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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学的视野》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所知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对所知学中存在的
诸多疑难问题给出了进一步的深入具体的说明。在第二部分中，着重探讨了所知学的意义及其应用，
并针对某些特殊领域中的问题应用所知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解释。在第
三部分中，对与所知学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从不同的立场、方法、角度、侧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展
开了较为广泛的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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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学的视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所知学的基本理论和视阈　一 所知学的基本理论要点　　（一）所知学的基本特征　　（二
）为什么要提出“所知”这一范畴　　（三）实知与想知　　（四） 知与不知、所知与非所知　　（
五）所知与独立存在　　（六）从所知学的角度研究学说史　二 为什么说“不知与所不知”超不出“
知与所知”——所知学释疑之一　　（一） “知与所知”对“不知与所不知”的优先性与超越性　　
（二）何以会知道“不知”与“所不知”　三 为什么所知不仅仅是事实、知不仅仅是实知——所知学
释疑之二　　（一）“所知”是否包含“所可能知道的”　　（二）“所知”能否不是事实　　（三
）语词、非陈述语句能否表达“所知”　　（四）“想知”是不是“知”，“信”能否超出“知”　
　（五） 附论：几个方法论问题　四 从知与所知的角度重构作为活动的意识　　（一）两种反映与
反应：知与无知　　（二）作为知的反映的几种非意识类型　　（三）作为想知的意识活动　　（四
） 意识活动作为具有超越性的间接反映　　（五）意识在劳动中实现　五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语义的
确立与理解　六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价值　　（一）所知学的基本概念与所知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
二）价值的本质　　（三）价值判断、价值取向的基本模式　　（四）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层次　
　（五）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的类型第二章 对所知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　一 关于所知学第一原理问
题　　（一）所知学第一原理的确定　　（二） 关于所知学的第一原理的两点推敲、考察　二 关于
所知学之要义　　（一）所知学发展概况　　（二）构成所知学基本理论的最基本概念　　（三）所
知学的最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三 关于真假的规定问题　　（一） 已有观点及分析　　（二）所知
学观点及分析　　（三）结论　四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新闻与价值　五 从所知学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本
体论　　（一）所知学与本体论和现象学　　（二）胡塞尔的所知学的观念论实在论的逻辑观　　（
三）胡塞尔的所知学现象学本体论第三章 所知学问题争鸣　一 关于所知学的若干元理论问题　　（
一）“所知”究竟能够用来指什么　　（二） 我们究竟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三） 我们究竟考察
、研究的是什么　二 信与知、相信与知道等相关系列范畴的关系问题　　（一）相信、认为与知道　
　（二）对“知”、“知道”、“知识”等的误用或滥用　　（三）知道与证明、凭据　　（四）知
识是一种以经历、感触为前提条件的为真的信念　三 所知学与语言问题　　（一）所知的被动性及其
内容与对象问题　　（二） 关于词性及将来与可能的不对称关系　　（三）关于时态和模态　　（四
）权利、义务与言语常规　四 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认可、接受“我知道T”之说　　（一） 两种意义上
的对知、知道的认可和接受　　（二）就真假义而言的对“我知道T”的认可、接受　　（三）对“
我知道T”之说的认可、接受的依据、凭证与理由　五 我们知道什么——从知的独白到知、信、行的
视阈融合　　（一）“所知”能否成为一切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对“怎样才算知”的反思　　
（三）对“我们知道什么”的反思：从知的独白走向知、信、行的视阈融合　六 知、信与说的关系辨
析　　（一）“是”在认知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对于“知”的疑惑及其分析　　（三）“
信”贯穿于认知过程的始终　　（四）“说”在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　　（五）结论　七 信念论视阈
中知识论的根本问题　　（一）古希腊至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知识论的根本问题”　　（二）现代西
方哲学关于“知识论的根本问题”　　（三）信念论视阈中知识论的根本问题　八 关于“知”、“信
”之辩的考察与辨析　　（一）考察问题的视角及理路　　（二）对“知”“信”之辩的初步考察　
　（三）真假论者的“知”及其思想的结构性生发点　　（四）信念论者的“信”及其思想的结构性
生发点　　（五）真假论者与信念论者思想的结构性生发点的比较　　（六）真假论者与信念论者产
生争论的原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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