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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如何划分学术研究的领域1．哲学概论是对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的概括性考察。
2．通常把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分为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科学哲学、社会哲
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等。
3．“通常对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的分法”存在的主要缺陷：只是犁学一些既定的分支学科，从而既
不完备，也没有清晰的结构。
4．怎么才算给出研究领域的完整结构：（1）所有的研究领域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应的位置；（2）结构
的各部分不交叉重复。
5．一般来说，任何一门比较成熟的“学术研究的领域”都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元理论，基础理论，
应用学科，学说史。
通过这四部分，可以形成“一门学术的研究领域”的完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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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概论（纲要）》把哲学的研究领域分为哲学元理论、哲学基础理论、哲学的应用性分支、
哲学学说史。
《哲学概论（纲要）》主要考察前两个领域以及认识论与社会历史这两个分支学科。
《哲学概论（纲要）》所考察的哲学元理论包括哲学的判定、哲学的可能性与哲学的产生、哲学的要
素与体系、哲学的学科与学派、哲学的变革与进展、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方法、学习研究哲学的意义_
哲学的作用。
《哲学概论（纲要）》所考察的哲学基础理论包括知与所知、所知与所是、实知与想知（物质与意识
）、有所是的所知的运动变化与稳定静止、有所是的所知的位置与关系（联系）。
《哲学概论（纲要）》所考察的两个应用性分支的内容主要包括认识论及其派别、作为共时系统的认
识、作为历_时过程的认识、方法论、真理论，作为共时系统的社会、作为历时过程的社会。
《哲学概论（纲要）》是作者多年来学习、研究、讲授哲学的心得体会的比较集中的表达，是具有原
创性的研究成果。
《哲学概论（纲要）》脱胎于笔者多年来反复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讲稿，因此，《哲学概
论（纲要）》也可以作为有关课程的教材或教学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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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学术研究的领域一、如何划分学术研究的领域二、元理论三、基础理论四、应用性分支学科五、
对基础理论与应用性分支的补充说明六、学说史七、关于研究领域的补充说明哲学元理论第一章 哲学
的判定一、哲学判定问题的实质与提出二、如何考察哲学的判定问题（一）转化为语言问题1．问题
的转换2．称呼的根据3．应该事先研究确定的根据（二）如何对待语义的分歧1．出现分歧的两种可
能2．如何对待分歧3．如何统一三、“哲学”的字面意义的展开（一）相对于博学而言的智慧（二）
相对于意见而言的智慧（三）相对于语言的运用而言的智慧（四）哲学作为生活（五）小结与引伸四
、哲学的视角（一）通常的看法（二）哲学视角的特点1．着眼于一切2．着眼于共性3．着眼于前提4
．着眼于终极性5．着眼于可能性6．着眼于思辨7．小结8．着眼于批判五、关于哲学与时代精神第二
章 哲学的可能性与哲学的产生一、问题的实质及其说明二、何以能形成哲学认识内容（一）任何一种
认识何以能产生（二）关于“一切”的认识何以能产生（三）如何形成哲学认识的内容（四）哲学认
识产生的标志（五）任何有所知的个体都有可能形成哲学认识（六）哲学认识的水平三、哲学作为一
门学问何以能产生（一）总论（二）关于剥离的可能性1．剥离的困难2．关于剥离的可能性问题3．使
剥离成为可能的外部条件（三）关于证明的可能性1．如何证明一种认识2．何以能证明是哲学认识3．
何以能证明哲学认识成立4．对哲学认识的证明小结（四）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实际产生（五）哲学
学问的成立与水平第三章 哲学的要素与体系第四章 哲学的学科与学派第五章 哲学的变革与进展第六
章 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方法——从哲学的角度看第七章 学习研究哲学的意义——哲学的作用哲学基本
理论第八章 哲学基本理论引言第九章 知与所知第十章 所知与所是第十一章 实知与想知（物质与意识
）第十二章 有所是的所知的运动变化与稳定静止第十三章 有所是的所知的位置与关系（联系）哲学
应用性分支（一）认识论第十四章 认识论及其派别第十五章 作为共时系统的认识第十六章 作为历时
过程的认识第十七章 一般方法论第十八章 真理哲学应用性分支（二）社会哲学第十九章 作为共时系
统的社会第二十章 作为历时过程的社会：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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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哲学的可能性与哲学的产生一、问题的实质及其说明哲学的可能性问题本身问的是“满足哲学
的判定标准”的学问能否建立起来。
由于哲学既作为一门学问，又作为一种认识，而二者又有区别，因此，上述问题大体上可分成哲学作
为一种认识的可能性与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可能性。
二、何以能形成哲学认识内容哲学是关于我们所知的一切所“共有、固有、必有”的规定和规律的认
识。
为了考察这种认识何以能产生，先考察任何一种认识如何产生，以及关于“一切”的认识如何产生。
（一）任何一种认识何以能产生 先考虑几个具体例子。
 怎么知道是绿的——看到的；（看出来的）怎么知道是5个而不是6个或4个——数出来的；（数出来
的）怎么知道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想起来的；（想起来的）怎么知道是烫的——摸到的；（摸到的
）怎么知道部分——分出来的（分出来的）。
从上述例子概括出一般结论：能把“看、数、想、摸、分”等等都统一起来的是活动；因此，每一种
认识内容都是由相应的活动确立的。
（二）关于“一切”的认识何以能产生可把“一切”及相关的认识分为三种。
第一，已经被确立起来的某类或某集合的一切。
例如，一切黑板，一切人，一切星球，等等。
这种“一切”往往伴随相应的名称。
因而也可以说是“某名称所指称的一切”。
例如“黑板”所指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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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尽管《哲学概论》这一书名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第一想法，即本书是对哲学界现成的研究成果的梳理
介绍，但实际上，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学习、研究、讲授哲学的心得体会的比较集中的表达，套用现在
的流行说法，也算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属于“以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有一定基础的哲学爱好者为预期读者”的学术专著
，想必能成为同行专家或哲学爱好者正面的或反面的研究参考资料。
鉴于本书脱胎于笔者多年来反复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讲稿，因此，本书也可以作为有关课
程的教材或教学辅助材料。
虽然作为教材或教学辅助材料，本书可能过于简约，但也正因为如此，却给教师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
地，给学生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本书的断句、断行不大合乎主流学术著作的规范，倒有点像现代诗歌的做法。
本书这样做，主要是从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出发，目的是想让读者尽可能容易地看出内容的层次，免
得在这方面耗神。
笔者主张，著述的语言风格应该服从于读者阅读、理解的方便，怎样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就怎样做
。
况且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的著述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同一哲学家的不同著作的语言风格也会有很
大的不同（例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
同样出于上述考虑，本书往往借助引号来表明句子的结构。
无论如何，即使作为纲要，本书也算不上一部最终完成了的著作，更谈不上完善。
书中的许多观点仅仅是点到而已，还有许多观点多年来一直在反复修改，至今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感谢李升元先生，允许本书以纲要的形式和现有的语言风格出版面世，以
能尽早和读者朋友交流，接受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学概论>>

编辑推荐

《哲学概论(纲要)》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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