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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对世界的基础性分析》是《哲学——对世界的解释》的第一卷。
《哲学——对世界的解释》总共有下述五卷：第一卷是《对世界的基础性分析》；第二卷是《对人的
基础性分析》；第三卷是《对知识的分析》；第四卷是《对语言的分析》；第五卷是《对信仰的分析
》。
在《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里，笔者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哲学体系。
所谓公共性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语言的公共性。
在本书的语言里将看不到那些意义模糊、犹如朦胧诗的哲学名词，这些名词往往只有思想者自己或者
某个紧密的小团体里的人才能够理解(有时候我甚至略怀恶意地想：说出这个词的人是否自己也明白其
含义)，而这是在当今哲学研究中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似乎没有这些词汇就没有哲学本身；二本书没
有结构奇特、不遵守语法常规的句子(有时候我甚至也略怀恶意地想：说出这个句子的人是否自己也明
白其含义)，这样的句子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同样普遍地存在，似乎没有这样的句子哲学就不成其为哲
学，或者至少不可能成为“专业”的哲学。
而本书恰恰不具有上述两种特点，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些意义相对明确的词汇并且是以符合通常的语
法结构的句子组合起来的。
这样的特点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不懂哲学史、不懂当今流行的哲学的人也可以读懂它
。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是写给所有人看的，您可以懂也可以不懂哲学史，但只要您希望以一
种哲学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么，本书就能告诉您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并且构造
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哲学的方式认识、解释世界的模式。
这就是本书的第二个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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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世界的基础性分析》是《哲学——对世界的解释》的第一卷。
在《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里，笔者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哲学体系。
     就是不懂哲学史、不懂当今流行的哲学的人也可以读懂它。
本书是写给所有人看的，您可以懂也可以不懂哲学史，但只要您希望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
界，那么，本书就能告诉您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并且构造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哲学
的方式认识、解释世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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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什么是事物——事物是性质的集合第二章　对本质的分析　一、什么是本质？
　　1．对性质的分析　　2．对“根本”的分析　二、本质有什么特性？
　　1．本质具有必然性　　2．本质具有多样性　　3．本质具有同一性　三、如何分析事物的本质？
　　1．如何询问某个事物的本质？
　　2．如何回答某个事物的本质？
　四、事物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本质？
　五、为什么本质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哲学的本质与科学的共性有何不同？
　六、什么是哲学实际上的研究对象？
　　1．哲学中意的、喜欢研究的对象　　2．特别地指给哲学要研究的对象　　3．哲学必须研究的对
象　七、哲学只研究事物的本质吗？
除了事物的本质外，哲学还研究事物的其他性质吗？
　八、对事物之本质的总结第三章　事物之类　一、什么是类？
它有什么特点？
　　1．广义的类　　2．狭义的类　二、什么是分类的规则？
有些什么模式的分类法？
　　1．个人的类　　2．组织或集团的类　　3．自然形成的类　　4．行业或学科的类　三、什么是
哲学的分类？
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1．根据地域的哲学分类　　2．根据时间的哲学分类　　3．根据某位哲学家的思想特色或者某个
思想流派的特色的哲学分类　　4．综合型的分类　四、如何对世界进行哲学分类？
　　1．什么是“世界”？
　　2．对世界分类的第一个规则，即存在方式的分类　　3．对世界分类的第二个规则，即以人一我
为中心的分类　五、对事物、东西与对象的分析第四章　论存在　一、存在的基本含义　二、存在是
一种性质　三、事物存在的方式之一——作为物质而存在　　1．事物有三种可能的存在方式　　2．
作为物质而存在必须满足的条件　四、事物存在的方式之二——作为意识而存在　　1．对纯粹意识
的分析　　2．对意识的分析　　3．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五、事物存在的方式之三——作为信仰之在
而存在　　1．信仰之在的特点　　2．信仰之在的定义　　3．信仰之在的种类　　4．对灵魂的分析
　　5．对地狱与天堂的分析　　6．对神仙精灵与妖魔鬼怪的分析　　7．对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分析
　　8．对两种特殊信仰之在的分析　六、对物质与意识的分类　　1．对物质的分类　　2．对意识的
分类　七、对具体事物之存在方式的分析　　1．本真的存在方式　　2．对一些特殊事物存在方式的
分析　八、存在之意义．　　1．“意义”之含义　　2．“存在”之含义　　3．不同事物作为物质、
意识或者信仰之在而存在时的意义　　4．同一事物具有不同存在方式时有不同的意义　九、如何证
明事物以何种方式存在？
　　1．对于能够以物质的存在方式存在的事物X，即其本真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事物X，如何证明其
是以物质的存在方式存在？
　　2．对于不能够以物质的存在方式存在的事物X，即其本真的存在方式不是物质的事物X，　　　
如何证明其为什么不能以物质的存在方式存在？
　　3．对于其本真的存在方式是意识的事物X，如何证明其本真的存在方式是意识？
　　4．对于其本真的存在方式是信仰之在的事物X，如何证明其本真的存在方式是信仰之在？
　十、结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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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仍要这样坚持的话，那么也许要这样定义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这里的物
质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的微粒，并且这种微粒不能是质子、中子与电子等具体的微粒，而且必须是不能
被人造的并且同时又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它们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种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并且它们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我们才能证明物
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如果这样定义物质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典型的独断论以及循环论证了，因为为了要定义物质是不依赖
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首先就要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它们乃是不依赖于人的
意识的客观实在，然后才按照这个假定去定义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对物质的定义事实上已经包含在那个假定之中了，所以说，这种对物质的定义，即物质是不依赖于人
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奠基于假定之上的结论，当然它自身也就成为一种假定。
一旦只是一种假定，它作为定义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因为我也可以作别的假定呢，例如我同样可以假定有一种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它是有生命的，是红
色的，然后我对物质进行如此的定义：任何物质都是生命，并且是红色的生命。
这有道理吗？
可以成立吗？
当然不能！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这里：哲学应当尊重科学、服从科学所得出来的结论，并且在其对于事物的分析之中体现这
种科学的成果。
如果哲学执意忽略科学，不尊重科学发展的成果，那么哲学同中世纪神学的因为《圣经》说夏娃是从
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而造出来的就执意断言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现在对物质的定义依然坚持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那么就同现在依然坚持因为
《圣经》说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而造出来的就执意断言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有什么区别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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