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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年前，1977年12月，我以28岁的年龄，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
这次高考，对于中国教育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而对于我的人生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78年3月，我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务农做工的劳动生活后，成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生，有幸获
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并由之而开始进入哲学之门，走上了哲学道路。
本科毕业后，我又相继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萧莲父、唐明
邦、李德永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生学习，在萧莲父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生学习，并留系从事
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直到今天。
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我的学习与工作，都是与武汉大学哲学系联系在一起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把自己治学的兴奋点，由中国古代哲学转向了20世纪中国哲学。
在当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开辟、深入探讨的领域。
正是这种机遇，使我能够在这个领域中更能发挥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能把自己自本科学习起所打下的
较宽厚的哲学基础作一种综合的运用，也因此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近年来，我又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拓展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而我最有心得的，还是在于逐渐形成了自己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解框架及研究方法，逐渐地开拓
出自己的研究空间。
　　在我看来，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固然人物众多、思潮纷纭、立论各异、见解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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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所开展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有关思考与探索。
作者认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人物众多、思潮纷纭、立论各异、见解歧出，可谓中国哲学史
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在此时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西古今文化及哲学的碰撞、交流与融会之中展开，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者结合的哲学运动而实现。
其中最主要的哲学问题，集中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文化观与历史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这三个层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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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维武，1949年生于武汉市，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形成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治学
特点，特别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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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以后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都承认科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对科学作了不同程度的接纳。
用胡适的话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这个名词就是‘科学’。
”①　　二、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发展　　由严复所开启的科学主义思潮，经过五四时期的空前发展，
特别是经过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丁文
江和王星拱。
　　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力图从哲学上建构科学主义思潮的内核，其基本纲领可以用他们的两句
话来概括：“哲学是假科学”（胡适语），“科学是真哲学”（丁文江语）②。
所谓“哲学是假科学”，是指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是非实证的、非科学的，应当加以拒斥；所谓“科
学是真哲学”，则强调哲学应当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建立科学主义哲学体系。
然而，胡、丁、王在理论上又各有偏重与特点，从不同方面对这一纲领进行了发挥或修正。
　　丁文江深受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实证主义原则的影响，从经验出发，对于形而上学作了坚
决的批判。
他指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是一个科学各部门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过程。
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作为根本哲学，包罗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但随着近代科学的发
展，各种科学部门相继独立出来，哲学只剩下本体论这块地盘；而进至20世纪，哲学又出现了科学知
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哲学，主张感觉经验是我们知道物体的唯一方法，而感觉经验之外的本体则是不
可知的，应当存而不论。
这种科学知识论成为了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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