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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文学中的实用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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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 外语系，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爱默生的实用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三大论题，即：宗教、实践和真理。作为早于皮尔

士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先驱人物，爱默生的实用主义哲学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又开启了新

的哲学传统，对美国的实用主义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思想常被诟病没有完整的体

系，但那些简短的论见，正是撞击历史铜墙铁壁发出的火光，也是燎原整个美国实用主义传统

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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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明之父”拉 尔 夫·瓦 尔 多·爱 默 生

倡导的自信、自立、自强和自制精神，教育、鼓舞了

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主张人要自立、要行动、要
实践，从而改变命运，克服困难，征服自 然。他 追

求真理，但认为真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
延展的，一直处于形成之中。他是牧师，但他布道

从不照搬经卷，而是注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注重

布道对人的灵魂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效果。同时，
他还强调语言和哲学的工具性。这些论题皆被美

国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们深入挖掘和传承。
目前，国内爱默生研究大多关注其个人主义、

超验主义及民主哲学等，对其实用主义思想研究

不多。唯有北京大学博士宫铭在２０１１年５月 发

表的博士论文中论述过爱默生思想与实用主义哲

学的内在联系。在宫铭论及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

大背景下，曾提到爱默生“经验”这个概念与美国

实用主义思想传统发展演变的关系［１］，他 的 论 述

较为简短，且未涉及其他相关论题。国外的相关

研究起步也较晚。“爱默生作品长期被实用主义

哲学学生 和 哲 学 教 授 忽 略，直 到１９８０年 代 斯 坦

利·卡维尔，理查德·波里 尔，和 康 奈 尔·韦 斯

特等哲学家开始注意。”［２］其中，韦斯特将爱默生

奉为实用主义的先驱，声称“爱默生是实用主义传

统的真正起点”［２］。韦斯特还指出：“爱默 生 不 仅

开启了美国实用主义所有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他

实现了一种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的风格。”［３］舒斯

特曼也认为“无论如何，爱默生的散文显然涉及到

大多数实用主义的关键论题”。［４］因此，探 讨 爱 默

生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于系统认识这位思想家，以

及其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内在联系等有广泛的意

义。如果爱默生的“自我、诗人和哲理”是他“文学

中的那‘三个孩子’，是他思想深处一个相对稳定

的三元结构”和“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５］，
那么，爱默生的实用主义思想也反复论及了三大

主题，即宗教、实践和真理。

一、宗教

爱默生出生于牧师家庭，上过哈佛大 学 神 学

院。显然，他对宗教有别于常人的深刻认识和理

解。作为牧师，他积极布道，但不遵循常 规，不 照

搬经 卷，积 极 革 新 布 道 形 式，强 调 布 道 的 实 际 效

果，对世人的启迪和灵魂的洗礼。对于宗教，他更

多是鼓励世人从中获取道德和心灵的慰藉，而非

鼓吹上帝的不朽、权威和超凡的力量。当发现一

位 论 教 派 的 不 合 理 之 处 时，他 决 然 地 辞 去 牧 师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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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生淡化了宗教在于追求灵魂的救赎和不

