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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认识论的哲学观，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认识论、辩证
法、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把握世界。
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现代语言哲学，并把近代
哲学的变革称为“认识论转向”。
这种“认识论转向”提出了哲学关于“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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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锦奎，当代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
现代价值科学、价值转化论与价值转化工程创立者，系统创新科学社会主义、执政政治学与党长期执
政理论研究专家。
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未来学、科学社会主义及诸多原创性学科均有探索性研究。
1983年中山大学毕业；1991年起任深圳市卫生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局级）兼人事处长，深圳市卫
生局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95起任广东省梅州市副市长，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副书记兼政
法委书记；2001年起任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区长，现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黄锦奎系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深圳市杰出专家、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经济学网学术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委、中国价值科学学会副会长兼经济学会
会长、中国价值转化工程学会常务副主席；第二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省委省政府“广东杰出青年
奖章”获得者、深圳“鹏城杰出青年功勋章”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
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深圳市作家协会顾问、深圳市散文诗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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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体系哲学探索提纲论哲学观革命哲学作为人类通向彻底的思想自由的总科学从“存在论”到“存在
学”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走向体系性重建新理性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万有信息论多重世界
理论与新三个世界理论现代形态本体论客观多元主义一元论认识论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引论一、创造
性实践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一)“实践论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作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本质表述的实践唯物主义(三)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唯物主义(四)创造性实
践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高级形态的体系表述二、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一)自为——
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本体论依据(二)创造——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体现(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人的彻底解放三、创造性实践作为当代人类把握世界的主导活动方式(一)创造性实践的概念(二)创
造性实践的构成、内容与形式(三)信息时代实践方式的变化为创造性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舞台(
四)走向创造性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和实践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崭新飞跃。
(五)创造性实践的主要特征(六)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七)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价值论(八)创造性
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四、从“现实世界”出发，开拓“可能世界”，创造“理想世界”——“新现实
世界”(一)世界的物质性(二)意识的本质与作用(三)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四)对立统一规律及其
新探索(五)质量互变规律及其新认识(六)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丰富与发展(七)什么是可能世界(八)可能
性与可能世界(九)在创造性实践中开拓可能世界(十)人类的理想追求与“乌托邦”(十一)人创造理想世
界的合理性证明(十二)人类社会理想的科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十三)创造理想世界，建设理想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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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作为人类通向彻底的思想自由的总科学哲学观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即“对哲学本身的理
解”。
维护与坚持一种哲学观，就是维护和坚持这种哲学理论；否定和变革一种“哲学观”，就是否定和变
革这种哲学理论。
纵观中外哲学史，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五种最主要的哲学观。
一是哲学作为研究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也就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研究整个
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哲学作为最高抽象层次的学科，研究“整个世界”，形成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因为世界观不仅包括对“整个世界”的“形而上”的探究，还包括对存在于世界的人、人与世界的探
究。
有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什么？
哲学研究命运、人类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
实质上是对人的探究。
康德的“我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也是对人、对人与世界的探究，也就是世界观所能涵盖的认识论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作为一种通行的哲学观，它具有其深远的哲学史背景。
从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到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和提供“一
切科学的逻辑”的本体论哲学，它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世界内在的统一性，并以这种“统一
性”去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
这种哲学观有其深厚的人类实践根基，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以人类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为前
提，并以人类自己的目的性要求为动力去改造世界，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
二是作为认识论的哲学观，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认识论、辩证
法、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把握世界。
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现代语言哲学，并把近代
哲学的变革称为“认识论转向”。
这种“认识论转向”提出了哲学关于“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
恩格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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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体系哲学与创造性实践唯物主义》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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