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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克的这本书，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在辩证法观方面的一种思潮，它把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它的原则主要表现为历史意识和阶
级活动的逻辑，它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自然的客观秩序只有当它隐含地涉及它制约着社会和历史
活动的方式时，才同辩证法有关。
本书显然有助于我们通过对照、比较、分析和批判，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和
把握，去推进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本书的第一章可以用来作为全书内容的导言。
它和第二章及第十二章一起说明和发挥了把对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这些研究统一起来的立场。
大部分材料虽仍以载于一些读者不易看到的期刊中的先前的形式刊行，但为了时间性和力求准确起见
，已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
　　各章的次序已作了这样的排列，把第二编对专门哲学问题的讨论紧接在对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哲
学的评价之后。
读者看其兴趣所在，可以从第一编开始，也可以从第二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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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奏的辩证法      二、作为斗争的辩证法      三、作为历史的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第二节 作为一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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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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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为什么追求真理在社会探究中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强烈和普遍，那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但
这个问题和这里所谈的无关。
它显然是同冲突的存在有联系，而且和这一事实有联系，即为了获取一种利益，希求对人民发生影响
，而如果一切的主张都要接受批判和公众的检查，那是不会那么容易地得到这种利益的。
顺便必须注意，就是在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凡是以为科学的发现危害了那些传统的特权的地方，也在
物理学和生物学上对自由探究存在着确定的阻碍。
    然而有很多人确是对发现社会和政治的事务方面的真理感到兴趣，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的确，任何一个人在对假定是任何情境的实况或将有的实况作出一种论述时，很少敢公开用那么多的
话来承认他这样做时对真理是不感兴趣的。
然而，尽管有很多的人希望在这领域内发现真理，尽管认识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真理
是那么重要，我们谈到社会科学也全然只是出于一种礼貌。
被当作关于社会事务的知识的东西通常只是在某个集团中得到流通；在别的集团中则把它认为是一种
偏见。
有些人从此就作出轻率的结论说，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发现“诸多真理”，或至多只能发现用以说明
那些真理的相对性的一条“真理”或“规律”。
    改进社会探究的迫切需要是：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意识，认识到在作出意图传达知识、指定意义并得
到检验的任何陈述以前所必须完成的各种条件。
    这一章中我的论点是：对于社会探究的最大理智阻力、理智混乱的最常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言
论之中使用未加分析的和不能分析的抽象概念。
注意，我不是简单地只说使用抽象概念，即运用那些不是直接指向我们所能看见、感觉、接触或听到
的东西的有意义的名词。
举例来说，我们说一个人是“天真的”、“可靠的”、“理智的”等等，说“精神上的勇气是一非常
珍贵的道德”，在那里所有重要的名词都是一些不直接指向可感觉的东西的抽象概念，然而我们了解
其意义。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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