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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内容概要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他们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发展
过程构成了一段哲学史的丰富内容。本书就两派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两派的主要代表及
其发展概况，两派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各自的主要观点，以及两派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历史地
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概括的介绍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便为进一步对这问题的深入研
究打下基础。里面的许多内容都具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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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修斋，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学专家、翻译家、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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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论是从事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或者是进改造旧世界的斗争，都必须对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双必须对关于认识本身的理论和方法有所把握。就这个角度
来看，认识论是每个有志于建设国家，改造世界，因而要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注意学习和研究的。不
管“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说法是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认识论历来是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却
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派别。它们虽
然“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但也“各有片面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方面和上
述两种理论是对立的，对它们片面的，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和否定；但另一方面又肯定它们有重要的
历史地位，对认识论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过重大贡献，在社会历史上也都起过革命性的进步作用。而且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本身也是在批判地吸取和继承它们的合理成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要真正较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必须对这两种理论的内容和历史发展状况有所了解。
　　“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是源出西方的名词，也译作“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类
型的思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下可以说，无论古今中外，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
的表现，但作为较典型的认识论理论，并且形成了两个既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互相渗
透的学派而在哲学史上出现，则是在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封封建革命时期前后，即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
纪中期的历史现象。当时的“经验主义”以弗·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为主要代表，他
们都是英国哲学家，故也常称为“英国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则以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
莎，德国的莱布尼茨为主要代表，他们都是西欧大陆各国的哲学家，因此也被称为“大陆理性主义”
。虽然由于两派哲学家的思想也常有互相交叉。彼此渗透等复杂现象，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壁垒分明
，因此历来也有人不承认乃至明确否认有这样两个学派存在，或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幸的标签”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这些哲学家之间，在当时的某些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关于知识起源（
例如，若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那么它是否起源于感觉经验）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基本观点或
主要倾向上的分歧，因而存在着这样两个学派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且，这两派之间既对立又统
一的矛盾发展过程，构成了这一段哲学史的丰富内容，既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山了重要的贡献，也提供
了人类哲学理论思维的许多深刻的经验教洲，即使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是不容
忽视或抹煞的。这就是我们要对这两个学派斗争的历史再进行一番探讨，并以提纲挈领的形式来写作
本书的理由。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这段历史内容的丰富性，而本书受篇幅所限，因而不可能
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探讨和阐述。这里仅就这两派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两派的主要代
表及其发展概况，两派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各自的主要观点，以及两派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历
史地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概括的介绍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便为进一步对这问题的深
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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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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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本体论上的源流开始，作者把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观点以及之间的分歧讲得很清
楚。这本书的几个瑕疵：首先，鉴于写成于80年代，这本书带有典型的“夹叙夹议”的手法。每介绍
一个论点，紧跟着的就是作者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批判的标准是马列主义，批判的来源基本
限于马恩列的文集。其次，作者对某些术语的使用，沿用自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那一套，对想要中立地
了解哲学的读者来说很容易让人犯糊涂。最典型的就是“形而上学”这个词的使用。这个词本意是哲
学的一个分支，内容比较复杂，但基本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两个部分。但马恩哲学把“形而上学”
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使用。苏联哲学教科书也沿用这一定义，把“形而上学”等同于
僵化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国内的政治、哲学教科书也沿用了这一说法。这本书对“形而上学”
这个词的使用穿梭于这两种意义之间，需要仔细辨别。还有，作者囿于自己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
于一些论点的批判毫无说服力。比如，笛卡尔把自己的部分哲学（具体地说，是客观世界的可认识性
）基于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作者本着自己的无神论立场认为，上帝的全知全能与人类的
自由意志之间有显而易见的矛盾，并且以这一点攻击笛卡尔的论点。但神学上，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
和上帝的全知全能早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并且有多种逻辑自洽的合理解释。我不是说神学上的
这些观点就是对的，但是作者对这一点的批判就好像初中政治哲学课上老师对“唯心主义”的嗤之以
鼻以及认为其毫无价值一样粗糙而没有说服力。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作者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内容介绍得很清楚，是了解这个时期哲学的不错的选择。----------------------------------------------哲学
门外汉，请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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