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存在研究（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非存在研究（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2670

10位ISBN编号：7509732670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高新民,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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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存在研究（上下册）>>

内容概要

《非存在研究(套装共2册)》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从西方哲学中的“迈农迷津”之穿越、东方哲
学的有无之辩、非存在的多维审视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与分析。
《非存在研究(套装共2册)》上篇西方哲学中的“迈农迷津”之穿越，则系统阐述了前迈农主义、迈农
的对象理论及其“本体论迷津”、非存在对象的“新大陆”、主流之声与非存在论的边缘化、迈农主
义的“非存在论”阐释与本体论转向、非存在研究中的实在论倾向、迈农主义的“标准”阐释、迈农
主义的“非标准”阐释、迈农主义阐释的实存论倾向、迈农主义与虚构哲学等内容。
中篇东方哲学的有无之辩，则系统阐述了中国哲学的有无之辩、印度古代哲学—宗教的非存在探究、
佛教有无之辩的解释学问题与佛教的空无论、大乘空宗的空无辨正、瑜伽行派的“最胜空性胜解”等
内容。
下篇非存在的多维审视，则系统阐述与分析了非存在研究的语言哲学维度、非存在与意向性、非存在
与本体论、面向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存在与科学、非存在与人生哲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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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新民，1957年3月生，湖北武汉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心
灵哲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史和人生哲学研究。
在《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翻译出版了《心灵哲学》和《西利
斯》等五部译著，有《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心灵的解构》和《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等六部专著
，其中《现代西方心灵哲学》一书获“金岳霖学术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汪波，（1966—），湖北大悟人，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佛教和心灵哲学，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研究非存在和心灵哲学方面的论文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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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非存在研究（上册）》目录： 导言 上篇西方哲学中的“迈农迷津”之穿越 第一章前迈农主义 第一
节最初的惊诧与困惑：人能道说和思考非存在吗？
 第二节柏拉图：有无辩证法及其对先前有无之辩的扬弃 第三节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有无之辩的综合 
第四节中世纪：非存在研究的语义学和逻辑学维度 第五节常识哲学：里德的非存在论及其新迈农主义
辩护 第六节黑格尔：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统一视野下的有无辩证法 第七节布伦塔诺：现当代西
方非存在研究的源头活水 第二章迈农的对象理论及其“本体论迷津” 第一节迈农对象理论的动机与
逻辑诱因 第二节对象理论的核心范畴和主要原则 第三节对象分类、“目标”及其本体论问题 第四节
非存在对象之论证 第五节对象理论的变化、特点与价值 第三章非存在对象的“新大陆” 第一节特瓦
尔托维斯基与马里：同门师友的呼应 第二节弗雷格：抽象对象的大发现 第三节胡塞尔：本体论的节
俭与膨胀 第四节麦科尔：逻辑学视野下的非存在 第四章主流之声与非存在论的边缘化 第一节罗素的
思想变化与非迈农主义 第二节蒯因对迈农的“无礼”批评 第三节希菲尔对“呈现方式”的否定 第五
章迈农主义的“非存在论”阐释与本体论转向 第一节劳特利对“本体论迷津”的穿越 第二节普赖斯
特对“非存在论”的辩护与完善 第三节乔根森：非实存对象是“超存在” 第六章非存在研究中的实
在论倾向 第一节逻辑实在论 第二节概念实在论 第三节模态实在论及其争论 第四节自然实在论 第七章
迈农主义的“标准”阐释 第一节帕森斯：迈农主义的发现与发展 第二节迈农主义的“严格理解” 第
三节拉帕波特的“改进了的迈农理论” 第八章迈农主义的“非标准”阐释 第一节帕斯齐的“非存在
对象的属性集合模型” 第二节芬德利对迈农主义的现象学解读 第九章迈农主义阐释的实存论倾向 第
一节泽尔塔对象理论的思想渊源和主要目的 第二节作为“第三王国”的抽象对象 第三节抽象对象的
本体论地位问题 第四节抽象对象王国巡礼 第五节计算（公理）形而上学 第六节柏拉图化的自然主义 
第十章迈农主义与虚构哲学 第一节虚构哲学研究的意义、问题和新的走向 第二节虚构话语的语义学
和语用学 第三节虚构对象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第四节虚构对象的因果作用问题 第五节虚构主义 第十一
章海德格尔的呐喊：为何只有存在存在而无反倒不在？
 第一节追问无的必要性 第二节“无”的意义展开 第三节元的存在与把握 第十二章徘徊于存在与非存
在之间的“意义” 第一节意义怀疑论 第二节意义实在论 第三节折中主义路线 《非存在研究（下册）
》目录： 中篇东方哲学的有无之辩 第十三章中国哲学的有无之辩 第一节中国哲学有无之辩的特质 第
二节道家：有无之玄众妙之门 第三节魏晋玄学：“本体论转向”与对有无的玄远清谈 第四节中国佛
教：空解脱门的中国化阐释 第五节儒家：有无之辩“辨正”与总结 第十四章印度古代哲学一宗教的
