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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书是我正在写作的一部哲学专著的前半部分，但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
主要由于时间上的原因，缺少完整的时间集中精力查阅书刊资料、重新阅读我的大量学术笔记并尽快
写作，我迄今写作的进度因此不快，要想把全书写完恐怕还需要一定时日。
而为了把我认为已经基本上成熟了的一系列基本哲学观点尽早公诸于世，以得到学术界广大师友的教
正，就决定把此书的上篇即“哲学核心领域”先交出版社，以“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为副标题出
版，下篇则拟以“哲学研究外围领域新探”为副标题。
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我要写的整部哲学著作。
我把整个哲学研究领域划分为核心领域与外围领域两大部分。
迄今为止，哲学界一般把存在论（迄今多译为“本体论”，我认为这一译名不妥，详见本书“存在论
”一章第一节）和认识论这两部分当做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我认为还应当加上专门讨论符号理论问
题的符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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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次超越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力图使哲学研究科学化的大胆尝试。
本书以哲学术语单义化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对西方哲学思想史以及哲学术语翻译史进行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的哲学观点，包括：严格区分实际问题与科学问题，区分核心领域与
外围领域；哲学核心领域包括存在论、符号论和认识论三个部分；存在一种四元存在论及对象世界、
符号世界、思想世界和想象力世界；符号世界主要产生于命名，其基本原则是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
在认识领域应严格区分感知和认识，区分感知主客体与认识主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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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立群，1954年5月生于北京。
1981年9月北京大学西语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1年12月～1993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1993年4月～2008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
研究所任研究员兼研究生院教授，2008年7月起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
曾四度公派赴德国研修，共两年七个月时间。
现任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编著《列国志·冰岛》；合著《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历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形势”等；合译
《国际社会学家辞典》、  《德意志皇帝列传》、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等；撰有论文⋯本体论
’译名辨正”、“‘语言学’应改称‘语言文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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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学需要“认真”的态度（代序）叶秀山前言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与知识的分类  第二节 哲学研
究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哲学研究的科学化  第四节 关于西方哲学陷于偏激的问题第二章 存在论  第一节 
“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  第二节 存在论是基本层次论  第三节 新的存在论——四元存在论  第四
节 三类语词与三类词义  第五节 “个别—一般”二元论与“名—实”二元论  第六节 想象力世界与“
虚构事物”的存在问题  第七节 存在论不是自然观第三章 符号论  第一节 关于“符号”和“符号学”  
第二节 语言符号系统与命名  第三节 区别原则与省力原则  第四节 关于“摹状词组”理论  第五节 符号
世界的分层与“悖论”之不悖  第六节 一词多义与科学术语的单义化  第七节 “概念论”失误辨析第四
章 认识论  第一节 从“认识”与“认知”之争看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区分  第二节 感知主客体与认识
主客体  第三节 个别事物、普遍事物与规律  第四节 关于“反映论”的缺陷  第五节 “law”一词多义与
规律和定律的区分   第六节 两种因果关系与两种不可知论  第七节 “思维规律”应是“思维定律”以
及两种逻辑推理  第八节 感知结果与认识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假、对错之分  第九节 物质、制度、精神三
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  第十节 认识客体的分类——五类规律第五章 小结：存在论、符号论和认识论之
间的关系主要参考文献附 录 哲学创新的出路在哪里？
后记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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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是什么？
它有什么用处？
占今中外学者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的回答可以说五花八门，有些甚至大相径庭，截然相反。
有的学者把这类问题称为“哲学的元问题”或“元哲学问题”，有的学者则把这种研究称为“哲学学
”研究②，因为它们是比一系列具体的哲学问题更为根本、更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是比一系列深入
具体的哲学研究更需要首先进行的研究。
本书认为，哲学就是理论科学，哲学研究就是理论科学研究，就是对理论科学问题所做的探索、讨论
和回答。
为了完整地回答“哲学是什么？
它有什么用处？
”这两个问题，并且说明哲学作为理论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需要首先从问题与知识的分类谈起。
人类进行实证科学和理论科学即哲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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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从2000年第一次出版至今已经过去8年半。
本想早些推出增订版，同时也想抓紧其姊妹篇《哲学研究外围领域新探》的写作。
无奈身不由已，不得不做各式各样其他的事情，例如每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形势”篇的撰写，
尤其是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列国志》的工作，撰写《冰岛》一书（已于2007年出版）并
负责欧洲所《列国志》课题组的组织协调及审稿工作。
自2005年起应邀参加了哲学所梁志学老师主持的《黑格尔全集》课题组，和沈真老师等合译《历史哲
学》。
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占用了一些时间，给研究生讲课、指导论文、参加答辩等。
此外还经常有外事方面的工作，占用了较多时间。
而按照我的思路继续进行哲学研究和写作反倒只剩下不多的时间，迄今《哲学研究外围领域新探》一
书的写作因此只完成一部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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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增订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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