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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体论研究(第3版)》是作者毕其十年功于一役的力作，书中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懂得本体
论，是为了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深处，不理解本体论，就很难说是理解西方哲学。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
它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
系。

　　马克思主义对本体论是批判的，并且正是通过对本体论的批判，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
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但在我国哲学界曾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怎样一种本体论。

　　中国原来没有哲学这个词，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才依照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框架开始写出中国
哲学史。
然而我们发现，依傍着西方哲学观念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是不相契合的，至少
是颇有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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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宣孟，1948年12月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学术成果有：《本体论正义》、《西方哲学中&ldquo;是&rdquo;的意义及其思想方法》、《本
体论研究》、《结构人类学》（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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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已经表明了本体论是一个脱离经验的纯粹思辨的领域。
在语言形式上，它采取了概念的逻辑演绎的形式，似乎标志这些概念的语词在抹去其所指的对象以后
，仍然保留着相互之间的关系，即逻辑规定性，语词因此而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依靠这种逻辑规定性
，概念之间就展开了逻辑的演绎。
那么西方语言的某些特征为形成那种语言的独立王国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并且以中西比较的眼光考察西方语言的一般特征。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文字的不同。
中国文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符号系统，西方文字则是表音符号系统。
文字符号的创造本是用来辨识和记录世间事物的。
然而由于表意和表音符号的不同，文字符号与其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差异的。
让我们评述此点。
表意文字符号系统的基础是象形文字。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可见中国最初的“文”是事物形状的描摹，它只能是那些标志具体事物的符号。
后来，又经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方法构造出其他的文字，以表示复杂的事物和抽象的观
念。
这种文字的一个特点是，每个字都指示着确定的对象，字与字之间是不能互相替换的。
如，古汉语中表示太阳和月亮的两个字分别是从字形上我们就明白了它们各自指的对象，并且它们是
不能交换位置使用的。
然而在西文方面，以英文为例，表示日、月的词分别是sun和moon，对于不懂英语的人来说，不能从
字形上就断定它们各自所指的对象，它们之所以被这样使用，是出于最初的约定俗成。
这种文字上的差别进一步反映在思想方法上。
中国人对词语的理解是“名必副实”，“名”是紧紧地依附于它所指示的实际事物的，离开了实际事
物，“名”的意义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从绝对相反的方向去得出西文中的词是不指实的荒唐结论。
“名副其实”是任何一种日常语言中的词的性质。
然而，我们当注意到西文中表音文字所具有的另一个方面的特征：由于它只是表音的，它与这个词所
指的对象问的关系并不如汉语中的词那样紧密，或者说，一个表音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约定的联系是
有较大任意性的。
这就容易使人们把西方语言当作一种有较大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系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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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体论研究(第3版)》：Ontology（是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或日第一哲学。
治西方哲学史而欲深入其堂奥，不可不由ontology。
它不仅是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精髓，对西方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激发了现代西
方哲学的各种奇思妙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就是通过批判ontology实现的。
ontology还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哲学原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
《本体论研究(第3版)》始于指出以“本体论”译ontology的不确而导致的种种误解，对ontology这种理
论的形态、特征作了较深入的论述，并从哲学史的方面，论述了onto-logy的缘起、发展、成熟，直至
达到终结的过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体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