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1710869

10位ISBN编号：7561710860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修义,童世骏

页数：632

字数：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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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

内容概要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曾经造成哲学本身的终结的印象。
然而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那样，这终结同时也是一个新开端。
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无疑给这一时代烙下了最鲜明的印记，但只有把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同时代哲学家
的工作放在一起，我们才得到一幅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的历史画面。
为充分认识这个时期西方哲学的那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理论成就，为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参照
比较，我们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形式、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本书的五篇（18
章）中分别讨论哲学观、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论这五个占据19世纪中下期西方哲
学家头脑的主要问题，并在每篇小结中对这些问题上的各派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观点进行集
中的比较研究，以求从一个融历史与理论于一体的视角出发对双方作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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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修义，1938年生，上海市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第三、四、五届理事。
现任上海哲学学会理事、上海伦理学会理事、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
著有《赵修义文集》、《现代西方哲学纲要》、《教育与现代西方思潮》、《职业道德新论》等。
代表性论文有《尼采的“超人”及超人学说》、《试论尼采的认识论思想》、《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同时代性》、《市场经济、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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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学）的根本对立——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 　第三章　社会科学方法论（上） 　　§1　实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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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社会进步及其动力 　　§1　把精神发展当作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孔德和巴克尔 　　§2　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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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方传统哲学对哲学对象和任务的认同及“认同危机”的发生1831年，德图古典哲学的集大
成者黑格尔在一场霍乱瘟疫中悄然去世，它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
就德国来说，盛极一时的绝对唯心主义从此衰落。
黑格尔学派的分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不仅是一个学派的衰落，而且引发了一场哲学上的“认同危机”。
克尔凯戈尔和尼采不仅否定黑格尔的体系，而且随同他的体系一起，把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也抛弃
了。
与此同时，在黑格尔去世的前一年，法国哲学家孔德发表了《实证哲学教程》的第一卷，用实证哲学
向传统的哲学观开战。
实证哲学很快又传到英国，同不列颠岛上的经验论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哲学潮流，冲击着
传统的哲学观。
于是开始了一场泛及整个西方哲学界的“认同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必要对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哲学对象和任务的认同作简略的回顾。
§1 西方古代的哲学观古希腊人很早就以“爱智”或“追求智慧”的意义使用“哲学”一词。
一般哲学史家认为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最早使用这个词，称自己为“爱智者”。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则认为最初见于赫拉克利特（Heraclius）的著作残篇，并且
不包含学说之意。
但是，包括文德尔班与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真正把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明确起来的，是在
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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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第2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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