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第七卷>>

13位ISBN编号：9787561716373

10位ISBN编号：7561716370

出版时间：1997-03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冯契

页数：765

字数：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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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续篇，论述了中国近代哲学（1840-1949年）的发展历程。
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继先秦和秦汉至明清之际以后的第三个大圆圈。
全书绪论外，分为四章。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主要围绕着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问
题以及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既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
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发展。
　　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的众多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者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即形成了进化论阶段；后者的被接受标志着中国近代哲
学革命进入了唯物辩证法阶段。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
　　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观的问题。
这个论争到近代，演变成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然后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
从龚自珍，魏源至郑观应等，都沿用“道器”范畴来表达他们的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用进化论来解
释历史的演变；再进一步发展到唯物史观以及一般的辩证发展观。
中国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仍以“心物（知行）”之辩为中心。
魏源提出了有近代气息的知行学说，章太炎和孙中山在这一争论中对知行关系的论述都包含有辩证的
见解。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论争在“心物”之辩上逐渐结合起来，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
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总结。
“名实”之辩演变到近代主要是逻辑学和方法论上的讨论；“天人”之辩在近代主要是讨论人的自由
和理想问题；这两方面的论争，中国近代哲学未能作出系统的总结。
历史留下了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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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
展　二、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第二节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　一、从
道器之辩演变到进化论和唯物史观　二、关于认识论上的“心物（知行）”之辩　三、关于逻辑和方
法论的问题　四　关于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第一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　第一节　龚自珍：“众人
之宰，自名曰我”——近代人文主义的开端　　一、对“衰世”的揭露批判——近代“古今”之争的
开始　　二、“天地，众人自造”——从哲学的高度推崇“自我”　　三、“自尊其心”与历史变易
观　　四、要求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　第二节　魏源：“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　　一、“师夷长
技以制夷”——近代“中西”之争的开始　　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三、“我有乘于物
”和“及之而后知”——在“心物（知行）”之辩上的近代命题　第三节　洪秀全、洪仁玕：神学外
衣下的革命世界观　第四节“中西”论争中的“道器”、“本末”之辩第二章　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
段　第一节　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的提出　　一、为变法维新提供哲学根据　　二、
破“天地”旧说　　三、历史进化论和大同思想　　四、“以智为先”的先验主义和对方法论近代化
的初步探索　第二节　谭嗣同：“冲决网罗”之仁学　　一、破“中外之见”与“冲决网罗”　　二
、唯名论观点和“以太说”　　三、进化论思想和唯意志论倾向　第三节　严复的“天演之学”与经
验论　　一、抓住西学命脉来比较中学和西学　　二、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天演哲学’　　三
、经验论的认识论　　四、重视归纳法的逻辑思想　　五、关于人的自由和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　第
四节　梁启超论“我”之自由与“群”之进化　　一、“新思想界之陈涉”和康、梁关于“自由”的
争论　　二、认识论上的“除心奴”说　　三、以社会心理为实体的历史进化论　　四、“新史学”
研究方法　　五、“新民”说与“道德革命”口号　第五节　章太炎：“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
——社会实践观点的萌芽　　一、从民族主义立场对待“古今中西”之争　　二、包含革命观念的进
化论　　三、强调革命行动的认识学说　　四、重视演绎法的逻辑思想　　五、突出意志作用的伦理
思想　第六节　王国维：哲学学说的“可爱”与“可信”　　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　　二
、实证论与形而上学的矛盾　　三、对传统哲学范畴的分析批判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四、美学上的
境界说　第七节　孙中山的进化理论与知行学说　　一、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二、进化论与
“突驾”说　　三、“知难行易”学说　　四　大同思想与“替众人服务”的人生观第三章　新旧思
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　第一节　五四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　自由争鸣　第二
节　李大钊：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历史辩证法由自发而自觉　　一、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
义　　二、进代论与理性主义　　三、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四、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新社会
理想和革命人生观　　五、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批评实用主义　第三节　陈独秀：由进化论到
唯物史观　　一、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二、进化论与现实主义（经验主义）　　三、向
唯物史观的转变　第四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　　一、“评判的态度”　　二、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和真
理论　　三、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方法论　第五节　梁漱溟的直觉主义　　一、
“东方文化派”的代表　　二、唯意志论和直觉主义　　三、唯心主义的文化观　第六节　科学与玄
学的论战　　一、玄学派的唯意志论　　二、“科学”派的实证论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两派的批
评　第七节　瞿秋白的历史决定论　　一、“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二、“社会的有定论”与“历
史工具”说　　三、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　第八节　鲁迅：战斗的唯物主义在文化战线的胜
利　　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界之战士　　二、从“意力主义”到战斗的唯物主义　　三、对“国
民性”的分析以及对自由人格的描述　　四、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　第一节　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　　一、要求“建
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　　二、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国情　　三、对唯物辩证法的几点发挥　第
二节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　　一、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
’　　二、对当代哲学思潮的分析批判　　三、对唯物辩证法的几点发挥　第三节　熊十力的“新唯
识论”　　一、在玄学立场上会通中西　　二、“万法唯识”，“翕辟成变”　　三、“性修不二”
　第四节　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　　一、自由主义者的文化观　　二、对审美经验的分析　　三
、用表现说解释艺术意境　第五节　金岳霖：“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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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　　一、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和会通　　二、“所与是客观的呈现’　　三、概
念对所与的双重作用　　四、知识经验的必要条件：逻辑与归纳原则　　五、“居式由能，莫不为道
”　第六节　冯友兰的“新理学”　　一、“继往开来”，建立“新统”　　二、“最哲学的形上学
’　　三、人生境界说　第七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一、驳斥新专制主义的“
道统”说　　二、对唯心主义学者的哲学史观的批判　　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开拓性研究　第八节
　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历史观与认识论中的“心物”之辩的总结　　一、对“古今中
西”之争的历史总结　　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观点　　三、关于认识运动秩序的理论　　
四、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五、经过人民民主专政到达大同之路　　六　革命的功利主
义和群众观点小结　一、从中西比较看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规律性　二、哲学革命的最主要成果——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三、对方法论的探索　四、对人的自由问题的探讨　五、缺点和重要理论思维
教训　六、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后记附录　索引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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