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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
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
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
”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
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
，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
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
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
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
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
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
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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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真理是一种公认性真理，对它的争议应该不多，如1+1=2，这有争论的必要吗？
但思辨真理是需要分析与解说的，是不经证明无法说服他人的。
    但无论思辨真理还是事实真理，在人和人的价值面前，都是次位序的。
人无可争辩地应该居于世间一切要素中的首位，一切价值中的首位，一切选择中的首位，一切逻辑中
的首位，一切建构中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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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就告诉我们，无论主体性哲学流派还是客体性哲学流派，哲学就是哲学，它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
会学，更不是实践科学。
哲学重视人，主要不是重视人的本体作用，而是重视人的智慧，重视人的思想方式和认识方法。
哲学重视客体，也主要不是重视自然界或社会，而是强调自然界与社会的哲学意义和哲学价值。
所以无论古今中外那些最有价值和影响的哲学著作，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的。
以中国为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最有哲学品位的当是老子、庄子和公孙龙了。
虽然他们讲治国之道，但不是急功近利的，在当时的影响，不仅绝对比不过法家，连儒家也比不过，
但那思想是深刻的。
所以，虽不能急功近利，却能弥远弥深。
现代哲学，对于主体和客体的研究都日益深入了，以致很多哲学，如果按传统的标准，已经不能算哲
学。
不但德里达、列奥塔、福柯的书不能看作哲学书，就是尼采的书也不像哲学书。
虽不像哲学书，毕竟是哲学书，只是他们具有新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20世纪的哲学与它的研究对象结合得更紧密了，从而使得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
学、逻辑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这些研究更为深入，而这些学问也更
为流行。
站在本书的立场上看，主客体问题依然是哲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之一。
对客体的重视，显然是不容分辨的。
虽然哲学也许不那么重视那些客体问题，而且，还有一些哲学流派大体上就属于“为哲学而哲学”的
哲学。
但无论如何，它们要接受客体的检验。
说到底，它还得管用，虽不是实用之用，但至少是智慧之用。
全然无用的东西，连“学”都称不上，更不要说哲学了。
重视客体，尤其重视科学研究成果，这其实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
这传统，在哥白尼时代，在牛顿时代，在爱因斯坦时代，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哥白尼与牛顿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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