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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自识”与“反思”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问题，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重要
的区别之一。
遵循海德格尔“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的指导思想，作者在阐述西方哲学大师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不
同看法时，侧重展示了其研究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结论，使读者能体验到大师们种种特立独行的
思维方式，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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