朽方面的意义，而着重宣扬宗教对于提升人今生

和当下幸福感的现实作用。在“对神学院毕业班

的演讲”一文中，爱默生认为“它（宗教感）给我们

带来了最大的幸福。它吸引人，控制人的力量是

奇妙的。它是山露，是世界的营养剂，是 药，是 苏

合香，是氯，是迷迭香。它使天空和山野 壮 观，它

是星辰默默地吟唱。是它使宇宙变得安全，适宜

居住，而不是科学或力量。”［６］宗教 之 所 以 能 给 人

类带来幸福，之所以像山露，之所以是营养剂，是

因为它能慰藉人的心灵，让人感觉安全、平和，能

对人们的生活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宗教不是科

学，但他肯定了宗教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

用，对人们内心的积极影响。
同样出生于牧师家庭的詹姆士传承了爱默生

的这一宗教观，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实用主义融

合了在一起。爱默生与梭罗是詹姆士家族尊贵的

客人，这极大丰富了其家族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詹姆士。他认为，“宗教是一种多

元论的宗教，上帝如同实在一样，是一种日常的直

觉，一种承诺。他只是我们能得救的保证，但如何

得救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奋斗。”［４］在他看来上帝是

服务于人类的，而不是人类服务于上帝。他坚决

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被动地等待上帝

的拯救。这与爱默生主张人应该自立自强，靠自

己成功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他也摒弃了传统

宗教的典章礼仪和制度，“更加重视个人的宗教经

验怎样把人从病态甚至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上

帝与其说是一种实体，不如说是一种功能，他给绝

望的人带来希望，给劳累的人提供一种‘精神休假

日’。”［７］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出 发，宗 教 的 意

义在于能给人类带来慰藉和精神支柱；甚至，这是

它的全部意义。
重新定义了基督教的意义后，爱默生 对 那 些

有悖于提升教民幸福感的仪式和制度不屑一顾。
爱默生所强调的也正是宗教的服务作用，即：给人

以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慰藉。它让人产生不同的

思想情感，让人有希望，有信心，有动力。他 认 为

布道和祷告是为了振奋人的精神，把生活转换成

真理，让人感动，触及人的灵魂深处，让人反思并

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生活。布道和祷告绝非空洞

乏味的言辞、喧嚷和无所顾忌的重复。他曾说过，
“无论何时，当讲坛被形式主义者篡夺之时，教民

便会受到欺骗，感到绝望。”［６］他反 对 一 切 形 式 的

形式主义和空洞繁琐的仪式，他注重祈祷和传教

者的实际功用。他认为，“道德本质正是传教的精

华，也是奇迹和力量的源泉。”［６］这 都 充 分 说 明 爱

默生的宗教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
在所有的宗教文化中，爱默生偏爱宗教艺术，

因为艺术恰恰符合让人过得更好的目的。爱默生

定义艺术为自然透过人的净化物。正如杜威认为

在每种艺术和每件艺术作品的规律变化中都存在

生物与其环境的基本关系模式。对爱默生和杜威

来说，艺术所追求的不仅是其本身也是为了更好

地生活。最高的艺术就是生活 的 艺 术。［４］圣 经 中

的赞美诗、神话典故等文学样式成了爱默生诗学

理论关注的重点。他更将这种文学艺术的实用价

值推向更高 的 位 置，称 唯 有“诗”才 能 传 递 真 理。
爱默生推崇各民族和宗教中的哲言、寓言；善用名

言警句，反对理论系统性和思想系统化。这些都

彰显他重视言语对行动指导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而不是追求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同时，爱默生也

强调上帝是变化的，不是一尊静止不动的塑像，不
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意象。他说，“一位真正的教士

的职责是向我们展示上帝是现在的上帝而不是过

去的上帝，他现在在说话，而不是过去在说话。”［６］

这说明爱默生拒绝将上帝僵化。他认为上帝是真

理的化身，真理是不断变化着的，是流动的，因此，
上帝也是变化中的上帝，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

改变以适应和服务人类社会。宗教的善不再是对

原罪 的 救 赎，不 是 对 来 世 的 准 备，是 对 今 生 的 益

处。这进一 步 说 明 了 爱 默 生 思 想 的 实 用 主 义 倾

向。
爱默生将上帝从天堂“移居”超验的“自我”。

这是对传统基督教义的反叛，同时开启了经验自

然主义的天河，詹姆士和杜威的经验论不难看出

都属这个同根同源的分支。［８］爱默生对传 统 基 督

教教义及礼仪制度重新定义，注入更多的实用主

义哲学精神，引入了潜意识等心理学概念，代表了

当时的进步思想。但是，他不能与宗教决裂而选

择哲学和心理学，也是由他所处时代文化和家庭

背景所致。

二、实践

“实用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的 古 希 腊 原 意，是

“行为”、“行 动”、“实 践”的 意 思。虽 说 它 是 一 种

“主义”，听起来是抽象思辨层面的思想体系，但美

国式的实用主义不是哲学思辨型学说，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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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思想方 法 和 处 事 原 则。”［９］

爱默生是行动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他终生宣扬人

要自立、自强，要有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也就是

鼓励人行动起来，实践自己的思想，创造奇迹，获

取成功和他人的尊重。在《美国学者》中，他认为，
“没有行动，他（学者）就称不上是人。没有行动，
思想就永远不能成熟为真理。……行动是思想的

序言，通过它，思想才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正因

为我生活过，所以我才获得现有的知识，于是我们

立即就能知道哪些词语饱含着人生经验，而哪些

言语里没有。”［６］爱默生把行动，也就是实践，视为

一切的起点，正常人的基本要素，没有实践就无从

获取知识，也不能获取经验，更不必说解决人在现

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践是一切知识

和经验的源泉。实践正是实用主义者所推崇的关

键思想。
实用主义者还关心如何把理论转化 为 实 际，

他们认为唯一的途径是实践。正如直子（Ｎａｏｋｏ）
所言：“实用主义的本质在于与行动、行为、活动相

联系的实践。”［１０］这与爱默生奉行的战胜自我，实

现自 我，自 信 地 朝 着 梦 想 的 方 向 努 力 如 出 一 辙。
在《论自立》中，他谈到，“尽管广阔的宇宙不乏善

举，但不通过辛勤的劳作，不去在自己的土地上耕

耘，香喷喷的玉米粒绝不会自动送上门来。”［１１］他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天赋的特殊才能，具有某