非存在探究 第一节印度古代哲学一宗教的有无之辩的基本进程和一般特点 第二节正理一胜论派的句
义论与非存在论 第三节吠檀多派论境界之无 第四节弥曼差派与瑜伽派的非存在论 第五节数论派对非
存在论的否定 第六节耆那教的“或许说” 第十五章佛教有无之辩的解释学问题与早期佛教的空无论 
第一节印度佛教有无之辩的解释学问题 第二节《阿含经》中的空无论 第三节部派佛教的空无论 第十
六章大乘空宗的空无辨正 第一节大乘“深义”与大乘体系之组织 第二节佛教“空元”的特殊性与解
空的前提条件 第三节真俗二谛语境下的有无之辩 第四节大乘空义的正本清源与“入空义”的门径 第
五节空的唯一性与十八空 第六节中观空无论的难题、反例及其同化 第十七章瑜伽行派的“最胜空性
胜解” 第一节空有问题的重要性与解空的方法论 第二节“实有”非有 第三节相、性、极微、因果与
空 第四节无为法的有无问题 第五节小结：佛教有无之辩的同异之辩 下篇非存在的多维审视 第十八章
非存在研究的语言哲学维度 第一节“正名”及其方法论 第二节“非存在”与“存在” 第三节存在谓
词与中立谓词 第四节众说纷纭的“非存在” 第十九章非存在与意向性 第一节“非存在新大陆”的发
现及人格化构想 第二节意向性观念的祛魅 第三节意向性观念的重构 第四节意向对象的本体论地位问
题 第二十章非存在与本体论 第一节非存在与本体论的最高范畴 第二节“存在”意义之掘进与存在程
度、样式的多样性 第三节“存在”的范畴与形式本体论 第二十一章面向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
一节马克思主义是否有自己的本体论？
 第二节关于“非存在”的辩证法 第三节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与范畴体系 第四节“非存在”与认识对象
理论 第二十二章“非存在”与科学 第一节科学为何要“乞灵于无”？
 第二节“有”生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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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量子世界是否存在？
 第四节“以太”等是“存在”还是“非存在”？
 第五节常见的存在观向何处去？
 第二十三章非存在与人生哲学 第一节做人、理想人格与“空无” 第二节“无”与人生境界 第三节空
无、心态与善巧安心 第四节心理健康、高峰体验与空无智慧 第五节工夫之无与人生态度 第六节终极
关怀、本体之无与圣人所师 参考文献 术语索引 人名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存在研究（上下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对迈农主义的“实存驳难” 从谱系学上说，模态实在论本来是现当代迈农主义
发展的一个激进的产物，但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它又站到了迈农主义的反面。
其突出表现是对迈农主义提出了所谓的“实存驳难”。
一方面，他们像迈农一样承认实存与非实存之间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非实存与实在一样重要
，甚至把非实存对象看做实存的，而不再像迈农那样只赋予它“所与”或中立的“有”的地位。
这就是对迈农主义的别具一格的“实存驳难”。
不难发现：这是一种走向了另一极端的驳难。
因为它得出了迈农主义所否定的结论，即认为实际存在着就是具有某一或某些属性，而非实存对象像
实存对象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属性，有时两种对象还可具有相同的属性，因此如果只承认有属性的实
存对象有实存地位，而否认同样有属性的非实存对象有这种地位，这在模态实在论看来是神秘而不可
思议的。
总之，非实存对象像实存对象一样绝对、普遍地实际存在着。
而迈农的非实存论否认它们有实存地位。
 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第一，他们放宽了对“实存”（exist）的限制。
根据迈农主义的标准，只有在真实时空中具体存在着的东西，才能被认为是实存的。
而刘易斯等认为，只要一对象有属性，或例示了属性，那么就可承认该对象有实存地位。
其著名口号是：有属性就有实存地位。
不仅如此，他们还放宽对存在空间的限制。
按传统的观点，只有在真实的或现实世界的空间中存在的东西，才能说有空间定位，而刘易斯等认为
，空间定位有两种，一是定位在现实世界的空间中，二是定位在逻辑空间中。
由此引出了他们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另一基本原则：一切有（或实存）的东西，都可定位在逻辑空间
的某一处。
第二，他们能得出如此有悖常理的结论，还根源于对“属性”作了新的分析，并有“非同凡响”的“
发现”。
究竟该怎样理解属性，这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
刘易斯等认为，一个属性不过是它的一切例示的集合。
例如，“是红的”是一种属性，如花表现出的红、鱼表现出的红甚至飞马的红等，合在一起就是“是
红的”这种属性。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切例示”不仅包括该属性在现实世界的例示，还包括在别的可能、不可
能世界的例示。
例如，“是一匹马”这样的属性，正好就是所有的马的集合，其中包括飞马。
“珀伽索斯”就是所有一切马中的一个成员，或马的一个例示。
在这里，成为一匹马这样的属性的例示与成为一匹飞马这样的属性的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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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存在研究(套装共2册)》从影响面和程度上说，非存在问题尽管没有存在问题所具有的那种恒久性
、持续性和世界性，但同样是一个有着深远学理意义和不可替代作用，并事实上受到了古今中外许多
思想家广泛而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古印度、古希腊、中世纪的欧洲以及19世纪以后的欧美
尤为突出。
鉴于国内这一研究相对薄弱，高新民、汪波编著的《非存在研究(套装共2册)》将对之作出较为全面和
深入的研究。
当然，限于篇幅，也为了突出重点，《非存在研究(套装共2册)》将在尽可能顾及上述地域非存在研究
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连贯性、完整性的同时，努力把重点放在对其中重要的、有丰富思想内涵的非存
在论或有无之辩的尽可能深人的考察之上，并作抛砖引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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