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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内容简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社会文化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加快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步伐；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显然需要对西方世界的各个
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思想和文化进行更加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学习、分析和把握。因此，我们编委会
在国内外学术翻译界和北京的中国城市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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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引言第一编 具体的精神科学体系概览，这种概览具体证明了某种基础科学存在的必要性  第
一章 这部精神科学引论的目标  第二章 各种精神科学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发展的独立整体  第三
章 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四章 各种精神科学概览  第五章  各种精神科学的内容  第六章 精神科
学的三类断言  第七章 各种具体精神科学从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中分化出来的过程  第八章 关于个体的
科学作为社会一历史实在的成份  第九章 我们关于社会一历史实在的知识所具有的地位  第十章 对有关
人种和各具体民族的自然表达的科学研究  第十一章 另外两种精神科学的分化过程  第十二章 关于各种
文化体系的科学  第十三章 关于外部社会组织的科学  第十四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实际上都不是科学  
第十五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无法完成它们的任务  第十六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十
七章 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并没有认识到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这些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  第十八章 具体
的精神科学的成长和完善过程  第十九章 具体的精神科学必须需要某种认识论基础第二编  形而上学作
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它的鼎盛和式微  第一部分 欧洲的神话思想与科学的兴起   第一章 由第一编的结
论引出的任务   第二章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形而上学与其他紧密相关的现象的关系问题  第二部分 人
类对于实在的形而上学态度的解体   第一章 现代科学意识的条件   第二章 自然科学   第三章 精神科学   
第四章 关于形而上学探讨知识的方法的不可能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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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自知”，从事这样一种宏伟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的编委会全体
成员同心同德、付出扎扎实实而又坚强不懈努力，需要国内外翻译界同道的大力扶持和协助，同时也
非常需要汉语读书界广大读者、同道和师长，出于公心而关心和爱护这项本来属于我们大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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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德国哲学家蠢的时候也是没边没际。不建议阅读，除非哲学专业人士。
2、吐血。。。
3、是不是所有关系从句都被翻译成了带波折号的句子，实在不好读，译文中还有不少错字。
4、欣赏你的思索，和你的努力。
5、2008-1-10 18:45:19还书
6、　　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包含三个层面：事实、命题、判断。把这看做研究的三个阶段，那
么事实就是基础，根据事实得出命题，而后由命题得出预测，做价值判断。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狄尔
泰看来，既然事实阶段的工作必须由心理学完成，那么此种心理学必须是描述心理学，而不是解释心
理学。因为解释心理学包含了各种假设，而事实描述是不该包含假设的，或者说以假设为出发点，便
不可能得到“事实”，或许可以说那就只能有“意见”或“猜想”。这也正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区别所在。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的起点是假设的产物，比如原子、元素等等，而人文科学的起点
则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个体生命，也就是人。所以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一种
新的，能够让研究者切实描述事实的认识论，就是人文科学的实质与发展的重点。此即所谓的坚实的
哲学基础。假如说以往所谓的人文学科并不能完成其声称能够完成的任务，也只是因为其缺乏这样的
基础。不管狄尔泰本人的努力是否成功，或者此种认识论是否可能，无疑此种思路正开启了现象学的
大门。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读到想吐也没有读懂这本书，上述论断只是我不负责任的猜测，有兴趣者
当亲自阅读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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