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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
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
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
1983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
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
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
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
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通
史终究朱能问世，毕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事实上，当我们需要查阅较为详细的西方哲学史读物时，还只能利用考普尔斯顿(F.Copleston)等西方
学者撰写的通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的取舍基本上遵循了这个指导思想。
也就是说，20世纪法国哲学家，只要他的哲学思想能归人意识哲学或概念哲学，或者与这两大阵营都
有着密切关系，自然就成了我们写作的主要对象。
毫无疑问，有相当一大批20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享有世界声誉，如布伦什维格、伊波利特、杨凯
莱维奇、阿隆、韦伊、德波夫瓦、科热夫、科伊雷、巴塔耶、华尔、加缪、巴特、克里斯蒂娃、马塞
尔、马里坦、吉尔松、布尔迪厄、莫兰（Edgar Morin）、巴迪乌（Alain Badiou）、马里翁（Jean-Luc
Mar-ion）、南希（Jean—Luc Nancy）、费里（Luc Ferry）等，但出于本书的指导思想和整体框架的考
虑，或者是出于他们的思想与哲学相关性程度的考虑，尤其是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忍痛
割爱，只选取了18位哲学家和思想家。
即使这18位哲学家，我们也只探讨了其大部分甚至部分思想。
这可能有几种情况：我们未能予以讨论的那些思想，或者是我们所讨论的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具体
应用，或者与我们的主题相关性不大，或者在本通史的其他卷中专门有论述。
如萨特、梅洛一庞蒂、阿尔都塞、德里达等有关马克思思想的论述在《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中会有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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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笛卡儿创立我思哲学以来，法国具有漫长的意识哲学传统。
一般而言，意识哲学是探讨有关主体、意义和经验的哲学。
笛卡儿的自我就是一个实体性的精神自我。
在《方法论》中，我思之无可怀疑的真实性使得有可能设想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区分。
在《第一哲学沉思》中，笛卡儿的怀疑方法应用得更加彻底：我越怀疑，就越能明确地断定我思考着
的自我。
笛卡儿从我思中推演出灵魂与肉体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必然区分，并认为灵魂要比肉体更易于认识。
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唯灵论占据着19世纪的法国哲学舞台。
唯灵论是19世纪法国意识哲学的代表。
主要哲学家有德比朗、拉瓦松和拉歇利埃等人。
由于极其重视知觉、意志、情感和直觉等自我具有的实际生活流在经验中的作用，所以，法国唯灵论
的心理学就既不同于英国经验论的心理学，也不同于苏格兰学派的心理学，更不同于德国形而上学对
基础自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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