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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修斋和我是同龄人，我们又同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学西方哲学史。
50年代初，我们过去学的这一套成为批判的对象。
对于那场批判，最初我们是自愿积极地参加的；但随着批判的不断地扩大，疑问也就慢慢升起：这些
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两千多年的，对人类思想产生过这样重大影响的文化遗产，是可以用那样简单的教
条，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方式，批判得掉的吗？
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
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场争论已经渐渐淡漠了；但终究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整整影
响了一代人(至少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给我们的思想和著作都打上时代的烙印。
修斋更不是例外，在他的著作中，即使是较后的大量学术研究中，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教条主义
的厌恶。
只有摆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理解选编在这本文集中的他的著作和思想。
克服教条主义的最好办法只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哲学史研究的“实事”却不是什么具体的实践活动，只能是从哲学家原来的著作中去分析研究他们
的思想，从而作出适当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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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修斋先生（1921-1993）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和杰出的翻译家。
他“在数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博识强记，孜孜不倦，善于博采众长，长于开拓
创新，在我国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是新中国西
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陈修斋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
我国当代卓越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和哲学思想家、陈修斋先生生前挚友汪子嵩先生在一篇纪念性的文章
中曾经强调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一是因为陈修斋先生“不但从纵的方面”研究哲学史，而且“又从横的方面”研究哲学史，“将当时
哲学家争论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理性和经验、思维和存在、一般和个别、身心关系，以至真理标准等
等，一一作了细致的剖析，为我们展开了哲学史的复杂画面。
”这也就是说，在汪子嵩先生看来，陈修斋先生对哲学史所进行的不仅是“史”的研究，而且还是一
种“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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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修斋（1921-1993），浙江磐安尚湖镇人。
我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专家、西方哲学史家和杰出的翻译家。
曾先后担任过贺麟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研究编译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过中华全国外国哲学
史学会理事长等职。
其主要著作有《哲学史简编》（与洪谦、汪子嵩等合著）、《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合著）、《
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徢父合编）、《欧洲哲学史一卜．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
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等。
其主要译著有《历史中的耶稣》、《实用主义》、《论自由》、《自然宗教对话录》、《希腊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起源》、《人类理智新论》等。
其论文有《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
》等8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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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二编者的话哲学始自诧异并且始终基于诧异：“哲学无定论”　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1988
年）　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1956年）　对唯心主义
哲学的估价问题（1957年）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1957年）哲学是一个过程：“
哲学史即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性”和“现时代性”　略论哲学史的对象和发展规律——《欧洲哲学
史稿》前言（1984年）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和定义问题（1989年）　存在主义及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
义的关系（1961年）　从莱布尼茨与以往及同时代思想家的关系看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和相互影响
（1980年左右）　西欧近代经验派、理性派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1985年）哲学与认识论的关
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认识论”　浅谈现代认识论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问题（1993年）　关于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1982年）　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1985年）　
试论西欧大陆唯理论派哲学家的实体学说的演变（1984年）　欧洲近代经验派与理性派哲学家关于认
识主体问题的分歧与争论（1986年）　对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的历史作用和理论是非的总评价（1986
年）哲学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方法决定一切”　《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弁言（1982年）　
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问题（1964年）　对立面转化规律
在哲学史上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末）　从莱布尼茨与狄德罗的哲学看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发展上的
表现（1979年）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哲学的“充足理由原则”与哲学的“主体性原则”　黑格尔对莱
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1957年）　莱布尼茨哲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
和次级原则（1986年）　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1963年）　莱布尼茨哲学体系初探
（1981年）　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1986年）　莱布尼茨对主体性原则的贡献（1988年）哲
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哲学是世界的，世界是哲学的”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起源看对待本民族
传统文化和外来　文化的态度问题（1990年）　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1977年）　要对
西方的某些观念进行再认识（1988年）　当代法国哲学（1989年）　莱布尼茨的中国观（1993年）附
录：陈修斋著述目录　一、生前发表的论文　二、生前未发表的论文　三、著作　四、译著　五、编
译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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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1956年）“百家争鸣”无论在先秦或古希腊，一般都是指的哲
