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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政治之间》

内容概要

《哲学与政治之间:卢梭政治哲学研究》揭示了卢梭政治哲学的德性根据，呈现了解决类与个体异化的
完善政制与自我教化的内在对抗，重构了卢梭政治哲学处于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定位。《哲学与政
治之间:卢梭政治哲学研究》研究认为，必须转换诠释卢梭政治哲学的方式，深入体会卢梭政治哲学所
处的思想情境及其响应，必须尽可能地同情并接近卢梭政治哲学的自我理解，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
从根本上把握卢梭政治哲学的实质并在此种把握中清理自身的前见结构。这首先要求阐释者深入思想
家的思想情境，必须尊重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并在文本细读中贴近思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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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誉铭，1976年生，湖南祁东人，1996年入湘潭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2000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
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学习，师从汪堂家教授，200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干上海海洋
大学社会科学部。曾在《复旦哲学评论》、《江海学刊》、《现代外国哲学》上发表译文数篇，在《
西方法律思想家研究年刊》、《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社会理论论丛》上发表卢梭学术
专业论文数篇；译著有《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笛卡尔之骨：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
》、《教化：希腊文化的理想》，专著有《义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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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一 思与在
　二 卢梭思想研究述评
　三 本书论题及方法
第一章 古今视域：思想情境中的政治哲学
　第一节 政治哲学的自我定位与敞开境域
　　一 哲学与政治哲学
　　二 共同体与政治哲学
　第二节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
　　一 古典语境中的政治哲学
　　二 现代语境中的政治哲学
　　　(一)“计算思维”与“思考思维”：科学与哲学的论争
　　　(二)政治生活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三)德性完善与生存欲望
　　　(四)自然法：古典与现代
第二章 哲学与政治之间：整体论题及实现方式
　第一节 诠释方式与思想整体
　第二节 基于德性的社会批判
　第三节 政治社会与正当性基础
　第四节 书写方式与政治一哲学之间
第三章 “共同生活”：历史图景一共同体一心灵机制的“合一性”
　第一节 基于“技术”与“偶然”的历史图景
　第二节 心灵机制：自爱与自私
　第三节 共同体正当机制及其基础
第四章 “回到自然”：“替补”与“可完善性”
　第一节 自然状态的实质及其正当性
　第二节 “直接存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性”问题
　　一 “自然状态”：和平与战争
　　二 “替补”与“可完善性”
　第三节 “疏离”：社会状态与“人性”问题
第五章 自我教化与完善共同体
　第一节 共同体与公民
　　一 社会契约与个体欲望
　　二 公意与众意
　第二节“自我教化”：“自由”与“德性”
　　一 个体的德性培育
　　二 政治社会的自由
　　三 “自由”与“德性”的合一
　第三节 共同体与公民宗教
第六章 自我知识与哲人生活
　第一节 思想转折与哲人生活
　第二节 哲学生活的前提和路径
　第三节 生存体悟与哲人生活
第七章 政治、理性与信仰：启蒙的自我批判
　第一节 启蒙与生存处境
　第二节 基础对抗：分裂与交汇
　第三节 政治：共和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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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宗教：理性中的信仰
结语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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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现代科学不再以对存在的追问作为自身的使命，相反，现代科学以对存在者状况的研究作
为自身的目的，前者使人们有可能关注整体的存在，而后者能够到达的仅仅是作为部分的知识，而在
古典学说中只有对存在的关注才使知识具备真理性： 仅科学本身就只是关于知识本身（知识天然地与
存在有关），知识就是知道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状况⋯⋯存在是知识的对象⋯⋯仅本身的东西关系着
仅本身的东西，特定性质的东西也关系着特定性质的东西。⋯⋯当科学变得不再是关于一般科学对象
的，而是变成了关于特定对象的，⋯⋯它们就成了某种科学，这使它不再被单纯地叫做‘科学’，而
被叫做特定的科学⋯⋯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就是科学与思想的关系。科学已经不是哲学或者哲学已不
再是科学导致作为科学的哲学的意义世界的消退。海德格尔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讨论到科学与思想（沉
思）的关系，他认为科学（他主要指的是现代科学）本性是不思，科学不能对自己的本性给人们提供
什么真知灼见，因为科学不思考，并且不能思考，由于科学不能对自身本质做出陈述，因此现代科学
根本就不再在哲学范畴里发展。36而且，作为自身的自我同一性对科学而言至关重要，但现代科学远
远不能实现自我同一性的领会，也就是说，同一性的确证使现代科学背离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的
探究原本就属于哲学： 对于科学来说，如果不首先确保其对象的同一性，它就不能成为它所是的东西
。只有通过这种保证，研究才能确保它的工作的可能性。虽然对象的同一性这一主导概念决不为科学
带来立等可取的成果。因此，根本说来科学知识的成功或成果基于某种无用上。不管科学听没听这种
呼求，也不管他把所听到的东西当作耳边风还是由此而惊愕，对象的同一性的呼求依然言说。 而科学
与哲学的分离实质上是两种思维方式即演算思维与思考思维的分野，这种分野使科学与哲学各自为政
，科学成为非哲学的科学，哲学成为非科学的哲学，这种分离使“技术”（应用知识）与“道德一实
践”（实践知识）完全分离，或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是“人的科
学”与“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最终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崩溃的先声： 科学与哲学
（演算的思维与思考的思维，前者即计算思维，它“使我们离开哲学的世界，陷入技术领域之中”；
后者“关心本质⋯⋯设法回忆一向已经被忘记的关于存在本身的真理”）的分离，实际上是一种相当
新的现象，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从那个时代起，科学就不再是解释性的，而成为描述性的。它不再
探讨为什么或现象的本质，而局限于提供怎么样。⋯⋯牛顿以后，科学对哲学的疏远逐步扩大。这种
疏远在本世纪（指20世纪）之初更加彻底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成为不可逆转的了。随之而来的
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崩溃，从此西方文化四分五裂：科学为一极，人文主义为一极，科学被哲学视为异
化的科学，哲学被科学视为怪诞的哲学。 人们不但应当留意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事实，而且必须深思科
学与哲学分离的对于当今时代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现代物理学向古典哲学发
出冲锋的号角，自从开普勒的天文学及伽利略、牛顿的物理学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亚里士多德和托
密勒之上，人们的整个视野仿佛在顷刻之间完全得到释放，这种释放不但对后者的正确性提出反驳，
而且进一步深入到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抗之中。科学与哲学的疏离导致了科学与哲学相互对话时的失
语状态，导致了自然角色的根本转换以及整个世界的领会的转变，自然成为没有生命的死的物质材料
，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为人而存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自然成为理性拷问的对象，人与自然的整
体性完全被打破，人们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多，而对于至关紧要之事却熟视无睹或以为虚
幻。它们的分离使技术力量在当今时代得到释放并主导了人同存在的关系，技术成为统治世界的决定
性因素。自然不再被归属于自然，而成为人们开发的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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