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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以研究生层次读者为对象的一本教材，本书采取一种全新视角来阐述“什么是哲学”或“哲
学是什么”。
首先从区分哲学的“学科”形态与“学说”形态入手，澄清了理解哲学的问题域；然后，通过哲学作
为一个学科发生发展的基础、哲学思维的特性、哲学的功能结构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一般性考察，说
明了哲学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联系及其表现；最后，分别以当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三大学说群
或学说体系——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通过对其历史渊源、理论特征、演进
线索和文化意义等方面的考察，较概括地描述了这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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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顺，1945年生，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所副所长、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学报主编；兼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副会长、价值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原理改革和发展、价值与价值观念、当代文化等。
出版专著《伟大的认识工具》、《价值论》、
《选择的自我》、 《家园：文化建设论纲》、《新价值论》、《道德价值论》、
《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等；文集《立言录》、《话语的圈套》、 《与改革同行》等；主
编《价值论译丛》、
《价值学大词典》、 《人生价值丛书》、 《实践价值丛书》、 《精神家园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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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学科与学说视野中的哲学
 一、关于哲学的不同界定
 二、区分学科与学说
 三、作为学科的哲学
 四、作为学说的哲学
 五、树立自觉的学科与学说意识
 思考题
第一章　哲学的形态
 第一节　哲学发生与存在的基础
 一、哲学的主体根基
 二、哲学的对象视域
　第二节　哲学的思维特性
 一、抽象性
 二、批判性
 三、反思性
　第三节　哲学的理论形态
 一、哲学的理论表达
 二、三大基础理论构成
　思考题
第二章 哲学的样式与方法
　第一节　哲学学科形式的演化
 一、从“广场辩论”到“雅典学园”
 二、从“知识总汇”到“第一哲学”
 三、从“理性知识”到“科学的科学”
 四、回归实践批判的哲学
　第二节　哲学与其他学科
　⋯⋯
第三章　哲学的价值
第四章　西方哲学
第五章　中国哲学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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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思维方式说”更进一步把智慧归结为人的思维能力、方式和方法，把哲学看做是关
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学说；（5）“价值观念说”则基本否定了智慧的知识化取向，强调哲学不同于具
体科学的使命和意义，不在于提供知识，而在于提供并说明人类应有的价值观念系统；（6）“文化
批判说”与价值观念说相近，但它更注重强调：哲学的智慧在于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考察、批判
、超越和重新建构；（7）“人生境界说”则把重点放在哲学与人生的直接联系上，认为哲学是思考
着、追求着的人生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高尚的精神境界；（8）“语言分析说”则认为哲学不是一种
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关于哲学
的界定还有许多，现在也仍然有人在不懈地探索着新的界定。
这里列举的，只是从理论层次上看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几种。
不难看出，这些界定不仅分别突出了有史以来哲学所关注的那些普遍性基本问题，从而覆盖了哲学所
包含的各个主要领域，而且它们之间的次序，也多少与哲学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重心转移的过程有关
。
然而，上述每一种界定都或者只是反映了哲学发展一定阶段上的面貌，或者只是表达某一家学说流派
的重点的取向，所以它们都无法被看做是关于哲学的唯一的或标准的界定。
在现实中，每一种界定都会遇到从哲学上对它的根本质疑、否定和超越，因此似乎没有一种概括和回
答足以令所有的人满意或信服。
这个现象一直困扰着许多人，以至于有的哲学家宣称：自己做了一辈子哲学，到头来却说不清楚究竟
什么是哲学！
那么，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究竟是否能够做出比较清楚的回答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也需要是肯定的。
理由很简单：哲学是人类自己所为，所以人类必须而且应该能够说明它；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不能
永远停留于无休止的盲目状态，否则将意味着哲学本身的终结和死亡，这也将是人类智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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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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