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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警察哲学并不高深莫测。
它乃是一门扎根于警察实践活动，深受哲学思想影响，专以警察整体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警察现象
的共同本质与普遍规律的学问。
它作为联结哲学为警察学的理性桥梁，既属于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部门应用哲学范畴，也是构成警察科
学体系的基础理论学科，是科学的警察观和警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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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的确，哲学贵高明。
凡事望得远一程，看得深一层，想得透一成，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
行，这既是人类智慧精华之所在，也是哲学之理或哲人之智的表现。
可见，追求智慧应该是人的本性，自然也就是人之所以需要进行哲学思考的真谛。
我们对警察现象进行哲学思考，也就是追求和探索有关警察建设与警务工作基本规律的智慧。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般认为，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教人们善于认识和处
理自己同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一般地说，人们处理自己同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是受一定的世界观的支配
并遵循一定的方法的。
但是，人们在具体的活动中所表现的世界观和所运用的方法，还不是以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出现的。
哲学则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因为如此，哲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
这才是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真正含义。
②哲学是一个有自己特定内容的知识部门，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
运用一定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使这些认识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就形成特定的科学。
哲学同其他具体的科学一起，共同组成人类的知识体系。
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不仅逐渐产生了关于自然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
，而且逐渐产生了关于人自身及其思维的知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分别是这些部门知识的结晶。
哲学则是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综合性的总结和概括，是从这些具体科学知识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知
识。
美国哲学教授罗伯特.所罗门认为，“哲学就是努力思索生命，思索我们已经学到的东西，思索我们在
宇宙中的位置，从字面上讲，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
它追求更广阔的图景，渴望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即那种使得我们理解自己的生命以及周围世界的知识
。
因此，它是对价值重要性的坚持，是对完全陷于生活琐事而仅仅随波逐流的拒斥。
哲学与智慧规定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赋予了我们的生活以意义。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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