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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论（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部哲学史和当代哲学为宏观背景，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哲
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
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问题。本书以“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和提升理
论境界”为出发点，在对哲学的层层深入的追问中，使人们形成强烈的“爱智之忱”和进入真切的哲
学思考。这部具有创新性质的《哲学通论》，既是一部研究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面
向21世纪的哲学教材，还是一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人文教材。本书最为看重的有三个东西，一是思
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所谓“思想”，就是要有独立的创见，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
”；所谓“逻辑”，就是要有严谨的论证，这就需要“在讲理上跟自己过不去”；所谓“语言”，就
是要有优美的表达，这就需要“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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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论（上下册）》

书籍目录

哲学通论（上）　导言 进入哲学思考　第一章 哲学的自我理解 　 第一节 哲学与哲学观  　  一、哲学
观与哲学理论   　 二、当代哲学观概览    　三、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第二节 哲学与常识
  　 一、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    　二、常识与经验的世界图景    　三、常识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四、常识与经验的价值规范    　五、哲学对常识的超越    　六、常识哲学化与哲学常识化  　第三节 哲
学与科学    　一、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    　二、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    　三、哲学对科学的反
思关系    　四、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    　五、反思科学研究的成果    　六、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    　七
、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    　八、反思科学的社会功能    　九、反思当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第二
章 哲学的思维方式 　 第一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通常解释   　 二、探索哲学
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    　三、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    　四、现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  　第二节 哲
学的反思活动   　 一、反思的维度    　二、反思的思维    　三、反思的对象    　四、反思的方式    　五
、反思的特性  　第三节 哲学的前提批判  　  一、反思的层次   　 ⋯⋯　第三章 哲学的生活基础　第
四章 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通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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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论（上下册）》

章节摘录

　　在把现代西方哲学称作“语言转向”的同时，人们常常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实践转向”，并以
“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全部的哲学问题。我们把这种哲学观称作“实践论说”。　　在通行的
哲学原理教科书中，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
们总是简单化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同样简单化地以
“精神与物质谁为第一性”以及“思维能否认识世界”这样两个问题来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
内涵。其结果，就忽视甚至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特别直接地是忽视
甚至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在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理解的“无人性的理性
”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
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　　“现实的
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现实的世界”则是人类实践活动
的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地发展
着的关系。在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文中，马克思正是以实践论的哲学立场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的理解，从而也以实践论的哲学立场批判了旧哲学的哲学观。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的哲学观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体会一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说：“从
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
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
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主要缺点”，又深刻地
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本质。而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不懂
得“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都不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正是从实践论出发，马克思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
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近代
以来的西方哲学所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想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或者说“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
同一性”的问题。由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总是离开实践来争论这些问题，所以只能是“经院
哲学”式的抽象的、繁琐的、无结果的争论。因此，马克思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
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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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论（上下册）》

精彩短评

1、仿佛脑子里面塞进了许多坚硬的黑色方块！
2、书是好书,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分上下册,下册几乎都是附录.本书对于我们以前所学的&quot;正
统&quot;哲学多多少少都有点颠覆,适合有一定哲学基础的人阅读,最好已经读完了&lt;西方哲学史&gt;
和&lt;现代西方哲学&gt;和&lt;科学技术哲学史&gt;的人,要不然理解起来很困难
3、今天上午收到书了，但是没有想到上册书的右下角全部都有水渍，虽然不影响整体，但是心里有
些不舒服；
4、他是一位既近又远的老朋友，你可以听他倾诉，也可以加入自己所思所想，也可以暗地评价一下
他人的言论（悄悄地）！
5、读了许多哲学书，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哲学本身的通论。
6、哎
7、很好的哲学教材，比单纯的个别哲学介绍要详备，比简单的哲学划分划分要深刻。
8、每次读起  都有感悟  ，很好的哲学书
9、很好的,不论你是哲学专业的还是其他专业的,让我们有种看到哲学的恢弘的气势,给我的思想有很大
的启发.是众人值得一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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