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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辑了近250年来历史哲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梳理了启蒙主义、古典历史主义、实证主义、
超历史、世俗历史主义、解释学、文化批评、叙述主义和后历史等流派，对休谟、康德、赫尔德、黑
格尔、狄尔泰、兰克、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福柯、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等大家作了新的
诠释，对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的发源及意涵、历史哲学的原则等议题作了深入思考，并揭示了历
史哲学当前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史学专业的研究者理解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能够把初学
者迅速领人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门槛。
    罗伯特·M·伯恩斯，现执教于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历史系，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启蒙运动思想
史、宗教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休·雷蒙一皮卡德，现执教于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历史系，主要从事哲学史、历史哲学等领域的
研究，身兼牧师一职，并以德里达为题完成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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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历史学的哲学化本章的目的是向那些在哲学上并不内行的历史系学生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
以帮助他们掌握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
这些思想将在随后的几个章节中逐渐提供，但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开始学会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
本章并不需要从头开始阅读，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就可以跳过本章，只有在后
来的阅读中当内容相关性变得十分明显时，才须返回来进行阅读。
本章第一部分是对从古希腊到l8世纪中叶的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一个总的概述。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知识”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把对象当做在任何
时间和地点都有效的普遍法则的特例去理解。
赫尔德、洪堡、兰克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如狄尔泰、李凯尔特或西美尔(可分别参阅第三章与第六章)
，则认为应该突破这一假设。
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过去的事件、人物和文化传统，了解它们的独特性、特殊性以及它
们区别于其他人物和时代的不同之处。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时，历史学家才能走出以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时代。
相比之下，第四章提到的那些实证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坚持历史知识或历史解释，就是把特殊
案例看做普遍规律的反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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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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