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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前言

我们跨入了21世纪。展望新世纪哲学的发展前景，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
，这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哲学转向的一大特征。哲学交叉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组
新兴学科群，它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
法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生态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
艺术哲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分支。21世纪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世纪，恐怖袭击、两极分化、知识经济这
些复杂的问题使近代以来传统的学科分类无能为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学科交
叉，哲学交叉学科正是代表了这一国际、国内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199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进行课
程体系改革，我们研究了国内外28所大学哲学系课程设置，发现交叉学科是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
，而在国内则几乎是空白。尤其是牛津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对我们触动很大。牛津大学哲学系有
七个交叉方向，包括哲学与生理、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与数学，但是学生选择最多的
是哲学与政治、经济，选择这一方向的占全体学生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当代最重大的交叉是哲学
与政治、哲学与经济的交叉，这正突现了哲学在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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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内容概要

人类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即为历史。从最初的历史意识到成熟的历史观以及系统的历史哲学，
人们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历史命运。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思考，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历
史哲学》是对历史哲学这门比较特殊的交叉学科的介绍与研究。绪论和第一章，着重分析了历史哲学
的学科性质、特点和地位，概述了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包括西方历史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思想的演变。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历史主体、历史单位、历史进步和历史分期、历史过程的必然
性和规律性、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叙述和评
价了历史哲学重要思想家的相关看法，并且试图给出唯物史观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或研究思路。《历
史哲学》的最后，对历史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它对于思考人类命运、历史前景的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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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书籍目录

绪论 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

第一节 历史哲学概观
一、历史和历史哲学
二、从历史意识到历史哲学

第二节 历史哲学的视域
一、历史本体论的学科基点
二、历史哲学的学科定位
三、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

第三节 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
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哲学
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历史哲学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历史哲学思想简史

第一节 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的演进
一、历史客观主义
二、历史主观主义
三、史学辩证法

第二节 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演进
一、先秦时期
二、古代大一统时期
三、近代时期
四、向当代历史哲学转型的时期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地位
一、历史哲学思想的三种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

第二章 历史主体和现实的人

第一节 历史主体问题的意义与歧见
一、历史主体问题和哲学主题的转换
二、主体与主体性问题的历史哲学歧见

第二节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
一、现实的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体
二、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三、现实的人和人类历史的三大自然前提

第三章 历史单位和社会有机体

第一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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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一、历史单位问题的提出
二、历史单位问题的再思考

第二节 社会有机体―――唯物史观的历史单位理论研究
一、社会有机体理论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地位
二、把握社会有机体的基本方法

第四章 历史进步和历史分期

第一节 历史过程的方向是进步的吗
一、思辨历史哲学的历史进步论
二、历史进步是客观的、辩证的过程

第二节 历史分期及其标准
一、历史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
二、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意义

第五章 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第一节 历史中是否存在必然性、规律性
一、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肯定
二、批判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否定
三、历史规律存在问题的考辨

第二节 历史规律的性质及特点
一、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的性质问题的看法
二、历史规律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第六章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一节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及其基础
一、关于历史统一性的“整体性”观点和“共同性”观点
二、关于历史统一性基础的历史哲学观点
三、马克思关于历史统一性及其基础的观点

第二节 历史过程的多样性以及与统一性的关系
一、历史单位的特殊性和历史道路的多样性
二、文化影响与民族特性及历史道路
三、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第七章 历史认识

第一节 关于认识问题的争论:从先验哲学到历史认识
一、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扬弃
二、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

第二节 关于历史认识之争:人文主义认识论还是科学主义认识论?
一、史学认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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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二、历史学认识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三、检验史学认识是非的标准

第三节 历史的真相与历史认识的独特性
一、历史的真相
二、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三、历史认识与人类的自我意识

第八章 历史哲学的当代意义

第一节 历史哲学的意义
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
二、人类的自我意识与文明史
三、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属于当代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的理论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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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历史哲学思想简史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现的是历史意识、分析的历史哲学体现的是史学
意识，那么，马克思的元哲学则预先研究了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关系。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
发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产生的背景，而且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
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史学高度发达，中国古代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但由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延误，中国近代的历史哲学思想除了在一些细节方面外，未能有突破性的进
展。近现代中国历史哲学的主要成果是引入了西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观点。这些观点的传播和
在中国扎根，成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思想背景。第一节西方历史哲学思想的演进西方历
史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历史客观主义阶段、历史主观主义阶段、史学辩证法阶段。一
、历史客观主义在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强调的是“历史”一词的第一个含义，即
把“真正的”历史看作是历史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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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精彩短评

1、还好~语言并没有很晦涩，但想要很清晰地理清思绪还是需要多读几遍~
2、一般的大刚性的介绍。抬高了老马。
3、其实写得还是很好的。虽然编辑的格式读起来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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