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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对话  

（美）安乐哲  著

    孙有中 彭国翔 译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

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

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

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

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绍介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

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绍介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

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

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

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

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

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

国讲稿 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

拥趸，他们在欧洲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在当时烈火烹油的

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

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

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

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

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

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

孔子。”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

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

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

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

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

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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