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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探讨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个人文集。
    这里，我想先不去谈论对哲学发展问题的认识，首先谈谈如何认识“人”和“人的本性”的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
论形态，要了解哲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历史的演变，“人”应是它的基础和前提。
    哲学当然也要思考、研究外部世界的问题，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世界观理论”。
这点是不错的。
但有一点也很清楚，从哲学观点说，人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是因为人不只来自世界而且
属于世界，只有从与世界的关系中才能理解人的缘故而去研究世界的。
为了理解人而研究世界，这应当是“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在任务、视角和方法上的根
本分野。
那种把“世界观”说成应当提供有关世界整体知识图景的看法，并不符合哲学理傗的本性。
实际说来，要求哲学去提供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人，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弊，而且，手无寸铁的哲
学要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也是“无能为力”的。
志以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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