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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
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
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
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
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
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
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
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
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
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
的智慧和思想。
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
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的共同问题。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
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
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
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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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念论之后》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实用主义的早期意义理论、现象学、形而上学、皮尔士思想的当
代性。
从某种意义而言，皮尔士实用主义意义理论是一种有关本质的批判理论，而不是一种有关本质的知识
理论。
一个对象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确定认识过程所赋予的知识形式，而是该对象在它所处的生存环境
中，其他对象对它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它能对其他对象产生的影响。
意义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存实践。
考察意义并不能基于一个知识的世界和认识的世界，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意志创造。
皮尔士实用主义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信念”以及有关意义的创造性生成。
皮尔士从建立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到确立现象学，其中的基本观念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对意义的分析以及对词的分析所依据的“新范畴表”，必然也是对意识现象进行分析的第一、第二和
第三性范畴。
对现象学的研究必然引申出对人类观念活动的描述，这就是从现象学研究到形而上学研究的必然发展
。
皮尔士晚期的形而上学研究真正贯彻了其意义分析和现象学分析所具有的“实用化主义”精神。
他晚年驳斥有些人盗用实用主义观念，歪曲实用主义理论，以至于重新确定实用化主义概念，彻底树
立批判常识主义理论。
由“偶成论”、“连续论”、“神爱论”三部分所构成的形而上学理论与“新范畴表”以及现象学三
大范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皮尔士已经描述出了人类思想观念中最深层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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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导论 皮尔士生平及其实用主义观念　第一节 皮尔士的学术生涯　第二节 皮尔士实用主义思
想的特征第一章 从知识的确定性到行动的现实性　第一节 皮尔士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　第二节 实在
：一种具体现实的“常识　第三节 新范畴表：从“是”的存在到“如何”去实现存在第二章 从作为
存在论的逻辑学到作为美学、诗学的逻辑学　第一节 逻辑作为一种推理艺术　第二节 信念、清晰性
和诗意化第三章 皮尔士的现象学　第一节 从知识对象到“生活形态”：现象学端倪　第二节 皮尔士
的现象概念　第三节 第一性范畴　第四节 第二性范畴　第五节 第三性范畴第四章 对“存在”问题的
挽救　第一节 存在的遗忘　第二节 存在的家园：走向形而上学之路第五章 偶成论、连续论、神爱论
：皮尔士的形而上学观念　第一节 绝对机会的偶成方式　第二节 连续扩散和感情特质：快乐主义形
式　第三节 作为“求真意志”的“神爱论第六章 生命、艺术、智慧和爱：回归哲学本源　第一节 艺
术化的实践智慧　第二节 自由、进化和爱第七章 当代语境中的皮尔士哲学　第一节 反思和超越　第
二节 皮尔士哲学的当代性　第三节 皮尔士主义与尼采主义：高贵性而非神性，创造性而非先验性结
论：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体验世界的本质和意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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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知识的确定性到行动的现实性第一节 皮尔士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二、思想的现实建构性。
而不是先验的确定性皮尔士在1868年写了三篇著名的文章：《有关人被称为具有确定能力的问题》、
《四种无能力的后果》和《逻辑规律有效性的基础》。
在这三篇论文中，皮尔士认为，笛卡尔主义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障碍。
反笛卡尔主义就是要重新检讨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使它们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
在《四种无能力的后果》一文中，皮尔士开门见山谈论“笛卡尔主义精神”。
在这里，皮尔士把有关笛卡尔主义在知识性质和哲学方法上的四种错误与所谓经院哲学相比较，作为
理性尚未被正式确定的经院哲学恰恰表明了有关知识及其方法的社会化方式，以此揭示知识及其方法
的现实性方式。
现实性的活动过程才是知识的真正来源，理性不是知识的来源和标准。
（1）它教导哲学必须开始于普遍怀疑，而经院哲学从来没有提及过本质。
（2）它教导确定性的最终检验只能依赖于个体意识，而经院哲学依赖于圣人的证明和《圣经》教会
中上帝的箴言。
（3）中世纪多样性的争论被一种依赖于难以察觉的前提的一股简单推理所取代。
（4）经院哲学有其神秘的信念并且以此进行对创造物的解释活动。
但是，笛卡尔主义有许多因素不仅没有解释，反而给出一些绝对的不可说明的东西，除非说“上帝使
它们如此”，以此作为一种解释。
（5·26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念论之后>>

后记

本书即将出版，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长期研究皮尔士哲学的结果，而且这也是目
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皮尔士思想的专著。
甚至，书中所持有的观点，也就是在理念论崩溃之后的皮尔士的思想特点，即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
义的皮尔士思想，同时又与理念论式微之后的另一位思想大师尼采，进行思想观念的对比，从而烘托
出一种后理念论的思想氛围。
这种研究，据我了解，在目前国际的皮尔士哲学研究中，都是比较少的。
在长期的皮尔士哲学研究中，我深深感到，随着社会职业的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化，当今人们的思维
行为和思维方式也高度分化。
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之间的思想进行对比似乎越来越显示出某种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
某种过度的专业洁癖症完全阻碍和泯灭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之路局限在一个
狭小的空间。
这种研究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某位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可能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显然，针对高度分工和分化的大工业社会，人类的思想境界反而日趋狭隘和退化，这正是皮尔士对十
九世纪末西方工业化时代所奉行的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
科学的专业化分工，如果导致思想领域的老死不相往来，大家分庭抗礼，自立门户，每个人只看护好
自留地，那么，这种“学术研究的农耕方式”必然导致人类生命创造力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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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念论之后: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皮尔士哲学》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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