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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85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
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
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普遍联系
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
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试图从理论层面较深入提示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内在关系的“宗教文化专论”一
辑五册：《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
又有着力于对世界五大宗教与五大文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相对宏观探讨的“宗教文化概论”一辑
五册：《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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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的宗教哲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进入西方宗教哲学研究主流，并在当代宗教对话之现实需
要的推动下获得蓬勃发展，但国内学界对之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书从“逻辑与宗教对话”的全景把握入手，全面考察了分析的宗教哲学研究之兴起的思想背景与来
龙去脉，继而围绕“上帝的本性问题”、“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恶与苦难疑难”、“宗教认
识论”等重大焦点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历史一逻辑分析与评述，清晰地揭示了分析的宗教哲学各流
派运用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本书以“澄清概念，分辨层次，清理矛盾，追问可能，揭示预设，辨析共识，合理怀疑，严格推证”
为方法论诉求，力图表明：分析的宗教哲学研究凸显出现代逻辑与语言分析工具在宗教哲学研究中的
方法论功能，为逻辑、哲学与宗教研究的互动发展，为人类进一步探索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开展良性
的宗教对话，搭建了一个新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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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力锋，安徽繁昌人。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
现任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副教授，兼任江苏省逻辑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现代逻辑
与逻辑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研究。
2006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张建军，河北沧州人。
现任南京大学逻辑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兼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现代逻辑与逻
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逻辑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逻辑社会学与逻辑文化学。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金岳霖学术奖”。
　　赖永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财
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
心主任，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
十几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佛学与儒学》等16部著作，主编国
内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1卷，近300万字）。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1992年起享
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2009年被聘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被人事部聘为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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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研究的这种“语言论转向”，与现代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等人强烈的客观主义逻辑观密切相
关。
弗雷格认为，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着逻辑同构关系，即语言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语言外衣下的思想结
构）和世界的结构是同一的，我们对语言逻辑结构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世界自身。
因为日常语言中大量语句的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地由亚里士多德型传统逻辑加以准确刻画，从而产生出
各种牵强附会的蹩脚哲学；有鉴于此，弗雷格提出以量词一变项记法为特色的一阶量词逻辑理论，试
图以此准确地揭示出人类语言的深层逻辑结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通常视为真语句的“独角兽不存在”，按照传统逻辑来分析，其结构就是：　　
（1）任何A不是B（任何独角兽都是不存在的）。
于是，按照这种逻辑，世界相应地有如下的一种存在方式：共相独角兽不具有存在这一性质。
但是，我们又可以追问“不存在的是什么？
”回答是“独角兽”。
因此，人们使用普通名词“独角兽”又指称了一个共相；既然有所指称，当然这一共相也就存在着。
在这里，一句再平凡不过的真话却似乎包含着矛盾。
为挽救传统逻辑带来的这种混乱，哲学家们便不得已要在客观存在（existence）之外，设定另一种存
在——潜存（subsist-ence），这样他们就退回到了柏拉图主义。
按照罗素的意见，这种哲学缺乏最起码的健全实在感。
由此可见逻辑分析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而以强雷格创立的一阶量词逻辑理论为工具，人们则可以操起奥康剃刀轻松地切掉本体论中这块多余
的共相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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