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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这些
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
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哲学
”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
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
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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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的西方文明，经过急风暴雨般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
不仅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百年锐于千古”，而且各种各样新思潮层出不穷，涌动不息，
交织成一道既宏伟壮观，又错综复杂的景观。
    狄尔泰是一位关心现实、关心实践领域的哲学家，他摈弃了那种要么拒绝天启，要么进入柏拉图理
念王国的非此即彼的传统程式。
同时，他更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而决不盲从的哲学家，他既坚持哲学传统，又不墨守成规，既试图进
行思想方法论的改革，又不追逐时髦。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狄尔泰的思想，集中地讨论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和他所作的认识论和方法
论的变革，以及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大陆哲学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和
意义，分析了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力求更好地梳理和把握近现代哲学发展的脉络，增加我们对
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

作者简介

谢地坤，1956年12月生，江苏南京人。
1978至1982年在南京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工作。
1984－1985年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资助，在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
1988年至1991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哲学所所长助理。
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所副所长；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哲学所学位委
员会委员，主席；哲学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会成员。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翻译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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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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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描述心理学的必要性　  3.描述和分析心理学　  4.比较心理学　三、精神科学的“二级理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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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思维　  1.分析的逻辑　  2.生命的困惑第五章 狄尔泰与现代西方哲学　一、狄尔泰与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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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哲学　三、巴塞尔和基尔时期　四、雷斯劳时期　五、柏林——精神科学的讲坛　狄尔泰活动与
著作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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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精神科学的缘起在19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仅需要解答新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
一切与人相关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自身学科的理论、方法论和学科地位的问题。
许多研究者在考察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时候，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人文科学和社
会科学本身，感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理论精确性和实际效用方面有许多地方亟待改进。
他们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系统、那样可靠，换言之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成为“科学”？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它们究竟有什么意
义？
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狄尔泰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开始自己的哲学事业的时候，也就是在布雷斯劳时期，已经试图把研究人的问题的不同学科集中
起来，并使之与自然科学加以比较和区分，建立一门崭新的精神科学。
他论证了这门科学的理论、方法、对象、目标等问题，并想在此基础上构造这门科学的结构和体系。
按照他自己原来的设想，他打算建立的这个体系应当仿照康德的批判哲学，拟称为“历史理性的批判
”。
他的好友约克伯爵（Graf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也是一个喜欢哲学、善于思考的人，与他保持通
信二十年之久，常常与他争辩哲学和其他文化问题，对他帮助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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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狄尔泰的兴趣，最初开始于1986年我所参加的王玖兴先生主持的《理性的毁灭》一书的翻译工作
，当时我翻译的有关“生命哲学”的一章有不少内容是论述狄尔泰思想的。
1991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后，我就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哲学界对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
典哲学的认识相当早，在“文革”前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改革开发以后，这项研究得到了继续的深
化和提高。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了当代外国哲学的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就德国哲学而言，近代哲学是如何过渡到现代哲学的，我们在这方面缺乏探讨和研究。
因此，我在这时很自然地想到这个时代的大哲学家狄尔泰，试图通过研究狄尔泰，理清和理顺德国近
现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1994年，我在德国艾伯特（Firedrich Ebert-Stiftung）基金会的资助下去德国作学术访问时，在当时正在
慕尼黑大学留学的陈钢林博士和李理女士的帮助下，收集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是时断时续，直到2000年4月才完成。
我在当月就把书稿交给一家出版社，并在这年的10月收到书稿的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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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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