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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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终究未能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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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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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旨就在自觉地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结合起来考察
。
它作为研究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史专著，对西方各国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阐释不仅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是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相比照来进行的。
它不仅把后者也包括在内，而且把它当做全书的主线，揭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才是由近代哲学到
现代哲学转向的标志性的变更，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
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史是一部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为主导的哲学史。
    本书从历史和理论上论证和揭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
变更，它主要表现为由结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转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转向
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不仅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中最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变更，也是整个哲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变更，这主要是因为它对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现实
生活和实践做出了最为客观和科学的解释，把对物、自然的先在性的肯定与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统一
起来，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统—起来，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统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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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潮    第六章　尼采哲学      第一节　尼采哲学的主题与风格      第二节　虚无主义与“重估一切价
值”        第三节　视角主义、知识与真理      第四节  尼采的道德和政治学说      第五节　权力意志与永
恒轮回      第六节　尼采哲学的地位与影响  　第七章　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思潮  　　第一节　庸俗唯
物主义  　　第二节　海克尔的一元论  　　第三节　赫尔姆霍兹的感官生理　　第四节　奥斯特瓦尔
德的唯能论      第五节　马赫和马赫主义  第三篇　世纪中期至世纪初的英国哲学　第八章  实证主义哲
学思潮的兴起与约翰·密尔在哲学上的变更      第一节  实证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第
二节  密尔其人及其基本思想倾向      第三节　密尔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新论证      第四节　密尔的逻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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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折中主义：从库辛到于浮瓦  　第十三章　实证主义——孔德及其后继者      第一节　孔德的
实证主义      第二节　孔德之后实证主义的发展  　第十四章　新批判主义：雷诺维叶和库尔诺      第一
节　雷诺维叶      第二节　库尔诺  第五篇　世纪中期至世纪初期的美国哲学　第十五章　世纪中期以
前美国哲学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北美殖民潮的兴起与美国哲学的发端      第二节　北美的反殖民主
义运动与启蒙思潮      第三节　美国的先验主义思潮与爱默生的思想活动    第四节　美国早期自然神论
、唯物主义、实在论和进化论思潮　第十六章  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潮      第一节　
美国思辨唯心主义思潮的兴起      第二节　罗伊斯的绝对唯心主义 　　第三节　美国人格主义及其历
史演化  　第十七章  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      第一节　美国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      第二节　皮
尔士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形成     第三节　詹姆士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系统化  代结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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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西方
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
从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个别的因素来说，在西方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有所显示。
在原始宗教和神话中，理性和非理性处于直接同一状态。
荷马史诗既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又进发出超越理性界限的生命的激情。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既展现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辉煌，也初步论述了意志
、欲望、激情等非理性的精神对人的行为的支配。
柏拉图把人的灵魂（精神）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分别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作了较具
体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调了理智必须伴以激情才具有生命力。
如果说他们都是在理性前提下来谈论非理性的话，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中的一些流派、特别是新柏拉
图主义就是把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了。
普罗提诺当做万物本源的“太一”就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意志的存在。
在欧洲中世纪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
信仰不仅是超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信仰主义往往可以掩盖着某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
奥古斯丁就在信仰主义旗号下明确地把非理性的意志当做其他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
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使理性主义正式登上了哲学的王座，以致人们把这一时代称为理性的时
代。
然而，即使在这一时代，仍有不少哲学家探索、肯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
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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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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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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