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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我们的国家将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民主、自由的空间也将进一步扩大。
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在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
新的时代召唤着新的哲学。
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界的许多学者一直都在为寻找一条新的哲学道路而辛勤耕耘。
张世英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一系列新见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引人注目的。
从他的哲学思想中，我们似乎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闻到了新时代的气息。
　　张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
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精深研究，早在20世纪的60-80年代，就已经为国内外的专业人士所公认，也为广大
研读黑格尔著作的青年学子所熟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各项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
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以及研究思路方面的更新。
在这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研究成果的不断呈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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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八章，除了“绪论”简略地叙述张先生“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学术生涯与思想历程和“
余论”概括地说明张先生进行科学研究在方法上的若干特点和新哲学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之外，
很自然地分成两大部分，即上篇和下篇，各有四章：上篇是围绕着张先生所提出的新哲学观而进行阐
述的；下篇是论述张先生关于中西哲学、文化之发展及其比较研究；本书正文之后的学术访谈录，是
张先生对黑格尔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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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哲学观的核心范畴：新的　　“万有相通”－“万物一体”　　张先生所说的“万物
一体”（“万有相通”）是他结合中西哲学　　史，以丰富的史实为依据，在精辟地分析了人生的两
种“在世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概念。
要理解他的新哲学观，不妨从人生的两种“在世结构”说起。
　　一、人生的两种“在世结构"　　张先生认为，在中西哲学史上，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
即对人生“在世结构”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种：　　一种是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
在的关系之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客体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以
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西方哲学把这种关系叫做“主客关系”，又叫“主客二分”，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就是“主体一客体
”。
　　另一种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血肉相连的关系，认为没有世界万物，就没有人；反之，没有人
，世界万物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与世界万物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叫做“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就是“人一世界”。
　　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即人生活在世界万物中与之相处的关系和方式，也可称为人生在世的“结
构”。
前一种在世结构，西方哲学史上已经有了现成的称呼，就叫“主客关系”，或“主客二分”。
而后一种在世结构，没有现成的称呼，或者说，没有统一的称呼。
西方现当代的一些哲学家，有的把它叫做“自我－世界”结构（如美国的梯利希），有的叫做“此在
一世界”（如德国的海德格尔）。
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就是指“人”。
张先生认为，这些用语比较晦涩难懂，不够通俗。
于是，他就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已有术语，把这种关系叫做“万物一体”或“万有相通”、“天人
合一”。
当然，张先生用它们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时，已经对之作了现代的诠释，并不是原来的意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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