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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到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科学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也日益凸现出来并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前沿分支，然
而我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迄今尚少见之方面的专门著述。
    本书从方法论视角发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思想，将社会认识活动分解为社会观测、社会
发现、社会预测、社会理解、社会评价、社会决策等具体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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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序
导言
一、社会理解与社会解释、社会意义
二、社会理解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三 开展社会理解研究的意义
第一章 意义之谜：社会理解研究的难题
一、整体理解与个体理解――意义存在之谜
1.本体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整体与个体关系
的思想史考察
2.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对当代整体理解
与个体理解之争的透析
3.超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当代对立
二、同化论与自律论――意义阐释之谜
1.实证主义与释义性精神科学的对立
2.历史解释的“移情说”与“覆盖律说”之间
的对立
3.克服同化论与自律论对立的初步尝试
三、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意义尺度之谜
1.相对主义的迷误
2.绝对主义的幻想
3.超越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立
第二章 意义理解的初步寻求与重建：来自
解释学的启示
一、意义理解的个体定位
1.对“此在”之“在”的意义的追问
2.对理解的一般特征的刻画及解释学普遍性的寻求
3.意义阐释的认识论机制和方法论建设
二、从理解的个体性走向理解的社会性
1.对哲学解释学的批判
2.理解的先验条件的探寻
3.对认识的社会化机制的揭示
三、出路：社会理解的实践重建
1.解释学对社会理解研究的贡献
2.实践解释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
解释学的对话
第三章 社会理解与社会历史活动：实践解释学
对意义本体的追问
一、社会历史实践是社会理解的本体论基础
1.本体、社会本体、社会理解本体
2.社会历史实践的本体论意蕴
3.实践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形态
二、社会理解是社会历史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
1.社会理解贯穿于社会历史实践之中
2.社会理解是社会历史实践的内源机制和内控机制
三、社会理解是人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的途径
1.社会理解是人的自我理解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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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理解也是人自我超越的途径
3.凸现价值意蕴：社会理解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
保证
第四章 社会理解的结构、类型和特征
一、社会理解结构的系统分析
1.社会理解结构的系统构成
2.社会理解的构成方式
3.社会理解的功能
二、社会理解的类型
1.知识型社会理解
2.价值型社会理解
3.实践规范型社会理解
三、社会理解的特征
1.实践参与性特征
2.语言性特征
3.时间性特征
4.批判性特征
第五章 社会理解的过程与方法论原则
一、社会理解的实现过程
1.社会理解活动的环节
2.社会理解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1.社会理解方法的特征
2.社会理解的方法论层次
3.社会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第六章 社会理解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一、社会理解的客观性
1.“客观性”释义
2.社会理解的客观性特征
3.坚持社会理解的客观性标准的意义
二、社会理解的合理性
1“合理性”释义
2.社会理解的合理性及其条件
3.社会理解的合理性尺度与真理性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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