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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困惑》

内容概要

哲学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哲学的世界是无边的，一切都能被哲学地思考。但哲学家内心深处的动机
，却是去说明和理解事物的根本。我们的信仰、伦理原则、推理与证明的标准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精神
、物质、身份同一性、因果关系、知识、自由意志、真理和意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如何将这一切汇聚在
一起，融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什么比思考这些问题更崇
高的?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 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思想
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尼采曾要求：你应如此活着，一如你愿意这样的生命可以永恒地重
复。这似乎有点苛求。然而哲学确实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值得从一而终的生活方式。一如苏格
拉底最初向我们示范的那样。
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诺齐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总是用他的原创性、
力量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和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向我们展示着：研究
哲学和阅读哲学可以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 这本文集收入了诺齐克数十年写成的22篇论文，不仅全面
展示了诺齐克的哲学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个人肖像。它没有统一的题材——包括哲学论
文、书评，甚至几篇哲学小说，也没有统一的主题，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诺齐克的“苏格拉底式”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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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困惑》

作者简介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 二十世纪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美国哈
佛大学教授。因1974年出版第一本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举成
名。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
另著有《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1981）、《被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1989）、《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1990）、《理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1993）、《苏格拉底的困惑》
（Socratic Puzzles，1997）、《恒常：客观世界的基本结构》（Invariances: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2001）等，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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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只喜欢探询的狐狸——译者序序言选择与效用1 强迫2 纽康柏悖论与选择的两条原则3 纽康柏悖论的
反思4 人际效用理论5 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哲学与方法论6 苏格拉底的困惑7 经验、理论和语言8 作为
结果的简单性9 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伦理与政治10 道德复杂性与道德结构11 论兰德式论证12 按权重投票
和“一人一票”讨论与书评13 纳尔逊·古德曼论审美价值14 谁会选择社会主义？15 知识分子为何反对
资本主义？16 极端主义的特征17 战争、恐怖主义与报复——为道德划定底线18 动物也有权利吗？哲学
小说19 虚构20 “请尽快回复”——故事一则21 新约书22 存在的目的汉英译名对照表名词概念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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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哲学的世界是无边的，一切都能被哲学地思考。但哲学家内心深处的
动机，却是去说明和理解事物的根本。我们的信仰、伦理原则、推理与证明的标准是以什么作为依据
？精神、物质、身份同一性、因果关系、知识、自由意志、真理和意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如何将这一
切汇聚在一起，融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什么比思考这
些问题更崇高的？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　　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尼采曾要求：你应如此活着，一如你愿意这样的生
命可以永恒地重复。这似乎有点苛求。然而哲学确实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值得从一而终的生活
方式。一如苏格拉底最初向我们示范的那样。　　——诺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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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发现我是不可能看懂的⋯⋯
2、中间的一些辩论性思想很不错。不过好大一部分关于推理的真心看不懂，打算再捋一遍
3、不容易读懂
4、有点晦涩。。
5、有点复杂,没怎么看懂(名人的世界你我不懂)
6、哲学和逻辑，阅读困难
7、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本书 觉得很没劲？
8、:B712.59-53/3704
9、难理解，但并不是我应该拒绝的原因。等自己的逻辑和数学更精进之后再来读过。
10、奇怪，这本怎么弄伤怀特海了
11、数学，数学啊
12、Have to get an original copy...
13、没看懂
14、博而无当
15、越看越觉得，真理的足迹恐怕我们人类是追寻不到的
16、不得不说，诺齐克找漏洞的能力太强了⋯⋯像是一位拥有精湛技艺的解刨医生⋯用自己的分析将
对方的观点拆解到分崩离析。「选择与效用」部分中对「强迫」的论证和对「纽康柏悖论」的讨论非
常有意思。「伦理与政治」部分中的「道德复杂性与道德结构」使我对「电车难题」又有了新的理解
。书中多处运用了数学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论证，用数学方法分析和讨论问题很是值得我学习。对我而
言，这是一本好书。
17、哲学的境界啊！！！书中涉及了很多哲学小问题、小例子，非得静下心来好好参悟才能看得懂啊
！~
18、2010年一月借于南理工图书馆
19、待重读
20、企图彻底解释自由选择的意义，但好像失败了。正如所有的抽象概念一样，维特根斯坦问，什么
是本质？
21、跟诺齐克学逻辑.
22、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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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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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困惑》

章节试读

1、《苏格拉底的困惑》的笔记-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奥地利学派鲜明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特别引人关注。诺齐克对此论述道：
声称合乎事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均可以化约为个人行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
是化约论者，但典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反对其他化约论者的主张，譬如，人类行为理论可以化约
为神经生理学、化学、物理，社会科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绕过人类行为，化约为以上科学。这就产生
了一个问题，即，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希望用反化约论来驳斥向下级学科（物理与神经生理
学）化约的可能性，而非个人主义社会科学家是否也会用同一论证来质疑社会科学向同级人类行为化
约的可能性，从而驳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本身，这个问题我姑且不论。
“这个问题”在后文以别样的方式提出。诺齐克特地谈到了行为主义者的实验与主张：
行动是行为的一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外界引起的身体运动甚至
连行为都算不上，譬如物体从高空无意识降落的运动。有些行动不是行为，譬如简单的非条件反射。
经过训练，非条件反射也可以手选择控制，但如果没有经过训练，非条件反射行为不能算行动（虽然
之前“未经过训练”的反射可能是行动）。经典的巴甫洛夫实验中的条件反射是不是行动呢？铃声响
，有食物；铃声响（没有食物），狗或人也会流口水。流口水这个行为是不是行动？我想不起来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究竟是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了，但我记得，他们认为这不是行动。

