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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新论》

内容概要

《真理新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剖哲学中的真理理论，并结合西方的
契约理论，建构契约真理论。具体内容分为五部分：一、反思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三种主要传统
真理论的利弊，总结出三特征：第一，传统真理论主要是一种“发现论的真理观”；第二，与知识联
系紧密；第三，忽视主体间性。二、走向契约真理。物质和实践都不是真理的逻辑出发点，人才是契
约真理的逻辑起点。因为物质问题是本体论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科学问题，真理问题主要还是人的认
识问题；而实践本身结构复杂，种类繁多，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作为真理的出发点。我们的出
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为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等特点。人为了生活，首先需要从事
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结成劳动(实践)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往活动，所有
认识上的不确定都变得相对稳定。当人们就某种认识达成契约时，这种认识就是真理，即：X是真理
，当且仅当C；或X不是真理，当且仅当C，简称“约定C”。“约定C”有四个特点，并与“约定T”
有重要差别。三、契约真理的存在根据。契约真理的存在有客观的、心理的和语言的根据。在契约真
理看来，认知对象随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的特色，表现出结构性、秩序性和规律性。主体认知
结构的形成不仅依赖物理环境、遗传和社会环境，还须依赖三者间的协调：平衡化。自动调节是平衡
化的本质。在自动调节的作用下，人的认识经过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
演阶段，最终形成INRC群。认知结构有助于主体确立认识对象，制约着主体对各种信息的加工、整合
和解释等。语言对契约真理具有三方面作用：规范和约束主体客体间的信息变换；是认识主体间表达
和交流认识成果的基本手段；保存人类认识成果。四、契约真理本质论。契约真理在实践中逐渐展开
它的本质。在社会交往中，语言与行为交织在一起，形成言语行为，而契约真理的真实性就体现在其
中。契约真理具有约定性，这种约定性既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为认识今后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契约真理是个整体，具有一种完美性，反映了人们克服主体客体间、主体间以及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矛盾而达到的和谐。当然，契约真理的价值和有效性还表现在它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
它还具有一种工具性特征。五、契约真理价值论。一切真理都内在包含真善美的统一，契约真理所拥
有的价值不容忽视：第一，契约真理以正确的认识、方法和逻辑指导并推动人类知识的
进步和发展；第二，当契约真理形成时，人们彼此间建立了一种正当的人际关系，他们接受和分享着
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并真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意图、情感和愿望；第三，人类文明中包含着
种种约定性的真理或契约真理，正是对真理的追求推动着道德的进步、法律的规范、习俗的淳化和社
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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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几种主要真理观的反思一、真理符合论1.真理符合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是真
理符合论的主要代表，他对符合论最古老的定义至今仍在影响一些哲学家。他说：“在对立的陈述之
间不允许有任何居间者，而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这对定义什么是真和假的
人来说十分清楚。因为一方面，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者存在的人为假；另一方面，说存在者存在
和不存在者不存在的人则为真。因而说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人，就是以其为真实或者以其为虚假。”
①显然，这里涉及到客观情况，谈到了与客观情况相符还是不相符，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符合论思想。
真理符合论的基本特质可以归结为：“1.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判断）。2.真理的本质在于判断同它
的对象相‘符合’。3.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既把判断认作是真理的源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
为‘符合’。”②如果进一步对“符合”的内涵加以勘定，那还有一个物与知孰先孰后的问题，究竟
是物与知的符合，还是知与物的符合呢？按照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中的理解，所谓符合，“
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③这两重含
义都可以归属于传统真理理论，前者是一种“命题真理”，后者则是一种“事情真理”，前者建构在
后者的基础上才得以可能。但无论何种类型，都先行区分开了主体与客体、命题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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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真理。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内容不同，科学研
究的水平不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同。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所研究的真理内容也不同。大
致说来，在20世纪以前，人们都将真理当做现存物去寻找，并将真理与诸多事物（内容）相等同。古
希腊时期流行符合论，认为人的认识只有与存在相符合才是真的，也才是真理；中世纪，人们把真理
等同于上帝，寻找真理就是寻找上帝，研究真理，就是研究上帝。而在文艺复兴以后，知识论随经验
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崛起而逐渐发展起来，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达到顶点。知识就是力量，因为知识就
是真理。而真理既不在经验主义者手里，也不在理性主义者那里。人们认识到，除了存在于知识领域
，真理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如伦理学、美学）之中。人们渐渐明白，当我们去寻找真理之光时，
真理就在我们手中。我们手中的真理之光原是我们亲手点燃，是我们创造了它。真理是我们的创造物
，并非天外来物，也并非早存在那里的古董。我们的历史有多长，真理的历史就有多长。我们的历史
怎样，我们的真理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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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理新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剖哲学中的真理理论，并结合西方契
约理论，建构契约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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