学上的百家争鸣。
而哲学上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派别，尽管有千家百家，大家知道，归根到底，总不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两家。
也就是哲学上的两大阵营。
我们现在提倡“百家争鸣”，它的关键问题也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要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首先就要解决是否让唯心主义有宣传自由的问题。
陆定一部长在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已正式明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即：“在人民
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
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
”这个伟大英明和远见的政策，使得许多人感到惊异，一时搞不通。
我们衷心拥护这个方针，我们为中国科学研究的光明前途，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感到兴奋
，我们愿意说出我们对这个伟大政策的几点体会，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因为唯心主义事实上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的，而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也还存在。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只要有主观片面性的夸大，只要有主观不能与客观统一的情况，就会有唯心主义
存在。
既然它实际上存在着，如果不让它有公开宣传的自由，那么在某些人就只有勉强压抑在心里，这样既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事实上妨碍了一部分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同时，既然唯心主义事实上存在着，它总不能永远被压迫在心里，若不能公开出现，它就必然要改头
换面地出现，或甚至披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出现，这在客观上是使许多人不得不陷于虚伪，
或言不由衷，作违心之论。
同时这种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思想，可能会更容易俘虏青年，危害更大；或者也比较
不容易揭露它的真面目，因此也就比较更不容易克服。
如果让唯心主义有公开宣传的自由，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所说的这些不好的现象：使真正还
相信唯心主义的人，可以把他的真实思想公开地摊出来，这样才能经过反复辩难，说明道理，才有可
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思想，也可以大量地避免披着科学外衣的唯心主义思想，更严重地危害初学者和
青年。
第二，唯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在战斗中更好地成长
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本来就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它从来也不怕战斗。
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是经不起风霜雪雨的，未经实际斗争考验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坚强的战士。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一个个都是在思想战线上战胜了许多唯心主义的敌人，才成为伟大的唯物
主义大师的。
前辈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无不如此。
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如果只在学校的讲坛或书本上学了一些辩
证唯物主义的正面知识，或者再加上一点对已被大大简单化了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廉价的批判，我们很
难想象当他碰到一个真正唯心主义的劲敌时，将如何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也很难看出他的这一点
知识究竟能有多大用处。
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身说，如果不是在不断克服现实的敌人的斗争中，在活生生的、面对面的战斗
中发展、前进，我们也很难想象它不会变成僵死的教条。
第三，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才能真正打消顾虑，促进自由思想，使辩证唯物主义内部的争
论很好地展开，唯物主义本身也才能迅速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本身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全部都已解决的时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

问题就是矛盾，只有经过矛盾的斗争，也就是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才能得到解决。
不断地经过矛盾的斗争，也就是不断地通过自由的争辩，才能解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可是，如果不让唯心主义有宣传自由，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因怕犯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不敢提出较新颖的
意见，也会有很多人轻易地对一种较新颖的思想加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就以为已完成了批判的任
务，而不再去仔细深入地分析。
这样，一方面就使得许多人顾虑重重，不敢发挥独立思考，不敢发表创新的意见，而只是斤斤计较于
提法是否“经典”，论证是否有经典著作上的根据。
这样要不陷入教条主义就很难了。
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在批评和辩论上的简单化和粗暴的风气，往往不必再进行什么具体的细致深入的
分析和批判了。
而提倡“百家争鸣”，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这种风气。
既然唯心主义也有宣传自由，那么，把一种思想贴上一条唯心主义的标签就并不能致它于“死命”，
这就促使批判者必须去作具体的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可以大大克服在批判方面的简单化和粗暴的作
风，而加强唯物主义的战斗的力量。
第四，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才能吸取古今中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大大地丰
富马克思主义。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的变革，它和一切旧哲学有质的区别，但同时它也
是历史的产物，是吸取了历史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不应该割断历史的。
这在理论上本来没有问题。
可是，就我们在实际的哲学史工作中的体会，却深深感觉到由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旧哲学的本
质差别，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片面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矛盾的斗
争，而完全否定两者间矛盾的统一。
因而把历史上以至近代和现代多数优秀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成果，都拱手奉送了敌对阵营，而使我
们自己变得孤立和单薄起来了。
在过去，由于片面狭隘地了解哲学的党性和学术思想不能脱离政治，在哲学史工作的实践中，是几乎
把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处理的。
其实，历史上那些唯心主义的大哲学家，并不见得就都是那样利欲熏心、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地直接
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历史上当然不是没有那样的文人，但这样的人很少真能成个什么大哲学家，能说出一套道理来，还能
在长时间内欺骗——就说是欺骗吧——得了许多人。
我们应该说，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即使是唯心主义者，至少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
智力发展的高度成就的。
他们首先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人，在他们独立思考的成果中，不可能完没有有价值的，合理的，使得我
们吸取的东西。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信古典唯心论哲学家的重要著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出版，让人
们作为文化遗产来批判吸收的。
当然唯心主义作为一条思想路线，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是与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益一致的。
