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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修订版)》由王路编著，“是什么？
”——形而上学永恒的提问。
“是真的。
”——哲学不朽的追求。
不管是对自然界或社会，还是对上帝或人，都少不了这样的思考和求索，引申出无数令人感兴趣的问
题：什么是世界的本原？
什么是人？
什么是本质？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真？
无论是在哲学孕育着众学科的古希腊，还是在各学科独立门庭的现代，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康德
，直至海德格尔，哲学大师们不断重复着这同样的主题。
求是，求真，不仅是西方哲学史的主线，而且是理性与智慧的集中体现。
研究西方哲学，理解“是”与“真”最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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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学、分析哲学和形而上学。
曾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日本东京都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第一大
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做访问研究。
已出版专著《逻辑方圆》、《逻辑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思想研究》、《
走进分析哲学》、《“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逻辑基础》、《逻辑与哲学》、《寂
寞求真》等，译著《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算术基础》、《真之追求》、《分析哲学的起源》、
《逻辑大全》、《论第一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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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东西。
确切地说，他提出的要“研究是本身”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基础。
这种基础就是在他以前的那些古希腊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和提供的思想。
虽然他不满意他的那些前辈们有关具体的“是什么”的研究，甚至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但是他说的“
是本身”（或“作为是的是”）恰恰是他那些前辈的提问和探索所反映出来的共同的东西。
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思想正是他的前辈的思想的发展和继续。
 其次，当亚里士多德提出要研究是本身的时候，他考虑到，这样的研究不能局限在某一种具体的“是
什么”，而是要突破某一领域或范围的局限，寻求一种最为普遍的东西。
这种思考反映了一种认识上的不满和追求，体现出一种理性层面的探索和进取。
 我认为，以上两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它们不仅表明，是本身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而且表明，是本身这个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是一种提问，宽泛地说，它也可以是一种回答。
无论提问还是回答，“是什么”乃是一种求知的体现。
而且，在古希腊，这种求知是具体的、广泛的、充满科学精神的。
它表现为人类探索自然的奥秘、探索社会活动规律的精神活动，也体现出对人类认识限度的挑战。
正是根据这种提问和回答，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对具体学科或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化。
同样是由于理解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人们又总是不断地问“是什么？
”并不断地回答“是什么”。
因此，“是什么”不仅是人们提问和回答的方式，而且也反映着人们的理解和认识。
归根结底，它是人类认识活动、认识能力、认识精神的集中体现。
 基于对“是什么”的这种理解，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首先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东
西。
因为，它乃是诸种“是什么”、诸学科领域中的“是什么”的集中体现。
它的本意是在那些“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对它们的共同的东西进行探索，目的则是寻求最
普遍的本原和原因。
因此，正像“是什么”表明的乃是一种认识一样，“是本身”展现的同样是一种认识，而且在亚里士
多德看来乃是更高级的认识。
这一点，从范畴理论可以看得最为明显。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有两个范畴理论，其问只有一词之差。
一个范畴理论以“本质”为第一范畴，另一个范畴理论以“实体”为第一范畴。
而这一词之差所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本质”的字面意思乃是“是什么”，因而这种范畴
分类乃是对谓词或谓述方式的进一步分类，也可以说，它们是对“是什么”或“是如何”的思考和研
究。
“实体”虽然字面上没有“是什么”的意思，但是词根也是einai，因而也与“是”相关。
因此，虽然字面上我们不能非常肯定地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含有“实体”的这一类范畴也是
关于“是什么”的分类，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类范畴与前一类范畴有很多相似之处，关系十分
密切。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中虽然主要探讨的是“实体”，但是关于“本质”
的论述也很多。
亚里士多德有时候认为，实体是原因，有时候也认为，本质是原因。
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实体与本质其实是有一些相同和相通之处的。
所以，即使字面上无法肯定含有“实体”的这类范畴是关于“是什么”的思考和回答，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发现其中具有一些与“是什么”这一问题相关的联系。
在我看来，这样的联系绝不是随意的考虑，而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考虑。
 本书只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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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范畴表达相关的思想却不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才开始有，至少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存在。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曾经讲到如何以不同方式称谓同一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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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修订版)》指出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中西比较而推陈出新，理解“是”与“真”无疑也是一个极佳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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