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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角度看》(作者宋斌)是“南开哲学文库”系列之一
，全书分为笛卡尔机械论哲学的一般特质；怀疑的消除及知识的确定性原则；
笛卡尔物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相比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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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斌，男，山东淄博人，1981年11月生。
1999至2003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2003至2005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
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2005至2009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7-2008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在巴黎一索邦大学哲学系学习。
2009年留校任教，现为南开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讲师。
主要著述包括《詹姆士真理观中的休谟因素》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原因”和“运动”概念--
从库恩的观点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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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也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所保证的，是那些被抛人记忆中、受时间因素影响的清楚分明
的观念的真实性；而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自身所依赖的真理性知识，却从来都是这种夸张的怀疑机制所
无法触及的现前于人类精神而存在的清楚分明的知觉。
正如我们此前所论，通过在“我思故我在”之中对于“思维”内涵的确定，笛卡尔恰恰已经证明了，
对于现前于精神而存在的清楚分明的知觉，人类精神是无法怀疑的。
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笛卡尔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可以摆脱“陷入循环”的指控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笛卡尔在“沉思三”之中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本体论证明
为例，来例示笛卡尔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过程确实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个条件。
 在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中，首先，笛卡尔指出，人类精神中存在有一个“其自身具有无限
完满性的”，或者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比其具有更高的完满性”的事物的观念，即在人类精神中具
有一个“上帝”的观念。
而这一前提的提出显然是人类精神对于存在于自身之中的观念进行反观自察的结果，正如同人类会在
精神之中发现有关“物体”、“广延”的观念一样，这样的发现并不涉及对任何外在于精神的事物的
判断，所以也自然并不需要“确定性原则”做出保证。
 其次，笛卡尔通过在“我思故我在”之中对于人类灵魂本质的确认，认识到灵魂的本质是以意志与知
觉的分化为特点的思维，而这种分化本身就已经表明灵魂并不具有无限的完满性。
显然，对“灵魂不具有无限完满性”的确认仍然不会涉及对任何外在于人类精神的客观事物的判断，
这是笛卡尔通过在“普遍的怀疑”中所内在体验到的人类思维的特点而得出的；并且，在每一次对自
身思维的重新唤起之中，思维的这种意志与知觉相互分离的特点也会立即同时显现。
正如同“思维”的存在不以“外在于思维的事物”为前提，对“灵魂不具有无限完满性”的确认也不
需要“确定性原则”。
 最后，凭借“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原因”、 “在原因中的完满性不会比在结果中的完满性少”等“
公理”，笛卡尔推论到，既然作为灵魂的“我”并不是无限完满的，而我的心中又存在有一个有关“
具有无限完满性的事物”的观念，那么我就不可能是这个观念的作者；这个观念的作者就只可能是具
有“无限完满性的事物”本身，即上帝。
所以，上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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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