更有意思也更难解决的是操作性行为。符合操作性条件反射原则的行为是不是行动？操作性条件反射
过程通过奖惩手段、根据不同的后效强化作用使用积极或消极的刺激物，提高或降低了不同行为的概
率，并引入了不同的条件反射减弱模式。

那么，这些受制于刺激物并由刺激物塑造的行为是不是行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们可能不同意将操
作性条件反射原则应用于人，以同样的方法提出关于人的理论，因为斯金纳学派的心理学家将原则应
用于的行为正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们所谓的“有目的”的行动。

也许斯金纳的理论与人类行动理论是协调的，能解释同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即使人类行为理论被认
为是先验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斯金纳的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解释，使我们能够做出更多的预
测。因此，拥有先验理论并不能使我们不再追求、提出、阐释、检验行为的偶然真理体系。掌握了先
验理论并不表明不存在一个更好的、更有预测能力的、更广泛的后验理论，并不能阻挡经验科学的脚
步。
但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似乎认为除了他们的概念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概念，只有通过他们的概念
，才能理解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斯金纳理论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人类行动理论
不能协调，并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究竟哪个理论能解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行为？
最后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化约（即还原论）的可能性，即将人类行动理论最终化约为行为主义理
论。这种化约的意义在于，我们可能在此过程中发现上级学科的一些概念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
需要重新定义。举例而言，如果某一天我们发现：某些化学元素居然不能还原为物理粒子，那么，这
些元素的原有地位就会动摇。化约或者还原并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冒犯，而是增进我们的认识的有力手
段。

奥地利学派强调：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论是一种先验科学。“先验”在此最好被理解为：和任何一种经
验科学一样，人类行动理论同样建立在某些假说之上。这就意味着，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人类的
自主行动设定为不可分析的基本概念时，他们只是提出了一种研究纲领。正如物理学设定了力、重心
等概念，人类行动理论也设定了“行动”这一概念。通过这一概念，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力求对更广泛
的经济现象作出更深刻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相对于人类行动理论而言，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恰恰就是对“行动”乃至“行为”作出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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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致说明。看起来，这里面发生了冲突：斯金纳学派试图分析一种被奥地利学派认为是不可分析的
概念。然而，这其实并不构成矛盾。试想，许多学科其实都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之上：比如，完
全可以设想，斯金纳学派在进行实验时，参与实验者所依赖的是朴素的物理学知识（以某种方式按动
开关，笼门就会开，等等）；实验品的建造遵从着简单的物理学规律（笼子，食物，各种器械，等等
）。换句话说，即使把时间推到几个世纪以前，这样的实验依然可以完美地进行；而几个世纪以来的
物理学发展虽然能够否定牛顿的经典学说，却无法否定行为主义理论。牛顿的错误并不能推出斯金纳
的错误，尽管后者依赖于前者的学说。以此类推，奥地利学派对于“行动”概念的设定尽管在斯金纳
学派看来是武断乃至错误的，却并不意味着关于行为的实验能够否定人类行动理论。实际上，在科学
史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下级学科的研究结果，可能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在上级学科中反映出来
。在该结果取得足够大的影响之前，上级学科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体现出相应的变化。当然，在这
里并不是为一种僵化的学科观念辩护，但是，我们也无需为理论家在研究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僵化”
（这既是科学共同体的正常现象，也是经验知识多元发展的必要条件）担忧。

——————————————————————————————

奥地利学派认为，没有选择，谈论偏好毫无意义。对此，诺齐克指出：
如果让一个人在A与B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首先选择A而非B，通过这个虚拟语气的真假，我们提出了
偏好观点，从而理解了与实际选择无关的偏好如何有其意义。一个人在A与B之间做出选择，他可能会
首先选择A而非B，但因为他没有做出选择，所以，偏好没有得到实施，它实际上没有首先选择A，没
有做A。

如果某种物质放入水中会溶解，那么，这种物质溶于水。它即使没有放入水中，也是溶于水的，尽管
事实上没有溶解。“偏向A而非B”类似于“溶于水”；“首先选择A而非B”类似于“溶解”。说一
个人偏好A而非B毫无意义，除非它实际上选择A而非B；说某种物质溶于水毫无意义，除非它实际上
已经溶解在水中，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看到，一个行动的成本是未被选中的那些行动中他最偏好的那个的价值。偏好为被选中的行动中
的某一个，这等于说，在双项选择中，它是首先被选中的两个中的一个。这也许符合事实。奥地利学
派经济学家们说只有在实际选择中才存在价值尺度，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存在选
择的成本。
很明显，诺齐克的例子并不成功。如果将该物质实际地放入水中是判断它能否溶于水的唯一方法，那
么，在这样做之前，说它是否溶于水，的确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手段
进行如是判断时，那样说才有意义。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可经验（可判断）
性是语句意义的先决条件。当然，在此不是要讨论反实在论的语义学——奥地利学派所说的“意义”
，指的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显然，在没有选择之前，关于偏好的论断并不足以产生这样的力量。

但是，诺齐克对成本概念的批评似乎是有力的。假设我有三本书可看，其中a是关于哲学的，b与c是关
于经济学的；如果我想看书，就要在a，b，c中进行选择。再假定我最后拿起了a进行阅读。人类行动
理论会怎样解释我的行为？它必定会说：在我内心的价值序列中，a处于第一位，所以我选择了a。但
是，我如此选择的成本是什么？米塞斯说，行动的成本是被放弃的选择中最好的那个的价值。关键的
问题就在于，在被我放弃的b与c中，最好的那个是什么？这个疑难与未表现出来的价值序列无关——
很有可能，我选择a仅仅是因为a比b和c都好，也就是说，我的价值序列是a&gt;b且a&gt;c；但在b和c之
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更具价值。这一选择的成本无疑存在，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似乎无法说
出它是什么。在此，特就此问题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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