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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哲学可以说是德意志民族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开宗立派的哲学家薪火相传，灿若群星。

高宣扬编著的《德国哲学概观》所讲述的就是站在今天的视野回顾和反思，德国从原初状态至今的思
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创造过程及其成果。
《德国哲学概观》的基本结构是由上中下三编构成的；上编重点论述德国哲学特征及其历史形成；中
编按历史时期概述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大理论争论；下编则重点分析和讲述德国哲学的主要流派
、学派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并选取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本进行重点分析。

康德曾说，德国人的性格往往同理智的粘液质相结合，⋯⋯即冷静思考，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
，同时又忍受由之而来的艰难困苦。

德国哲学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尤其表现了德意志民族寻求自身思想文化的独创
性，表现他们试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谋求其民族尊严的顽强愿望和意志，也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智慧
及其重视和善于理论思维的珍贵传统。
所以，德国哲学就是德国民族灵魂的理论典范化。

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贯穿于德国文化中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将体验到振兴本
民族和全人类的文明精神的关键力量，那就是不断地实现哲学思想方面的创造性超越活动。

哲人已逝，但他们的思想在看不见的时空中蔓延，在活着的心灵中生根，在文化再生产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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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
一生的兴趣是在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文本中穿梭和思索。
现为上海同济大学法同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及社会学系教授。
1957年至1966年于北京大学攻读哲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此后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多年。
1979年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198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十大学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东吴大学任教和研究。

主编有《西方文化丛书》、《人文科学丛书》、《研究与批判丛书》以及《西方人文新视野》等。

已发表的专著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宴
州主义和语用论》、《喻贝马斯论》、《解释学简沦》、《哲学人类学》、《德国哲学的发展》、《
罗索哲学概论》、《罗索传》、《弗洛伊德传》、《毕加索传》、《萨特传》、《论后现代艺术的不
确定性》、《里克尔的解释学》、《当代社会理论》、《后现代沧》、《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
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福柯的生存美学》及《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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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显然，马克思所关心的，不是一般的物，而是决定社会生活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因素。
既然社会是由成群的人，以不同的社会关系组成的，所以，就必须在决定社会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寻求
物质因素。
马克思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地方，首先，就是不在社会之外寻找决定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是在社会之
内、在社会的生命活动中，寻找决定社会的物质因素。
其次，马克思把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因素，看做是与组成社会生活的人的活动紧密相关的事物
和力量。
第三，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人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的。
因此，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因素，也只能存在于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
。
第四，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在马克思看来，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关系到人和社会的生存本身的
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
第五，作为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则，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能力及物质财富的实际状况，随着社会关
系的复杂程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
第六，作为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则，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孤立地
在社会生活和运作中单独地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而是同社会生活中不断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关系
网纵横交错地渗透在一起，使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
中介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同样地，这些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相关的复杂因素，也不是永远处于被决定的被动地
位；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曲折的途径，而反过来发生积极和
主动的作用。
第七，在分析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马克思始终清醒地区分两种基本状况。
一方面，从总体上说，从最初本源来探索，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性的力量和关系，是物质的生产
劳动活动及其关系；另一方面，在探索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事物的时候，绝不能满足于最一般
的社会本体论结论，绝不能以社会终极原则替代具体的因果分析。
与此相对应，马克思在社会分析过程中，也同样区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过程和程序。
他本人在《资本论》中，熟练地既综合运用、又严格区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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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
　　——别林斯基与德国思想家相比，法国作家便相形见绌。
　　——阿隆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
　　——蔡元培德国人有这样一种气质：冷静思考，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同时又能忍受由之
而来的艰难困苦，因此人们可以对德国人的正确理智和深沉反思的秉赋，寄予厚望。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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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哲学概观》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哲学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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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