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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我承担的一个国家课题项目，题目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的综合
与交融”，该项目于2001年底被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批准，2002年启动一直至2005年底方完成，历经5
年。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一诠释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想主流，尽管许多哲学家都想对其进行融合，但由
于它们自身的独特本质，这种融合最后只能采取相互弱化的形式，即在相互弱化各自的原则的基础上
试图吸收对方的一些观点，如诠释学在强调语言在解释中重要性的同时吸取了分析哲学中的言语行为
理论，而分析哲学在泛化分析原则的同时也吸取了诠释学传统里的语境论、历史因果理论。
不过从整体上说，它们仍是两种不仅在认识论方法论各有不同，而且对于哲学本质及其任务也完全殊
异的各具不同特质的哲学思潮。
正因此，本课题最后仍以上下两卷论述它们各自的特质、问题以及未来的展望，试图从它们内在的必
然发展过程揭示它们的综合交融趋势。
分析哲学是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的一种哲学思潮。
如果以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所指》一文的发表（1892年）作为它的起点的话，那么它的历史只不过百
十来年，可是与当代其他哲学思潮相比，它的发展速度却是令人吃惊的，今天西方各国的哲学差不多
都渗透了它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分析哲学已成为最主要的哲
学派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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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项目分上下两册，上册论述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下册论述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
前者可以说是科学主义的典范，而后者则是人文精神的经典。
它们是当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两大思潮。
我的论述是历史性与问题性相结合，哲学就是哲学史，只有通过史的研究，哲学的本质问题才能出现
，但如果光只是史的叙述，而没有问题的探讨，这种论述也不会是深广的。
我国关于分析哲学也有不少著作，但我的特点是根据四种分析类型模式：现象主义分析类型、物理主
义分析类型、日常语言分析类型、实用主义分析类型以及克里普与普特南的新指称理论，进行问题与
史相结合的细致分析，从而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倾向、存在问题以及与现象学一诠释学的交融，作了深
入的探讨。
    下册是哲学诠释学，它可以说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一个引论，是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从《真
理与方法》开始到他晚年思想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后的哲学诠释学
的专门研究。
按照我的看法，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时期其哲学诠释学的特征，我们可以用他在该书中所用的标
题“哲学诠释学的经验理论’’来概括，而在《真理与方法》完成之后，其哲学诠释学的特征就可以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以及作为想象艺术的哲学诠释学来标志，我认为这是我
多年来一直研究伽达默尔著作以及与伽达默尔交往所得出的结果，这点应当说我是有创造性的，目前
国际上尚无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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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册　总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弗雷格的意义和所指理论　第三
章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第四章　前期维特根斯坦和他的《逻辑哲学论》　第五章　逻辑实证主义—
—维也纳学派　第六章　后期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学研究》　第七章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第八章
　奎因与戴维森的哲学思想　第九章　新指称理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综述
　结语　附录：命题逻辑　参考书目　《分析哲学导论》后记《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册　代序
：我与伽达默尔的最后一次会见　第一章　诠释学概念　第二章　理解与解释　第三章　意义与真理
　第四章　《真理与方法》中的诠释学经验理论　第五章　《真理与方法》后的哲学诠释学　第六章
　诠释学在当代的意义：解阿尔克迈之谜：人类为何走向毁灭？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作目录　《哲学诠释学导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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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然，当时带有这种反叛唯心论倾向的哲学家绝不只局限于英国，也绝不是只有像罗素和摩尔
这样的几个人，实际上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现了一场对唯心论和唯理论的反动，爆发了一场从唯心论
转向客观性的运动，其结果是实证主义和经验心理主义的兴起。
正当德国的绝对唯心论在英国复兴时，英国固有的传统经验论，特别是穆勒的心理联想主义却在欧洲
大陆找到了它的广泛市场，这个现象在哲学史上是耐人寻味的，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似
乎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互换了地盘。
英国后期经验论大师穆勒为了摆脱休谟彻底的经验论的消极后果，提出了心理主义联想理论，以此代
替休谟的心灵习惯论。
在穆勒看来，我们之所以可以用归纳法来获得知识，是因为我们依靠一种心理主义联想律，正是这种
联想律使我们有了对外部世界和物质存在的信念。
例如，我们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然后我闭上眼睛或者走到另外的房间，但我仍记得它，而且相
信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仍然可以期待或有理由相信这张桌子上有一张白纸，因此是我们心理的一
种联想确定了这张白纸的存在。
对于穆勒来说，事物的存在就在于这种感觉的恒久可能性。
穆勒的结论实际倒向了一个唯心主义结论，即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事实，就其存在和本性而言，全都
依赖于心灵的作用。
正如穆勒自己所说的：“我不相信，除了能够证明其他心灵对于我们的外在性外，还能证明任何其他
东西对于我们有真实的外在性。
”①这样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想证明存在一个独立于人心的外部世界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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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接触分析哲学的，研究也差不多50余年。
1956年我从无锡考入北京大学不久，我就认识了洪谦教授。
洪谦教授原本是维也纳学派成员，石里克的学生，卡尔纳普的朋友，三十年代末维也纳学派解体，洪
谦教授回到了中国，以后就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
他的最早一部著作就是《维也纳学派哲学》，我是在中学读到这部书，记得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相对于黑格尔读物艰深晦涩，洪先生这本书却清楚明了多了。
因此我到了北大除想认识贺麟教授外，就是想拜访洪谦教授。
当时他家在北大东边的燕东园，记得当时我到他家，第一个感觉是他洋人学者风度，他个子很高，穿
了一条吊带裤，他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水给我。
当时中国人很穷，冰箱乃稀有之物，我是第一次在他家才见到的。
一见面我就告诉他，我很喜欢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语言分析，想请他指导我些书去进一步阅读，洪谦教
授让我先读休谟，他说休谟的书是训练我们分析思维必不可少的著作。
继后，我读分析哲学的第一本书，就是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使我懂得什么叫思想清晰、
概念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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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套装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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