很有影响，或者刚刚产生很大影响，但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熟悉。为了满足读者顺利阅读和理解的需要
，本书译文不得不在页下采用若干小字脚注，对部分人物和作品加以说明，以避免因为正文括弧内的
英文注释过多，导致“散装英语”杂乱无章的现象。虽然在审校统稿时，译者的原则是尽量减少页下
脚注条目的数量，即使需要保留，也尽量减少其字数，但在保留必要的注释和尽量减少注释的条目数
之间，还是很难做到两全其美，请读者谅解。    在此我首先要特别感谢的是作者加德纳教授本人。和
过去指导我翻译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加德纳对本书的翻译工作也十分关心和重视，多次通过电子邮件
的方式，回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有时我发出提问的邮件还不到半小时，他给予解答的回
信就到达了我的邮箱。    本书作者加德纳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师的创造力》中文版译者之一、大连
诺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多元智能理论专家崔蓉晖老师，对本书第4章和第6章的译文做了初步的审校
和修改，从而分担了我的部分工作，并对有关名词的译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我还要感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副教授陈小龙博士，他对本书中有关现代音乐术语的翻译提
供了有益的建议。    我还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湛庐文化的有关领导和编辑，感谢他们给
了我充裕的时间，使我有条件边学习、边翻译，多次修改自己的译文，以兼顾学术严谨和通俗易懂的
要求，力求打造精品。翻译此书不但加深了我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解，也对过去很少接触的当代艺
术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丰富了我今后讲学的内容。    译者的分工如下：我本人翻译了序言及第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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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并在统一审校、修改所有各章及结论部分译文的基础上，完成全书的统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的博士研究生杨彦捷同学翻译了本书第4、5、6章和结论部分。    2009年，杨彦捷同学在攻读硕
士学位的同时，曾参与加德纳教授等人主编的《多元智能在全球》（Multiple Intelligence Around the
World）一书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她较高的中英文水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曾给担任此书主编和审
校工作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今年应邀参与本书的翻译工作，减轻了我肩上的压力，为全书译文
按时交稿提供了重要保证，我在此对她和她的导师王懿颖教授表示感谢。    尽管我们翻译时下了很大
工夫，但对转述加德纳这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最新重要著作，仍然
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不好过多麻烦作者本人，因此译文中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误，希
望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广大读者及时指出，十分感谢。    沈致隆    2011年11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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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雷克·博克，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社会学家，《幸福的政策》作者    本书内容非常丰富，但它的
价值却不仅局限于此。它加深了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当今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得充实和有意义，就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内森·格菜泽，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任
主席，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一切传统都受到质疑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钦佩和赞叹加德纳，因为
他写了这本有关传统美德的书。本书不仅展现出作者探索人类能力和创造力的极大热情，还向我们表
明，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怎样才能继续加深对人类的三项终极目标——真、善、美的
理解。    杰罗姆·布鲁纳，美国心理协会前任主席，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本书是加德纳对自己早期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富有意义的深入探讨。这个世界各方面的关系曾经像交响乐一样和谐，现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加德纳的这本新书对这些差异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思想超前，令人过目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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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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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很是有水平，只是看起来有点吃力，
2、虽然需要反复阅读，但是观点独特，是本好书。
3、a very touchy author.
4、我钦佩于作者的勇气，但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5、作者多元智能的观点还是蛮有意义。本书中作者认为真是在各行中都有真理，不断逼近真理，而
美和善虽然主观性较强，却依托真。进而辩证批判了在真善美领域的相对主义，自由主义自己新媒体
带来的可能危害，基于此，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念。
6、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感觉很多问题看不懂，同样是在说中国话，可是思想却不能和书融在
一起。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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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重塑真善美》的笔记-第1页

        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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