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存在者与本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存在者与本质>>

13位ISBN编号：9787100092074

10位ISBN编号：7100092078

出版时间：2013-4-1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托马斯·阿奎那

译者：段德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存在者与本质>>

内容概要

该著由“引言”与六章正文组成。

“引言”针对西方哲学逻辑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哲学传统，发挥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的思想，强调
区分逻辑学与本体论，强调区分本质概念和存在概念的本体论和实存论性质。

第一章“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提出了从现实存在者出发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路线（与
其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相呼应，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作为在复合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一方面强调物质实体的本质并非如柏拉图主义所言，仅仅
由形式构成，而是由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质料乃物质实体个体化原则
（individuationis principium）。

第三章“本质与属相、种相和种差的关系”针对希腊哲学将属相、种相等逻辑概念理解为本质的逻辑
中心主义路线，强调指出属相和种相并非物质事物的本质本身，它们是由“理智活动”完成的，是作
为“在理智中所具有的存在本身生发出来的偶性”相关于本质的。

第四章“作为在脱离质料的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讨论了区别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如天使等）的
本质不是由质料与形式复合而成的，而是单单由形式构成的。
进一步强调了在受造物中存在与本质相区别的原则。
（这是阿奎那对西方哲学史是一项基本贡献，至现代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作了铺垫。
）
第五章“在不同存在者中所发现的本质”和“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突出强调了上帝的本质
特征在于“单纯性”：A，上帝既没有质料也没有偶性；B，上帝的本质即存在。
由于A，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物质实体；由于B，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精神实体。
并且，既然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其存在都是“由他存在”而非“自己存在”，从而也就通过
对本质学说的讨论深层次地论证了存在即活动或创造活动这一重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公式，而且也为基
督宗教神学的创世学说作了理论铺垫。

该著是阿奎那哲学和神学著作中最具形而上学意蕴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该著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

当今西方出版界有三个较为流行的英文译本：（1）Armand Maurer译本；（2）Joseph Bobik译本；（3
）George G. Leckie译本。

可以说，研究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不研究此书便很难上升到其理论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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