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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是宣示永恒真理，而是对古今中西哲学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探索进行回溯、比较和总结，并
对该问题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从而使读者对哲学在古今中西的意义上有一种“通”的觉解。
当你读完本书的时候，就会认为哲学不是“无事生非”，也并非“没有用处”，而是理性的“沉思”
，是对人类生存智慧的强烈的“爱”与执著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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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哲学观问题哲学观问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观问题是元哲学问题，狭义的哲学观问
题是哲学的元问题。
元哲学问题不同于哲学的元问题，哲学的元问题只有一个，即“哲学究竟是什么”。
元哲学是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它的问题有许多，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哲学的一般理论问
题和一般发展规律，如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基本属性、哲学的社会功能、哲学的发展动力、哲学
的发展模式、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研究方法论等问题，
当然核心问题也是“哲学究竟是什么”。
如果类比于科学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定义，那么也可把元哲学定义为“哲学的哲学”，即哲学学
。
实际上，元哲学问题和哲学元问题都是哲学的自我观照即哲学观问题。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诠释，它对探索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社会大众解读哲学
或哲学走向社会大众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西方哲学观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哲学家对哲学的学理解释和功能定位历来观点分歧，而且总是处
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哲学究竟是什么？
”这是哲学的最引人入胜又最令人闲惑的问题，正是这一永恒的追问和不断更新的回答推动着哲学的
自我批判和不断发展。
“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竞是什么'，这不仅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决定他们的哲学能否
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并且还是决定他们的哲学具有何种程度的合理性的首要问题。
因此，每个真正的哲学家，都把'哲学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思考的首要问题，并以自己的哲学观去创建
自己的哲学理论，由此便形成了哲学史上的多姿多彩的哲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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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通论》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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