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7255

10位ISBN编号：7300127258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李河 编

页数：338

字数：312000

译者：安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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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

前言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是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他于1833年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彼布里希城，1852年进入海德堡大学，次年转人柏林大学，1864年
在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67年应聘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
1882年，他继洛采以后，接任柏林大学黑格尔教席，并且在此位置上一直工作到1911年去世为止。
狄尔泰的一生工作目标是将康德的主要处理人类知性认知的“纯粹理性批判”扩展为处理人类体验的
全部领域的“历史理性批判”，将知识论的主体由单纯的人类知性扩展为人类知性、感情和意志的系
统整体。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依据各种规律去说明自然，精神科学的核心任务则是由前述整体出发
去理解社会-历史世界。
研究该整体的具体学科就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这个整体的理解对象就是人类和人
类生活。
为了建立和论证这一哲学纲领，他深入研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思想史以及诸多精神科学门类，写
下了大量著作。
其德文《全集》现已出至26卷。
这些著作有的直接处理上述纲领本身，有的间接涉及该纲领，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学术意义。
例如，他的《青年黑格尔》为国际黑格尔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他关于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的诸多评论深刻影响了西方20世纪的文学和美学理论。
他对于施莱尔马赫以及解释学史的研究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施莱尔马赫的兴趣，甚至复活了一门几乎了
无生气的古老学科。
特别是，他对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研究和论述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和利科等，
并且通过他们使解释学问题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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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1911）是狄尔泰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解释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
献之一。
在此，伙尔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区分开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考察了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史上建构
精神科学系统的努力。
在此基础上，他深入探讨了知性认知在精神科学中的运用问题、精神科学的普遍有效性问题、精神科
学中的历史学与诸系统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同时，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特别是作为社会-历史理解之对象的"生活的客观物"概念，作为精神
世界之创造者的"生产关联体"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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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 狄尔泰 (Dilthey.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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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就是思想之所以能够影响一切生活态度的原因。
虽然这种影响一再受到来自生动的感情和亲切的直观的抵抗，但是它最终会取得胜利。
因为它起自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即在感官知觉、欲望和情感的时断时续的变化中找到某种稳定物，
并且据此为人们提供一种恒定的、统一的生活方向。
这种工作完成于科学思想的所有形式中。
归根结底，哲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集合、概括、证明等活动完成对于生活的科学反思。
因此，思想在与生活的联系中获得了一种明确的功能。
生活在其平静的流淌中，持续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实在。
它的许多残留物就储存在我们的自我那渺小的岸沿。
同样的过程也使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情感和欲念生活中享受各种价值——感官的、宗教的和艺术的生活
价值。
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关系中，产生出设定目的这一过程。
各种目的系统形成了，它们渗透进整个社会，包裹和制约着它的每一个成员——律法、条令和宗教训
诫等都是一些制约着个体的强制性力量。
思想的工作就是要体认意识之中的那些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从呈现在清晰的意识之中的那些
特殊、偶然和给定的事实出发，走向包含于它们之中的必然、普遍的关联体。
思想只能强化我们的认识生活实在的能量。
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使它注定要触及被体验物和被给定物。
哲学只是一种从事认识的最高努力：它是对于各种意识形式的意识，是一种有关一切知识的知识。
归根结底，它要将各种形式和规则对于思想的限制方式，将那种把思想和给定物联系一道的内在必然
性，当做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哲学自我反思的最后和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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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狄尔泰是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他一生致力于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扩展为“历史理性批判”，将对于知识主体的研究从知性扩
展到知性、感情和意志的整本。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任务是依据各种规律去说明自然，精神科学的，任务则是借助上述整体去理解人
类和人类生活。
关于该整体的学科就是“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该学科的理解对象就是认识者自身、他人和社会-
历史世界。
他关于历史意识和历史理解的理论直接引发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工作，并且通过他们使理解
和解释问题成了当代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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