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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内容概要

《剑桥哲学史（1870-1945）》由60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著述。作者以新康德主义、美国的实用
主义和英国维新主义为起点，追溯了直至20世纪初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发端的19世纪70年代哲学的
辉煌，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讨论了20世纪初叶哲学的进格尔和维也纳学派相关的一些新思
想。正如这个系列中的其他卷，作者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于跨哲学范围的专题——从逻辑和形而上学
到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不仅对于哲学专业师生，而且对于像科学史、思想
史、神学和社会科学这类相邻学科德学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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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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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书籍目录

上卷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第一部分 1870——1914年
第一篇 实证主义、唯心主义与实用主义
第一章 19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想
第二章 新康德主义：德国唯心主义运动
第三章 英国与美国的唯心主义
第四章 俄国的唯心主义
第五章 柏格森
第六章 实用主义
第二篇 心理学与哲学
第七章 心理学：旧与新
第八章 无意识的心灵
第三篇 逻辑、数学与判断
第九章 逻辑的复兴和改革
第十章 数学的基础
第十一章 判断理论
第十二章 语言的逻辑分析
第四篇 哲学与新物理学
第十三章 原子论之争
第十四章 现代物理学中的时空理论
第五篇 社会科学的观念
第十五章 德国哲学关于人文科学的争论
第十六章 从政治经济学到实证经济学
第十七章 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观念
第六篇 伦理学、政治学、法律理论
第十八章 功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
第十九章 尼采
第二十章 伦理学中的新实在论
第二十一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第二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第二十三章 法律理论
第七篇 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
第二十四章 对信仰的怀疑主义挑战
⋯⋯
第二部分 1914——1945年
下卷
附录 传记与文献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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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章节摘录

在收入《伦理学研究》的一篇题为“我的地位及其责任”的著名（有人说是臭名昭著）的论文里，布
拉德雷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道德论点。他在文中论证说，一个人愿为自己而满足他的社会地位所提出的
要求，并“作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器官”而行事，那么，他就能够实现善良的自我（Bradley 1927
：163）。尽管有时这被当作布拉德雷的最终观点，但他仍认为道德的发展是经过一系列阶段的，上面
所述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布拉德雷明确指出，“我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的学说忽略了有关善良自
我的一些重要方面。没有任何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理想自我的某些方面并非是社会性的（。Bradley
1876[1927：202-206]）。要消除这一弊病，布拉德雷描述了一个比“我的地位及其责任”所述更高级
的阶段，他称之为“理想道德”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自我是道德理论上的理想自我，是将自己实现为
全面和谐的整体的自我（Bradley 1876『1927：219-220]）。即使这是道德理论中的最高阶段，但它依然
是有问题的。道德要求我们为了实现善良的自我而压制邪恶的自我（Bradley 1876[1927：215]）。问题
在于我们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于这需要有邪恶自我的存在，那我们也就等于破坏了道德。因
此，道德不能明确规定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Bradley 1876[1927：313_314]）。但布拉德雷争辩说，这
一目标是由宗教提供的；在布拉德雷的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中，宗教命令人们为了生活而舍去自我（即
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自我）（Bradley 1876[1927：325]）。唯有在《伦理学研究》一书中，布拉德雷的观
点与格林的观点是相合的。尽管在他的第二部著作《逻辑学原理》（The Principles D厂Logic，1883）
的一开篇，布拉德雷就接受了在格林对洛克与休谟的批判中隐含的关于判断的说明，但他仍然对这一
说明做了发展，他所采取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格林的形而上学。布拉德雷是从推理的前提，即
他称之为“判断”的真的或假的实体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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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编辑推荐

《剑桥哲学史(1870-1945)(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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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精彩短评

1、时间跨度从普法战争结束到二战结束，正好是现代哲学兴起的重要时期。作者们从整个社会科学
的视野考察现代哲学，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眼界较宽，别具一格，是本好书。翻译还行，粗
看尚属流畅通顺，但译者哲学修养背景可能稍为欠缺，例如把Bertrand Russell译为伯特朗·罗素，未免
不合常例。
2、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哲学史就是问题史。一部好的哲学史能使我们对于哲学有所感悟，真正去读
懂什么是哲学，剑桥的这部哲学史讲述了半个世纪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基本提到重点的哲学流派
，对于我们了解这段哲学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帮助的。用一个庞大的哲学团队去完成这部著作是很少
有的，印刷也是很精美，很好。
3、内容、印刷都不错，封面也喜欢，看完可以做收藏
4、内容  印刷  纸张 字迹  都很好  价格也不错
5、对数的内容不做评价。
对当当的服务必须吐槽一下。
最早当当是从做图书起家的，现在经营多元化了。就不再重视图书的质量了。装帧这么精美的一套书
，寄到我的手上书角压折了。封面上都是灰，还能看见脏手蹭的一片片黑。
难道这是要自绝于顾客的前奏么？
以后我会尽量少在当当买书而转投其他网上书店了。
我已经懒得吐槽了。
6、很好看得书，哲学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浓缩的精华
7、恩，还没看，包装不错
8、草草浏览了一些章节，还没有好好的细读，很喜欢⋯⋯
9、有些书是用来作为资料库的，而有些书是表达个人观点和主张的。此书显然属于前者，它是哲学
研究者可以常常温故知新的一本书，全面性是它最大的优点，值得购买和收藏。
10、看啊看啊看啊看啊看啊看啊
11、喜欢哲学书籍，读进去了就很有意思
12、够精简的
13、篇幅很长，但翻阅了以后感觉很好，有关哲学思想阐述很简练，也很值得品味。
1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15、还行,有点厚
16、我想看我想买
17、该书共有4部分，不知其它3部分何时出来？
18、剑桥出的图书绝对是牛叉的，想下手的就赶紧吧！
19、没齐 只是哲学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20、现象学被直接忽略了。
21、写得还是比较简明扼要的。
22、读后感：看完之后学了不少新名词，就这样了
23、没怎么看，朋友推荐的，但不适合我。
24、绝对的精彩
25、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质量较高，不过读起来不太容易
26、是整个《剑桥哲学史》的一部分。包括了1870年到1945年75年间哲学的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可
当资料随时查阅
27、内容不错 貌似其它部分还没出
28、这本书买来收藏也是可以的，(*^__^*) 嘻嘻，因为没有太多涉及专业的知识就不作评价了，不过
印刷封面都是不错的，可以作为收藏本
29、是经典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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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精彩书评

1、书是本好书，有独特的视角，有全面和精致的观点，哲学立场的阐述也很中肯和到位。为什么我
没有给5星呢？因为翻译就是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
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
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一坨屎
啊一坨屎啊一坨屎啊。
2、这是一本很出色的书，部头很大，不过下卷很多都是资料性质的，方便研究人员按图索骥。很有
特色，不再是人物为主线，而是思想流派为主线。 其实相当于剑桥哲学史系列的当代卷。它的写法秉
承了剑桥系列的特色，以点概面，如果不了解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背景的话，这本书读起来就比
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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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哲学史（187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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