可是，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总的趋势，也并不排斥可以有例外，而且也只是归根到底说来是如此，
也并不表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系统中的每一论点，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眼前就摆着一个明显的例子：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彻底唯心主义的体系，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黑格尔
的哲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好东西，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难道黑格尔应该是唯一的例外吗？
哲学史上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休谟、康德等唯心主义大哲学家难道就没有好东西吗？
“辩证法”在最初，作为揭露对方说话中的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最先运用，而且运
用得最好吗？
这些最生动的辩证法的对话难道不是记载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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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念论”，就一个角度来看，难道不正是提出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概念作为事物的本质
的反映在认识中的作用等等极重要的哲学问题吗？
他的结论虽是唯心的，难道他提出问题的贡献也就不值得重视吗？
柏拉图在他晚年的几个重要对话里，发挥了理念与理念间内在的辩证联系，不是已经有了辩证逻辑的
萌芽吗？
休谟的“不可知论”，诚然否定了物质的实体，但另一方面不是也否定了精神的实体，否定了上帝吗
？
恩格斯不是说过，休谟“这种怀疑论的实践正是法兰西的唯物论”吗？
休谟死后才发表的重要的著作《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不是发挥了他的接近无神论的自然神论的思想
吗？
恩格斯不是说过“休谟的怀疑论在今天仍然是英格兰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典型”吗？
他的经济著作，不是常被马克思加以赞许地引证吗？
康德的“先验逻辑”不是不满意统一的逻辑，而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准备了条件吗？
康德的辩证法因素难道就仅仅限于在早期提出的星云说，而他的“二律背反”中的辩证法因素就不值
得加以发掘吗？
他的承认“物自体”，难道就仅仅是对唯物主义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让步吗？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都是值得重新很好地研究而可能得出和现在一般的看法较为全面和
公正的结论的。
可是，在过去，类似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谁也不敢于提出来的，因为已经判定这些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
者，差不多对他们就都是全盘否定，除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有过明白地肯定的东西，才敢
简单地提一提，说他在这一点上还有点合理的成分，此外就决不敢多提了。
如果多提一点就难免不受到替唯心主义辩护的指责。
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业已肯定了东西，有的同志为了表示“斗争性强”，也不实事求是地一概予
以否定了。
譬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对黑格尔的许多论点，一再赞赏说：“好！
”、“好极了！
！
！
”难道这些“好极了”的结论曾得到足够的承认和充分的发挥吗？
当然，以上所说，不过表示提高了、坚强了、解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的唯物主义是可以对古典唯心主
义哲学予以较高的评价，可以更多地吸收其中合理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
这只意味着唯物主义的发展，而绝不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抬头。
必须指出，历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哲学家，就其哲学基本观点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
的整个思想却是比较贫乏的，而另一个哲学家，虽然是唯心主义者，却包含有比那贫乏的唯物主义者
更丰富的可吸收的内容。
列宁说：“聪明的唯心论比起愚蠢的唯物论来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这话至少生动地昭示我们，
有一些唯心论，特别马克思以前的古典唯心论是有其可以批判吸收的成分，可以用来丰富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的。
总之，党中央明白提出“百家争鸣”的政策，明白提出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据我们的体会，就
是为了使实际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想可以公开摊出来以便更好地克服，为了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使
学术思想自由论辩的风气很好地成长起来以利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使唯物主义能在唯心主义进行现
实的斗争中更好地发展；最后也为了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活动的一切有用的成果。
就从以上几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伟大、正确和英明。
我们可以预期，由于这一政策的提出，整个文化科学界将出现一片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对于我们争取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提供了新的保证，增强了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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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修斋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而且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教育家。
他在莱布尼茨哲学、本文近代唯理论和经验方面造诣精深，是国内公认的权威学者。
他视界开阔，思想深邃，意境高远，“不拘于俗”，即使长期身处逆境也在所不同，在近半个世纪的
哲学生涯中，先后提出、重申和论证了“哲学无定论”、“哲学史即哲学”、认识论史即认识论”以
及“方法决定一切”等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的哲学原则，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他不仅治学有道，而且教学有方，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不仅造就了一批学风严谨、成就卓著
的学者，而且还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培养了赵敦华，冯俊，黄宪起这样几个领军人物。
陈修斋先生是1993年8月23日离开我们的，至今已经过去近十五个年头了。
在陈修斋先生去世的第二个月，我们曾编辑了《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此后，我们又于1995
年12月编辑了《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
现在，我们又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和《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
，这可以看做是对陈修斋先生逝世15周年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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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就也是十分优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
——汪子嵩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了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
——王太庆哲学始自诧异并且始终基于诧异：“哲学无定论”哲学是一个过程：“哲学史即哲学”与
哲学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哲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认识论”哲学是世界
观，同时也是方法论：“方法决定一切”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哲学的“充足理由原则”与哲学的“主
体性原则”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哲学是世界的，世界是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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