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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一套原创性学说--异质性哲学，其核心内容如下。
人的意识有两个领域：自然直观和符号指谓。
前者是人与生俱有的意识机能，可以直接意识到对象并认定其存在；后者是人工创造的意识机能，可
以意识到对象的意义。
符号指谓把自然直观所提供的对象分解为主词所意指的东西和谓词所述谓的东西，主词表示有一个对
象存在，谓词表示一个起说明作用的意义。
充当主词的非复合词语有三种：（1）意指个别对象的个别词，（2）意指个别对象的类的实在词，（3
）意指符号指谓机制的范畴词。
充当谓词的非复合词语也有三种：（1）表示个别对象的最近类的属（eidos）词，（2）表示包含属的
较高类的种（genos）词，（3）偶性词。
其中，个别词只起指代作用，本身无意义，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其余词语则表示意义，既能作
主词也能作谓词。
对于任何一个个别词来说，由于它没有意义，因而其谓词对它的述谓是否恰当，只能靠直观到它所指
代的对象来认定，而不能逻辑地推定，这种关系叫指谓异质性，其规范原则叫指谓不比原则。
在谓词部分，由于个别词的种谓词的意义可以化约到属谓词中，其结合的恰当性可以逻辑推定，这种
关系叫属种同质性；但个别词的属种谓词与偶性谓词的结合、不同偶性谓词之间的结合却不能逻辑推
定，这种关系叫述谓异质性，其规范原则叫异谓不比原则。
这两种异质性普遍存在于符号指谓的各个阶次，相关规范原则综合起来就构成异类不比法则，即异质
性规律，可名曰“范畴律”，其主旨是：由于分属异质范畴的词语之间不可通约，因而其相互结合只
能靠直观认定而不能靠逻辑推定。
范畴律通过呈现符号指谓的异质性而表明了逻辑推定的内在限度，为符号意识的直观约束提供了终极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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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长福，1964年生，四川眉山人，哲学博士（2000年，吉林大学），目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
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英
国Global
Discourse杂志编委。
著有《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走向实践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在英国Studiesin
Marxism和Socialismand
Democracy等中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应邀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等国
和香港、台湾地区多所高校学习、访问或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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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哲学”中包
含着若干有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其一是内部同质性预设，即，在哲学理论内部，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实践论具有统一
性。
这一预设表现为下述基本信念。
首先，生成变化的具体事物具有某种不变的根据，即同类事物的相或相的集体，它们是实在的存在。
这是其本体论信念。
其次，相或相的集体是具体事物的价值范型或尺度，具体事物以之为趋近的目标。
这是其目的论信念。
再次，相或相的集体可以用灵魂的理性能力加以认识，所获得的认识就叫知识、真理。
这是其认识论信念。
复次，对话式的相互辩驳、超越假设的推导、纯粹概念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足以用来认识相或相的集
体。
这是其辩证法信念。
最后，这些相或相的集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诉诸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作为城邦的蓝图和政治家
的技艺而发挥作用。
这是其实践论信念。
 其二是外部同质性预设，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具有统一性。
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统一是理论体系内部的统一，是哲学对所有这些问题在
解释上的统一。
“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哲学”还追求理论与其外部实践的统一，特别是哲学与政治的统一。
 苏格拉底式的统一是参与型的。
他作为城邦的一员，把哲学当成一种自处和跟其他人相处的生活方式，哲学活动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理
论沉思。
又是一种交往实践和政治参与。
 相比之下，柏拉图式的统一就是改造型的。
柏拉图不满足于像老师那样只是跟同胞们聊聊天，改变一下他们的观念，他的抱负是以哲学为指导。
彻底改造不合理的城邦。
他发现，要实现这一抱负，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改造型统一的典型。
为此，他先是游说叙拉古的国王，继而建学园，著书立说设计城邦模型，直到晚年还在奔走，并继续
修订城邦方案，以期有朝一日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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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拯救实践(第1卷)》由中山大学徐长福先生十年磨一剑乃成。
徐先生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专职研究人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0世纪80年代，徐先生在所工作的四川西北的大山深处自感发现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遂走上了哲
学研究之路。
其主要学术目标是：以尽可能高的学术水准和尽可能宽的学术视野给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半
个世纪以来的曲折经历和今后的努力方向一个思想理论上的交代。
本书的所有见解都是严肃、认真和负责任的，本书的主题是非常“学究气”的。
通过限定，在涉及中国，尤其是近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时，作者的批评都更加明确地以过去的问题为
针对对象，而对现在的改进都持积极的态度。
更加明确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极“左”形态，这种批评跟党否定“文革”极“左”路
线的决议是相符合的，至少是可以在正当性上得到辩护的。
更重要的是，整本书都隐含着对改革开放、对中国政府现行做法的肯定。
《拯救实践》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前沿性，从中透漏出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哲学致思，展现了作者
继承并超越前贤的学术品格和勇气。
这也是作者对其导师、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生前提出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
论’的有力回应。
本书获得学术界同行积极评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吾金，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南湜等均对该书的理论贡献寄予高度期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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