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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我国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在北大哲学系给本科生开设的“哲学导论”课讲稿整理而成。
它以论带史，以史显论，将西方哲学的千年历程和作者50年来研究哲学的丰富经验，融合在对哲学理
论的论述中娓娓道来，深富哲学的内在张力；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哲学的危机和哲学的可能、哲
学的权利、形而上学与哲学、存在论的古今变异、知识论与存在论、宗教与价值论，等等，以面对面
的讲述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既是哲学系新生和哲学爱好者极好的入门读物．也是哲学研究者和教学
者很好的参考书。
    本书自2006年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好评，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提名、第三届中国出版集
团图书奖。
本次重新校订再版，纠正了原版中的一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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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秀山，男，生于江苏扬中，祖籍镇江。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56年从该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由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至研究员并该院研究生院
教授。
曾任该院哲学系主任，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专攻西方哲学，兼及美学，旁及中国传统哲学。
著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一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
》等，其专著及论文、随笔收入《叶秀山文集》四卷；近年专著《西方哲学史导论》上编，以及论文
若干。
业余喜好中国书法、戏曲及西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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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学入门丛书》编辑旨意前  言第一讲　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权利　一、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可能　
二、哲学的三大权利　三、“自由”与“真理”：存在论与知识论的统一　参考书目  第二讲　哲学
的道路与学习哲学的最佳途径　一、条条道路通哲学　二、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　三、哲学基本功：
“听”、“说”、“读”、“写”　参考书目  第三讲　如何理解“哲学”?  　一、哲学何以是一门科
学?  　二、哲学讲　是非，更讲　深浅　三、何谓“真正的思想”?  　四、何谓“哲学的现实性”?  　
参考书目  第四讲　形而上学与哲学　一、形而上学：词源与翻译　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三、“
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哲学学科存在的根据　四、形而上学问题“真”“假”之辩　五、形而上学问
题的理解路径：“原始反终”  　六、形而上学的三大分支　参考书目第五讲　何谓“存在”?——传
统存在论(上)  　一、存在论的基础：“只有存在可知”  　二、作为“实体”的存在　三、作为“主
体”的存在　参考书目  第六讲　如何“存在”?——传统存在论(下)  　一、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
多德的实在论  　二、中世纪的唯实论与唯名论　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巴门尼德到笛卡儿　
四、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康德　参考书目  第七讲　传统存在论向现代存在论过渡　一、“存在在
时空之中”　二、形式化的时间及其批判  　三、实质性的时间——一自由与存在　参考书目  　第八
讲　现代存在论　一、“非存在”进入存在论　二、时间、非存在与存在　三、“人”带来“无”(非
存在)　四、人之死亡的存在论意义  　参考书目第九讲　“语言是存在的家”　一、艺术保存了“存
在”　二、“语言是存在的家”　三、语言带来存在的消息　四、语言是有“使命”的　参考书目 第
十讲　知识论　一、知识是如何产生的?  　二、第一种观念：所有的知识实际上都是一种权力　三、
第二种观念：知识是自由的知识　四、自由的知识是理性的知识　五、理性需要启蒙　参考书目  　
第十一讲　经验科学知识论与存在论　一、知识论的存在论前提　二、经验科学知识论的根据　三、
康德的科学知识论及其局限  　四、经验科学知识的存在论基础  　参考书目  第十二讲　价值论　一、
为什么要讲　价值论?  　二、“价值论超越存在论”　三、康德的价值论：自由  　四、尼采的价值论
：创造　五、价值论是存在论的一个部分　参考书目  第十三讲　通向宗教的价值论　一、哲学与神
学的一般关系  　二、知识论与神学　三、价值论与神学　四、存在论与神学　五、在“未来”的立
场上  　参考书目  附录　哲学十四讲　　第一讲　哲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第二讲　哲学的任务  　
第三讲　从康德说起　第四讲　现象与本质　第五讲　第一性原则  　第六讲　知识论、道德论和情
感论  　第七讲　理性·意志·自由  　第八讲　善与恶　第九讲　至善与宗教　第十讲　艺术和目的  
　第十一讲　从康德到黑格尔  　第十二讲　黑格尔与辩证法　第十三讲　康德、黑格尔之后 　第十
四讲　海德格尔与古典哲学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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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权利第一讲总是有些开场白，今天的开场白是针对新同学、新朋友的，
欢迎大家进入哲学门的高层次的学术台阶。
进入北大哲学系，不仅意味着入了哲学的专业队伍，不仅是工作的分工，而且是打开了哲学专业高级
层面的一扇“门”。
过去哲学系不叫哲学系而叫哲学门，这个说法已经改了很多年了，但入门还是最重要的。
进入这扇门并不等于登堂入室，这堂奥里到底有什么，可能你们一时还看不清，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向
导来带领你们，我们这些老师就是这样的向导。
哲学导论这门课的立意也是如此。
所有的哲学系都应该有这门课，让大家能够了解在专业方面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哲学都讲
些什么，需要学些什么，需要想些什么。
一、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可能进了这个哲学门，应该说前面的道路并不那么平坦，并不是一条简单的
笔直的平坦大道。
哲学门里面五光十色，矛盾重重，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危机四伏。
哲学面临着危机。
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啊？
不是。
我们的前辈，一些大哲学家也谈过这个问题。
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前言里说，哲学发生了问题，哲学被败坏了，哲学产生了危机；胡
塞尔说得更严重，他有一本书就叫《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有一阵子，西方人和西方哲学家愿意谈危机，不回避危机，那么哲学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哲学本身的危机，哲学精神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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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觉得，我们做哲学的，还是要多注重一点儿“写”，反过来说，学哲学的学生，研究生，要多
注重一些“读”。
“听课”不能代替“读书”。
读书是我们扣学的最主要的方式，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比它更重要。
 　　——叶秀山（中国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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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要义(修订版)》：我觉得，我们做哲学的，还是要多注重一点儿“写”，反过来说，学哲学的
学生，研究生，要多注重一些“读”。
“听课”不能代替“读书”。
读书是我们扣学的最主要的方式，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比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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