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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全二册）》是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型的哲学专科辞典，是我
国哲学科学的基础工程，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编纂本辞典的目的，是为我国哲学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知识的普及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促进社会主义现
代比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本辞典选收中外古今哲学上的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刊物、组织、事件、会议等方面
的词目12420条，字数560万。
本辞典除合订本外，另按学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卷》、《外国哲学史卷》、《逻
辑学卷》、《美学卷》、《伦理学卷》第六卷，各卷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收词上有少量交叉，但对这
类词目的释义各有侧重，以适应各专业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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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炳华　　[编辑本段]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金炳华，男，汉族，1943年2月
出生，浙江绍兴人，1962年6月入党，1965年8月参加工作，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
1960.09-1965.08，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系团总支书记。
1965.08-1966.07，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到上海县参加“四清”。
1966.07-1972.08，复旦大学哲学系助教、教工团支部书记、中文系“五七”文科试点班助教。
1972.08-1978.03，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党支部书记、系党总支副书记。
1978.03-1980.08复旦大学团委书记、上海市学联副秘书长。
1980.08-1984.08，复旦大学哲学系代理党总支书记、上海市学联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学生工作部部长。
1984.08-1985.10，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学生工作部部长。
1985.10-1986.09，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1986.09-1988.07，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兼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1988.07-1991.02，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1991.01-1991.08，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991.08-1992.12，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92.12-2000.09，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0.09-2001.01，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长级）。
2001.01- 中国作协第五届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第六届副主席。
在200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副主席。
2008年12月不再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接任）。
　　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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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识（cognltion）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
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
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是认识的最终源泉，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是认识的可能性的根据。
认识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是在社会中生活并利用社会形成的认识活动的各种手段、形式以及思想资料
的人。
认识不是离开实践而在人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生
、发展起来的。
认识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属性。
一方面，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观念的形式反映或再现客体，另一方面，认识是以客观的社会实践为
基础，认识的内容来自客观世界，认识的目的和任务是要正确地反映客体，获得关于外部现实的正确
的知识，从实践中来的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使自身得到检验和发展，并用以有效地指导实践
，并通过实践转化为客观现实，达到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一致。
认识包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与外界事物直接接触，通过各个感觉器官反映在人脑中是事物表面、片面的现象，
属感性认识阶段。
感性认识是不完全的认识。
要完全反映事物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积累丰富的感性材料，并对它进行思维加工，经过分
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活动，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使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揭示
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和规律。
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获得关于事物真理性的知识，并用它来为人
们的实践服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各派哲学对于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区分和联系，已有所认识和研究
，但都未能给予科学的解决。
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端，或是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重要性，轻视理
性认识，或是把理性认识看作是唯一可靠的认识，极力贬低感性认识。
两者都不了解认识过程中感性和理性的辩证统一。
康德看到“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在认识问题上的片面性，并试图加以克服，可他却得出人只能
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结论，否认人类具有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但是，康德关于认识能动性思想的提出是一个贡献，后为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以
发挥。
黑格尔认为认识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精神本身，指出“所谓认识不是别的
，即是知道一个对象的特定的内容”（《小逻辑》）。
只有当把表象上升为思想，并把思想转变为理念时，才能把握对象的特定内容。
他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认识发展过程作了辩证的考察。
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直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和缺点，在实践基础上把认识看作
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而对认识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和解释。
它明确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映象，“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
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但认识不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
形成过程。
一切真实的认识就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
普遍性，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发现永久。
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
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
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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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55卷第165页）因而认识不仅具有客观性和能动性，而且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
对的统一。
认识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社会历史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的认识便达到什么程度，人的认识依赖于
社会实践，依赖于人的历史发展。
社会实践不仅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最终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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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上下）是我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大型的哲学专科辞典，是我国
哲学科学的基础工程，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编纂《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上下）的目的，是为我国哲学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知识的普及提
供必要的工具，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比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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