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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前言

　　武汉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邀请我围绕一个专题选
编已经发表的成果，结集出版。这使我有机会实现自己近年来的一个愿望——将我已刊的《人类认识
结构与文化》和《生存与评价》两部著作，在文化哲学的总题目下合集出版，为正在探索21世纪中国
哲学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个思路。　　《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和《生存与评价》两书，是我在20世
纪80-90年代撰写的文化哲学认识论专著。《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写于80年代后期，由武汉出版
社1991年出版，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认识发生的内在机制；《生存与评价》写于90年代中期
，由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主要从人的生存问题人手研究评价问题，分析评价的本体论基础、思维
基础和认识规范的问题。这两部著作虽然论题不同，内容有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和总思路，这就是：
突破狭义的认识论（即知识论）框架，立足于文化的本体论思考广义的认识论问题；以认识主体、认
识的创造性研究为契机，从认识论进至本体论，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本体论内涵，从而
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我选择以认识论研究为切入点，是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
学术开放的大背景相关联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真
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启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重要命题。所
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向学术上的拓展，认识论也就自然地成为那个时期哲学探讨的中心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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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内容概要

《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是一部文化哲学的认识论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人类认识结
构与文化》，着重论述文化哲学认识论的性质和特点，并以人的思维的创造性为主题，探讨认识活动
的文化意义，揭示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
《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提出，文化哲学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以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为本性的哲学的认识
论；其认识的结构是由文化心理活动、建构逻辑格的活动和经验认识活动构成的立体交叉的活动系统
；这三种活动各有其他特点和功用，又相互联系，共同构造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内在机制，决定着
人的思维的创造性和无限开放性。下篇：《生存与评价》，从人的生存入手研究评价问题，分析认识
论与本体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狭义认识论（即知识论）和广义认识论”，并把评价的研究
定位于广义认识论上，分别论述了评价认识的本体论基础、评价认识的思维基础、评价认识的形式；
以对偶然性的本体意义的发发打通了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以对微观思维方式的探讨揭示了哲
学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内容一致性，以对规范的研究建构起认知、评价与实践相联系、认识与批判相一
致的开放的认识系统，从而证明，认识的开放性不是由科学的必然世界构筑起来的，而是由人的生活
的偶然世界创造出来的；它是理性的，又是客观的。这就表达了全书的主体思想；文化哲学的认识论
是关于人的生活世界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传统的知识论的认识论模式，是哲学通达生活世界
的本体的最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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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作者简介

　　何萍，1953年10月生于武汉市，1988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
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认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文化哲学。著有《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生存与评价》、《中餐传统科学方法的嬗变》（合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历史与反思》（合主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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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书籍目录

上篇 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序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当代课题一、20世纪认识论研究的总特点二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三、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四、本书研究的问题五、本书研究的方法第一章 科
学的认识论与哲学的认识论第一节 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一、什么是思维方式二、思维方式成为认识论研
究的对象三、研究思维方式的两种认识论形式四、哲学的两次大分化第二节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困境
一、理性与第一原理和原因二、理性与经验三、理性与主体精神第三节 科学认识论一、“拒斥形而上
学”二、科学认识论的心理学化三、科学认识论的悖论第四节 哲学认识论一、解释学的哲学认识论二
、价值学的哲学认识论三、现象学的哲学认识论四、熊十力的哲学认识论第五节 列宁的启示一、列宁
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考第二章 人的本质与人类认识结构第一节
人的本质与人类认识的本性一、从自然的人到文化的人二、现实的人与理想的人三、实体的人与功能
的人第二节 人类认识结构概述一、人类认识结构定义的说明二、人类认识结构要素的说明第三章 活
动与文化认知场第一节 文化认知场与认识主体一、什么是文化认知场二、文化·自由·能动性三、活
动与文化认知场的形成第二节 活动的结构一、活动结构的两个层次二、活动的一般结构三、评《躯体
的智慧》第三节 活动的功能一、一般结构的功能二、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启发三、功能·结构·文化
认知场第四章 活动与认识诸形式第一节 宗教认识形式一、宗教认识与神话认识二、宗教的理性和情
感三、宗教能够消亡吗第二节 神话认识形式一、神话认识与原始思维二、神话认识的本质三、神话认
识的结构四、现代神话第三节 科学认识形式一、科学认识活动的特点二、科学认识的理性三、科学认
识的情感第四节 艺术认识形式一、艺术的创造品二、艺术的创造方式三、艺术的认识方法第五节 哲
学与文化统第五章 符号与逻辑的格第一节 什么是逻辑的格一、符号与文化二、符号·文化模式·逻
辑的格第二节 逻辑格的同一性一、逻辑格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二、不同逻辑格的相互作用第三节 逻辑
格的历史生成一、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二、人工符号的形成三、人工符号的对象化第四节 逻辑的格与
认识的客观性一、认识客观性的规定二、认识的客观性与经验第六章 经验与人类认识的发展第一节 
经验认识的特征一、经验的结构二、经验的特征三、经验认识的文化特征第二节 经验的文化认识基础
一、感觉的性质二、知觉的空间与时间三、言语与符号第三节 经验与认识的开放性一、经验认识——
活的历史二、经验认识与主体的创造性结语 人的认识与人的自由附录 认识方法与认识模型的变换下
篇 生存与评价序导言 寻求广义的评价认识解析一、认识论与人的生存方式二、认识论与人的智慧三
、认识论与本体论四、评价认识的特质与研究思路⋯⋯第一章 评价认识的本体论基础：偶然性与实践
第二章 评价认识的思维基础：现代科学与现代认识附录 哲学本体重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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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这一清理工作可以从文化的本体意义分析人手。文化本体论与自然本体论都是以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为其研究的基础问题，但两者在研究方式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本体论把人与自然
的关系看作是静止的，彼此之间的界限是绝对分明的，甚至是二元对立的。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探讨认
识论，就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人的认识被看作是对纯粹自然界的“单纯的直观”①，这就
形成了自然本体基础上认识的反映论的实质内容。与之不同，文化本体论则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
相互作用、彼此渗透的。在文化本体论看来，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除此
之外，还有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人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三重关系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规定
、相互转化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外部自然，即生存环境的关系，这是人生存、活动
的基础；人与人、人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人实现自身的生命和存在价值的基本形式，它通过前者而存
在，并规定前者的性质，正是这样，人与自然关系不再是静止的，彼此隔绝的，而是通过人的创造、
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活动，形成能动的、生成的关系，并以“人化”、“物化”的形式彼此渗透。在
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不同联系方式，又同时体现出人的生命活动性质、人的存
在价值。从这一本体论基础出发探讨人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人的认识也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反
映世界与占有世界。这两方面的内容在人类认识中相辅相成，反映世界限定占有世界，使人与自然之
间形成一种认识关系，而占有世界则体现着认识的本质，规定着反映世界的方式，即一定时代、一定
民族的人占有世界的方式规定着该时代、该民族反映世界的方式，从而形成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变革和
多样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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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精彩短评

1、书还不错，送货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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