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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陈嘉映编著的《说理》内容介绍：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方获得理解，让对
方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
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此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

哲学本来只是理，不是知识。
我们常听到，哲学与物理学的对话，哲学与建筑学对话，这些提法误导，好像哲学是与建筑学等等相
平行的专业。
建筑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对话，可说是学科间对话，他们大概会谈论建筑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建筑学与哲学的对话，意思大概是说，建筑学家现在要在哲学的层面上说话，不是学科间对话，是超
学科对话。
《说理》本书论证之深度和论理之严谨使其成为国内近三十年来少见之重要哲学著述，必将引起国内
外学界的广泛注意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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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995），《存在与时间读本》（1999），《泠风集》（2001），《语言
哲学》（2003），《无法还原的象》（2005），《旅行人信札》（2005），《从感觉开始》（2005年）
，《哲学科学常识》（2007）《白鸥三十载》（2010）。
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1987），《哲学研究》（2001），《哲学中的语言学》（2002），《维
特根斯坦读本》（2010），《感觉与可感物》（2010），组织并参与翻译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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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陈嘉映编著的《说理》是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集四十年从事哲学思考与研究形成的最重要的哲学
专著。
全书共分九章，以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述了相关的全部哲学命题，各章包括“哲学之为穷理”，“
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哲学语法”，“论理词与论理”，“感知与语言分析”，“亲知与观念”
，“看法与论证”，“普遍性：同与通”，“事情本身与事实”等。
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源出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以分析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达至问道穷理的目的。
陈嘉映教授初入以德国理性主义传统下海德格尔研究入手，从而将西方二十世纪现象学潮流与分析哲
学的深入研究紧密无间地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说体系。
该书作者首先以“哲学何为”入手，说“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从一个道理追向另一个道理，谓之
穷理。
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
而穷理，在陈嘉映教授看来，就是一个在一定的哲学语法下对感知和语言进行分析的过程。
这一分析在其发展中必会涉及亲身感知与观念形成的问题，进而，陈嘉映教授又探讨这一体系在论证
等重大哲学命题。
本书论证之深度和论理之严谨使其成为国内近三十年来少见之重要哲学著述，必将引起国内外学界的
广泛注意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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