种神性；但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才干和力量必须

通过个人的实践体现出来，否则他的天才将弃他

而去。
爱默生反对脱离生活实际的抽象思 辨，反 对

那些在象牙塔里琢磨纯理论的行为，提倡将哲学

融入生活，即生活实践。虽然杜威把美国的实用

主义推向了巅峰，提出了改造哲学的任务：“消除

这种割裂世界、割裂知行的作法，重新将哲学还原

为生活。”并从 经 济、政 治、宗 教 等 方 面 向 人 们 展

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氛围正在形成。注重现世、注
重变化、注重具体、注重实效，正在成为一种共同

的呼声。”［７］但是他的这些实用主义观正是爱默生

早先所弘扬的主要思想。在《论自立》中，他认为，
“要做到真正的好汉就决不能做循规蹈矩的顺从

者。而是要深入探究，看它是否确实如此。”［１１］他

坚信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摒弃陈规陋习，不听从

世俗的喧嚣叫嚷。在谈到学者的职责时，他提出

“学者的职责是通过向众人展示表象下的事实，从
而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他们。”［６］再次体现了他注重

事实和真相。詹姆士也在《实用主义》中指出：“实
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

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

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

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

趋 向 于 具 体 与 恰 当，趋 向 于 事 实、行 动 与 权

力。”［１２］爱 默 生 早 于 詹 姆 士 恰 当 地、深 刻 地 向 世

人传 达 了 忠 于 事 实、具 体，积 极 行 动 与 实 践 的 精

神，他可以说是影响詹姆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先

驱人物。

三、真理

爱默生论及宗教时，突出了宗教对人感情、态
度、心态的正面影响，或者可以说是探讨了基督教

文化中的正能量对人的牵引功效，满足和调节人

对终极真理的追去和疑惑，是从本体论角度进行

的研究。而当爱默生论及各种具体真理知识时，
更强调了真理的流动性、相对性和工具性，是从认

识论角度的探索。两者有所交叉，但又侧重不同，
这也正是爱默生文学中充满诗情和哲理的二元风

格。
实用主义 者 的 真 理 观 认 为 真 理 是 动 态 平 衡

的，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它随着万事万物的瞬息

变化而变化。在《论圆》中，爱默生也强调自己仅

仅是一位实验者，他在乎的是探索和无止境地追

求真理。“我仅仅是一个实验者。不要重视我所

做的事情，仿佛我在假装把什么事定为真的，把什

么事定为假的似的。我搅动了万物，对我来说，没
有一件事是神圣的，也没有一件事是渎神的。我

仅仅在实验，我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者，身后没有

过去。”［１３］爱默生 与 其 他 实 用 主 义 者 有 着 根 本 上

的共同认识，即：认为真理一直处于形成之中，没

有现成的固定不变的真理。所以，他认为没有一

件事是神圣的。他要做的是不断通过实验、实践

追求相对的真理和事实。正如詹姆士所说，“新真

理总是媒介，总是过渡的缓冲物。新真理将旧看

法和新事实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使它表现出最小

限度的抵触和最大限度的连续。”［１２］

《论圆》中，爱默生这样写到，“在自然界，每时

每刻都是新的，过去总是被吞没，被忘却，只有来

者才是神圣的。”［１３］他鼓励人们动态地看问题，避

免僵化和静止的观点，切忌把事物绝对化。正如

水至清则无鱼。他还说：“没有一种善是终的，一

切都是最初的。”［１３］“每一件终极事实只不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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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系列的最初事实。每一个一般规律只不过是

