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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的增长、提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之一，知识在现代和未来社会中的作用更加至关重要。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也越来越高度知识化、智能化。
随着知识的膨胀和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真理、真实、现实、虚拟、符号、意识形态、广告等之间的
关系变得日益复杂，知识的生产、创造与这种生产创造的组织、协作、传承、评价等相关问题也变得
更加纠结和耐人深思。
胡晓松等编著的《知识哲学疏论》在对金岳霖先生的名著《知识论》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对“知识
论”或“知识哲学”的相关问题做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勾连、阐发，对读者深入、系统地理解、思索
知识和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哲学疏论》适合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具有相当学历的一般社会人群阅读，有
关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亦不妨参考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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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灵，陕西省洋县人，生于1965年11月。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文学博士。
曾在长安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国际教育
学院教授、人文学院硕导。
近年在《文艺报》《小说评论》《中国文化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出
版有学术著作《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201O年)，另著有汉语国际
推广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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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知识哲学与人类对知识的态度
官觉、存在与知识
  什么是存在或世界？

  谈论世界存在的基础
  智慧存在的基础
  官觉与世界交往中的心能
  精神的众妙之门
  什么是觉或意识？

  实在感或可靠性的由来
  官觉、感觉总是可靠的吗？

  正觉与错觉、所与与呈现
意念、习惯、常识
  意念、意象、所与
  外物的区分和外物的“同一性”
  抽象、记忆、穿越、一与多
  知识与常识、习惯
  草绿色的“黄大衣”的启示
世界、图景、符号
  常识与相信
  什么是理解？

  物、人、事、世界、历史
  日常所说的“认识总是亲认”？

  认识的体验性与差异性
  超越认识的主观性
  超越知识的感性之途
  知识的图案之“茧”
  知识图案可靠性的来源
  既“通”且“真”的知识图案
  外物、世界与知识图案总在互动中
  知识图谱的指南价值
本然的世界与现实
  无观的世界与个体
  三个世界与认识的对象与内容
  自然律与科学
  抽象、普遍、知识：一与多
  抽象的用处
语言与世界3
  “3”存在于哪里？

  什么是符号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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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语言诞生于命名之中
  字的蕴藏与说的重要
  字作为“样型”、符号
  字的官觉呈现、token与帅e
  字“身”的历史一文化“附魂”
  指义与表现
  字的形、音、义的分裂
  符号世界与生活情感
  认识作为符号行为
  所与、意念、语言的三角关系
  意象或符号：意念的载体
  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
逻辑、时空、人
  逻辑的流水线
  “思议三原则”
  逻辑原则与思议秩序
  时空这个巨大的框架
  “东西”、性质、事实
  时间与存在
  时空与事实
  归纳与演绎
  分析、推理与量化
  哲学、玄学与科学
  技术、量化、比拟
  事实、真理、秩序、意愿
  缤纷多样的世界不可能归纳为一个始源或原理
  逻辑与人的自由
  世界、知识、学术、社会
参考文献
附录一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最新修订)
  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
附录二
  吴其溶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中心的考察
  吴其溶的科学散文艺术
  权一利逻辑对学术逻辑僭越的当下症候——也谈“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问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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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说明意念，我们还需提及另一概念意象。
意念与意象均与“意”有关，但一个重在“念”，一个重在“象”，显而易见，相对而言，有“象”
的自然更为具体，更靠近外物或世界本身，有“念”的更靠近抽象、更接近头脑。
前者，即“意象”，也就是金岳霖所说的意念的“所指”，对于更具体的东西，我们往往以“指”示
之，“指头”或指向外物或世界的部分，或直接触及外物或世界的那一部分。
而“意念”，它在我们的头脑中、心目中，我们虽有成语“推心置腹”“肝胆照人”“掏心窝子”“
剖心而论”等等，但都只是比喻，往往“所谓”只能以言“谓之”，因此“所谓”就是用语言直接陈
述的、说出的。
作了这个初步的分辨以后，我们再来看金岳霖先生的一段论述：“就意念之为意念说，或就所谓说，
意念非象，它是普遍的、抽象的，所以它独立于官觉类。
就意念的所指说，它或者是意象或者是所与，如果是意象它间接地也是所与。
所与是不能独立于官觉类的。
我们仍可以用‘红’为例。
我们所有的‘红’意念是不完全的，没有充分发展的。
如果我们得到相当充实的‘红’意念，我们也知道关于‘红’的许多真的命题。
牛见而发脾气也许是这些真命题之一。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出许多别的命题，例如关于‘红’的光线的波动的速度⋯⋯等等。
但是‘红’之所指就不同了。
我们思想到‘红’，我们不必只思‘红’的所谓，我们也许想到红，我们也许有某红意象。
（我个人想到红，就想到中国人所谓大红或洋人所谓中国红，而在意象中和很厚的绸子成一幅图画）
。
我们思想到红，在思想历程中的不只是红的所谓，而且是红的所指，这后者或者是当时的所与，或者
是经验中的所与，或者是类似所与的意象。
”金岳霖先生说，“意念非象，它是普遍的、抽象的”，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确认的头脑中的东西，但
这个东西即意念总不是随意产生的，它虽独立于某官觉类或某官觉者，但它总得之于意象或者意象之
源的所与，即官觉实际接触而感觉的外物与世界的呈现，而这是极为丰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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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以“立足大众、传播文化、美美与共”为宗旨，旨在面向广大的
大众读者传承和共享优秀文化成果。
丛书是启迪智慧、提升素养、陶冶情操、价值引导的普惠性文化服务项目。
    本套丛书共十二册，分别是《论语》导读、《大学中庸》导读、《易经》入门、《老子》入门、《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选读》、《中国现代诗歌经典选读》、《台港名家名作选读》、《中国女作家
名篇选读》、《中国当代诗歌经典选读》、《古诗观止》、《唐诗选读》、《黄帝内经》述要。
    本书为《知识哲学疏论》，由胡晓松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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