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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当它得到理智支持时，自由就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

种抽象的理想。在人们辨认出它的因果关系时，而且我们在

知识中把“不确定的因素和所认识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从

而使我们可预测结果，并且为这些可能的结果有意识地作准

备时，自由也就成了一种现实”。只有当他知道“他正在做

什么和他想干什么”时，一个人才算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是“深思熟虑的”，它所依靠的是这种“反复考虑事情、审

慎地看待事物”的能力。民主的自由思想从来不认为一个人

总是有干他所喜欢的事情的权利，即使在这种行为没有损害

他人自由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真正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

，以及任何程度的行动自由，而经验对于产生理智的自由是

必不可少的”。民主的生活是一种共同生活。它并不完全是

一种自然的和有机的联合活动。人们的共同生活需要彼此沟

通。在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互相交往，他们可以分担问

题以及分享兴趣；他们可以持有共同的理想，这些理想代表

了公众所珍视的价值。因此，沟通乃是一种分享经验的过程

，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某些经验变成共同经验为止。

它能改变所有参与者的意向。我们可以说，沟通乃是社会事

务的一种理智形态。它的结果能增进所有人的能力。虽然它

不能改善个人的天资，但是，它确能“提高所有人运用理智

的水平”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它由许多个

人和团体所组成，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目标和从事不同的活



动；他们中的每一分子，对于环境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挑选

、抉择、反应以及利用。在民主体制下，必须接受以个人主

义为基础。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整个的社会和全体的事

务”，有的只是个人和团体间的互相关心和了解。例如，在

一个民主国家里，官方与公众之间应互相了解，两方面都应

拥有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学识，以便于在解决这些问题的

时候互相合作。在处置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局面时，必然要组

织一班专家来应付，于是，这班专家渐渐形成了一个有自己

的利益和知识的专门团体。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绝不能把

他们自己与“需要他们提供的学识”分隔开来。除非他们有

一些关于公众问题的直接经验，否则，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

些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社会的成员即平民百姓不是专家，

但是，他们应该对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良好的理解。

这就意味着平民百姓享有参政权；且意味着承认共同利益的

存在，而这些利益是可以运用“微妙的、精致的、生动的以

及敏感的沟通技巧”的。因此，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有必要

在个人与团体之间以及专家和公众之间进行一些沟通。鉴于

所有人都通晓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最重要的工作，

是培养民主体制下的全体成员，使其对于问题持科学态度并

采用理智的方法解决问题。然而，当我们强调要培养科学态

度时，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家

”，而是建议把科学方法视作社会上全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种

价值观。持科学态度能使个人从经验角度去了解他们的问题

并采用合作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事

实的真相，并且认识到“对他自己不适合的东西，对他人也

不适合”。这样，通过科学态度的交流，联合行为转化成一



个共同体，其中存在着真正的社会性。因此，若要使公众的

意见足以明智地应付在这不断改变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问

题，科学态度的传播是唯一的保证。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民

主体制需要理智才能恰当地起作用。只有那些学会了独立思

维、探究以及把运用理智作为一种方法的人，才不会受迷信

、宣传以及专制教条的影响。一个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正是

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杜威宣称：只有在秘密、偏见

、癖好、歪曲、宣传以及十足的愚昧等被探究和公开性所取

代时，我们方可宣告，民众现有的理智对于社会政策的判断

是多么的恰当。毫无疑问，理智是民主体制最牢固的保障，

但是，这种有效的理智并不是人生来便有的品质；它也不是

来自自然的天资；它是后天习得的，取决于“社会条件所产

生的教育”。“与他人的自由交往及沟通”，是培养理智发

展的最有利的社会条件。而民主主义社会，或个人自由的社

会，是一个需要理智以及能产生理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

，所有的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为解放及丰富他人

的生活而做出贡献”，并且这是“任何个人能自由地、正常

地长大成才的唯一环境”。由于成长存在于自由的和直接的

行为结果之中；它不是一个外部旁观者的行动，而是一个在

自然和社会情境里的参加者的行为。除非社会的条件是非常

的自由，以至于能把分享的经验扩大至最大限度，并且能公

正地分配个人的职责，否则，一种完整的个性是不可能存在

的。因此，自由文化对于人类理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

为它既是实现个人潜力的条件，又是社会进步的条件。杜威

说：没有自由，旧的真理变得陈腐不堪和失去效用，以至于

它们不再作为真理，而纯粹成为外部权威的命令。没有自由



，探求新的真理以及开辟人类可以更安全和公正地前行的道

路，也就到此结束。为争取个人解放的自由，是社会运动朝

着更有人性的崇高目标前进的根本保障。限制他人自由的人

，特别是限制探究和沟通的自由的人，最终会危害他自己的

自由以及他的子孙后代的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思想的自由。

它包括具体的猜疑、探究、挂虑、创造和确立试验性假设，

进行没有把握的，要冒浪费、损失和错误风险的试验和实验

。显然，自由并不单单意味着对约束的摆脱，如对惯例、检

查制度以及褊狭教条的摆脱，因为这些只为个人的解放提供

必要的机会。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取得建设性和创造性的

成就方面，自由具有积极的意义。对自由的强调表明民主体

制的基础是相信人性和人类理智的能力，这是对普通人在做

出判断和评估结果时的潜力的信任。既然智力是后天习得的

而不是天赋的，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挑选和接受科学

态度，以及在思维和行动中采用实验方法时，这种信念才能

成为现实。这种对理智地考虑手段与目的的习惯所作的培养

和促进，是一个教育问题。最理想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

被鼓励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社会探究者。总之，

理智的方法是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办法。通过采用这

种实验的和社会的方法，我们了解到有关社会和人性的传统

理论是不完备的。通过经验性事实，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是

最理想的社会安排。为了改进民主体制并且使自由永远存在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培养理智。这样，人们可以互相交

流并分享他们的经验。理智是民主体制最有力的保证，同时

，自由社会是最有利于智力成长的社会条件。《杜威论教育

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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