即将表露自己的某个更一般的规律的一个特殊事

实。对我们来说，没有界处，媒体有围墙，没 有 圆

周。”［１３］爱默生把宇宙万事万物看成是相对的，流

动的，延展的，没有亘古不变的事物，正如山外有

山，无穷无尽。这种多维度、多视角地看待问题的

哲学方法正是实用主义者们极力推崇和实践的方

法。在《论圆》中，爱默生重申，“我们一生都在学

习这样的真理：围绕每一个圆可以再画一个圆；自
然没有终结，而每一个终结都是一个开端，正午时

分总是有另一缕曙光升起，每个深渊下面还有一

个更深的深渊。”［１３］他这种客观、相对地看待事物

与宇宙变化发展的态度正是实用主义者坚持事实

相对性的最好佐证。
关于传递真理的语言和理论，爱默生 更 注 重

他们的工具性。爱默生与詹姆士等其他实用主义

者都追求实际效果，注重理论对生活的实际指导

意义。迈克尔·麦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ｇｅｅ）在《解放实

用主义》一书中指出，“爱默生的中心论点是：不断

强化坚持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表达清楚；语言与

语言结构必须被当作社会的象征行为。”［１４］同时，
他也注重知识的实用价值。正如他在１８６２年 的

一次演讲中抛给观众的问题：难道人不应该让他

的知识有实用价值吗？詹姆士说：“要是你采用实

用主 义 的 方 法，就 不 会 把 这 些 词 当 追 求 的 终 结。
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现价值表现出来，放在

你的经验里运用。”［１２］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其目

的是帮助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感情，从而影响人的

行为，达到解决问题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麦吉

指出：“他（爱默生）的语言将不会有任何意义，除

非我们把语 言 当 做 工 具 来 建 构。”［１４］在《论 诗 人》
中，爱默生指出，“因为一切象征都是暂时的，一切

语言也都是作为媒介和过渡物存在的，对表达意

义来说，它就像摆渡船和马一样，是有用的，但对

家宅来说，它则不能像农场和房屋一样发挥自己

的作用。”［１６］在此，爱默生以语言为例明白无误地

指出我们要注重事物给我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和作

用。他没有把语言比喻成一面反映世界的一成不

变的镜子，而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指出了语言的实

用价值就像渡船和马一样，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工具。但是，对于家宅来说，它的实用价值又

次于房屋和农场。这也说明爱默生能相对地看待

事物和事物的价值。在不同场合，对于不同的人，
事物的价值是不尽相同的。

既然语言是工具，那么能实现目的就 是 好 的

工具，无论他们是哲学著作还是孩童的嬉戏，不分

贵贱，是 否 有 意 义 的 唯 一 标 准 就 是 哪 个 更 有 用。
在《论经验》中，爱默生谈到，“孩童的游戏虽纯属

胡闹，然而却是有教育意义的胡闹。”［１３］即使胡闹

也可以在特定场合和特定人身上发挥出它的价值

和作用。“尽管他们连篇累牍地论述，却没有使世

界，也没有使自己前进一步。……那种理 论 不 会

耙也不会叉一吨干草；它也不会将马梳洗得光滑

发 亮；它 只 会 使 男 女 青 年 脸 色 发 白，饥 肠 辘

辘。”［１３］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一切事物与理论是否

是真的和好的，只需看其产生的结果是否让人有

所收 获，是 否 能 对 人 们 的 生 活 产 生 积 极 的 影 响。
但是，一旦理论不能指导人们的生活，不能让人们

进步，它就显得干瘪无力。詹姆士说过，“一个观

念，只要相信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好处，便是真的。”
“任何一个 假 说，如 果 由 它 生 出 对 生 活 有 用 的 结

果，我们就不能排斥它。”［１５］杜威也说过，“一个有

关已往某事件的信念，该计划为好的或划为坏的，
并不根据这事件是否真发生了，却根据这信念未

来的效果。”［１４］实 用 主 义 者 把 实 际 效 果 看 作 是 评

判一切理论、解决一切问题的准则。他们看重理

论知识对生活实践的实际指导价值，强调语言知

识的工具性以及真理、事实的流动性、相对性等均

是爱默生一生所宣扬、信奉与实践的。正如麦吉

所说，“爱 默 生 哲 学 的 根 本 是 通 过‘使 用 和 价 值’
‘行为’来理解心灵的。”［１４］

由此，在爱默生看来，宗教的意义不仅在于灵

魂的救赎，更在于提升人今生和当下的安全感和

满足感；宗教的价值在于让人拥有更好的心态、情
绪、和观念去面对生活；在人类追问人生和宇宙终

极意义的过程中，宗教可以让人蒙受前人留在文

化中的正能量的牵引，智慧而执着地前进，而不走

极端，误入歧途。但是，他终不能与传统宗教完全

决裂而选择哲学、和心理学，也是由他所的处时代

文化和家庭背景所致。其次，爱默生是行动的拥

护者和实践者。他宣扬人要自立、自强，要通过行

动实践自己的思想，创造奇迹，获取成功。他反对

脱离生活实际的抽象思辨，提倡将哲学还原给生

活，融入生活实践。这些实践哲学思想勾勒了詹

姆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方向。另外，爱默生

认为真理是动态的，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语言具

有工具性等思想更是影响了美国实用主义传统，
后来的相对真理论与其思想实属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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