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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思想史上，莱布尼茨是一位智商和能力极高的学者。
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  “莱布尼茨主义”条目中当谈到其智商和才能时，曾不无激情地说
到：“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
了，去找个世界上比较偏僻的角落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
”罗素虽说对莱布尼茨的人格持有异议，但还是不止一次地称赞莱布尼茨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
①至于马克思，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思想领袖，虽然一向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在
谈到莱布尼茨时，他却还是由衷地写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
”①正是凭借自身拥有这样一种惊人的高智商和高能力，也正是由于其对自己的智商和能力的高度自
信，莱布尼茨从青年时代起，就雄心勃勃、无所顾忌地向他自己时代的在他看来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
全线出击和全线推进，并且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域都取得了让人拍板称奇的优异成就。
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莱布尼茨的智商和才能首先就体现在微积分的发明上。
微积分，作为一种“撼人心灵的智力奋斗的结晶”，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之一”（R·柯朗语）
，至少对于莱布尼茨所在的时代，是数学的最高成就，是人类智力的最高标杆。
然而，莱布尼茨这个年仅30岁的法学博士，于1672-1676年旅居法国巴黎四年时间内，在公务在身的情
况下（虽然他并未为公务付出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尽管由于牛顿在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强势影响导致此后在莱布尼茨和牛顿及其门徒之间出现了
微积分的“发明权之争”，但是，历史还是公允地宣布：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一个独立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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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莱布尼茨与现象学》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论述莱布尼茨哲学的资料为基础，对
莱布尼茨直觉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揭示其在莱氏哲学中的奠基作用及其现象学意味。
在人类思想史上，莱布尼茨是一位智商和能力极高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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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靖宇，男，1971年生，江西九江人。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比较哲学、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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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莱布尼茨直觉理论的思想背景当西方人从漫长的中世纪觉醒过来，突然发现传统宗教昏暗的
洞穴是那么的令人窒息，于是纷纷回到阳光明媚的大地上，并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惊人的热情。
一时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领域大师辈出，灿若星辰，人们吟唱着对新世界的赞歌，对自然
、社会、人、神重新进行认识和思考。
在这场世俗化运动中，作为时代精神之精粹的哲学，其起步虽稍晚于其他领域，却后来居上，对人的
心灵的解放和提升起着某种主导作用。
当时流行的经院哲学歪曲地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的形式”的学说，认为“在每一种实体中都有
一个特殊的质构成了它的实在性和种差，而这与该实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无关。
⋯⋯当一个物体的形态改变时，并不是其部分发生了变化，而是一种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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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的第一部分为笔者博士论文后记的抄录，以期保持当年的心迹。
论文总算是做完了，我心中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和舒畅，长期以来一直压在肩上的重担终于可以歇一下
了。
众所周知，莱布尼茨哲学思想非常零散，他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是点到即止，没有进行系统地详细论
述，这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再加上武汉大学对莱布尼次哲学的研究已颇为深入了，要想就此提
出新观点并写成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真是谈何容易。
记得三年前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完成了硕士论文《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微知觉理论》之后，曾对自己
是否有能力写出关于莱布尼茨的博士论文颇为怀疑，因而对是否考博着实犹豫了一番。
自从下决心读博以来，虽然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也看了一些近现代哲学家的著作，由于自身能
力有限，一直觉得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切人点。
去年五、六月份我写出了一份提纲，大意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不仅仅是建立在逻辑和自然科学之上的
，而更是其生命体验的结晶，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他的包括逻辑学、伦理学在内的整个哲学。
导师段德智教授认为思路还可以，但挖掘的深度很不够，他要求我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的思想
来阐发莱布尼茨的微言大义。
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有关莱布尼茨的论述我以前也曾看过，并作了不少笔记，但当时对段老师的提
议我还是感到难以接受：首先，莱布尼茨毕竟是近代哲学家，怎么可能用现象学去解释呢？
其次，用现象学去解释莱布尼茨究竟该如何操作，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事物，感到无从着手。
在段老师的不断鼓励和推动之下，通过对有关文本的反复阅读和苦思冥想，我硬着头皮进入了所谓的
“解释学情境”之中，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为基本上还行得通的思路。
可以说没有段老师的大力推动，本文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至于论文究竟做得如何自有专家来评价，我本人觉得在思考、写作论文的艰难过程中确实学到了不少
东西。
当然我也深知本文仅仅是个开始，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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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莱布尼茨与现象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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