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5482

10位ISBN编号：750049548X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颜晓峰

页数：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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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内容概要

《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为作者颜晓峰多年写作论文的汇编，内容关于认识论和哲学，作者按照
逻辑关系编排成书，构成一部认识论的学术专著，本书收入的论文从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对经济
全球化时代哲学研究基础的发展变化和认识论不断深入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广泛吸纳
现代哲学的有意成分，提出了自己有见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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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哲学博士，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暨人的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特邀高级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全军爱军精武标兵，第一、二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防大学刘伯承科研成果一等
奖。
出版《创新论》、《诚信与文明》、《知识创新：实践的诠释》等专著，出版《知与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哲学视野中的科学发展》等文集，主编《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发展观的历史进程》(上、下)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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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五）哲学的发展方式应该是合乎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
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
另一种趋向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立新的形而上学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形而上学的立场。
科学哲学则经历了一个对形而上学拒斥到容纳的演变过程。
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意义标准几经修正，从严到宽，使形而上学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科学实在论企图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中基本的调节性、启发性的观念，成为科学家思想方式的深刻结
构，成为其关于事物本性的信念，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这就说明，形而上学不仅“剪不断”，而且还要“理不乱”。
一方面，形而上学的领地在缩小，哲学的一些课题被科学“接管”。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又以多维的方式保留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又在科学及其他领域复兴，反映了人类
认识世界的螺旋式上升。
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关系，由排斥转向在新的形态中相容、互补。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在“后哲学文化”（R.H.罗蒂）中，也力图架设沟通的桥梁，使科学对
哲学、艺术对哲学的拉力，成为一种融合力。
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科学和哲学的整合，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合流，世界二重化图景的
互相渗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种主要趋向。
这种趋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过程中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几乎与孔德创立实证主义哲学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走出黑格尔哲学，开始了创建新的哲学的活动
。
为了清理以往的哲学，他们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总结了历史上的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
而上学”的批判，从而表明了他们的哲学立场和哲学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有自己的鲜明特
征和超越前人的批判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着眼点是旧哲学，特别是思辨的、神学的唯心主义，完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
的转变，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否定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作为17世纪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和对抗者，认为这是
“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进攻比作“以清醒的哲学来
对抗醉醺醺的思辨”，把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概括为“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即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脱离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纯粹思辨。
这种批判没有否定世界观问题本身，而是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没有完全排斥思辨，而是强调思辨
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旧唯物主义批判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点”，又反对旧唯物主义“敌视人”
的、直观的、不理解实践的一面。
没有因为赞同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而走向全面否定的极端，对思辨哲学采取既有否定又有肯定，不是抛
弃而是扬弃的态度。
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这是人类理论思维的遗产，是不能
“抛到大海里去”的，应该吸取其合理内核。
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资本论》中应用了黑格尔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此“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
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用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去说明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而不是用观念说明
观念，用思想解释思想，并且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思辨
终止于描述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的开始。
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上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这一事实，得出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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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结论？
我认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构建一个自然形而上学或历史形而上学的体系，形而上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
没有独立存在的部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也没有使自己成为一门实证科学，而是把“坚持从世界
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看成是“哲学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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