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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思辨哲学新探》不拘泥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一般评述，而是根据作者
的眼光，就其具有合理意义的一些方面加以剖析。
首先，作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受到启发，进而把这种启发叙述出来，以求与读者共享。
在这些叙述中，不仅包含了作者受到启发的合理思想，而且尽可能地按照这些合理思想的发展趋势加
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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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人，别号老树，祖籍山东莒县，1935年出生在吉林省东丰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80年代曾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
原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
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代表作有《思辨哲学新探——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
《历史的哲学反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究》、《传统智慧再发现》（上、下）、《西方哲学史》
（学术版，八卷本；与叶秀山合作第一卷）、《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感
悟庄子——象思维视野下的庄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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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绪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意义 一、黑格尔哲学与理论思维 二、黑格尔哲学与历史研究 三
、黑格尔哲学与具体科学 四、黑格尔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 第一章关于逻辑学的研究 引言 第一节“存
在论”的“有”与“无”  一、从有与无看逻辑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二、从有与无看概念的具体性规定 
三、黑格尔在有与无的论述中对康德、耶柯比等人批判的意义 结束语 第二节“本质论”的“本质性
或反思规定”  一、“反思”（Reflexion）概念 二、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 三、克罗齐对于黑
格尔的歪曲 第三节“概念论”的概念的辩证观 一、关于概念的发生史 二、关于概念的普遍性 三、关
于概念的特殊性 四、对于只从外在观点考察概念的批评 五、关于概念的个别或个体性 第四节综评“
概念论” 一、黑格尔逻辑与传统逻辑 二、“逻辑在先”思想的二重含义 三、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斯宾
诺莎的实体、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四、关于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五、黑格尔的主体与
实践 六、关于“生命”和灵魂的形而上学问题 七、关于分析与综合 八、关于绝对理念一章的主要问
题 第二章关于美学的研究 引言 第一节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发端——《精神现象学》中的美学思想 一、
关于最初的艺术家 二、关于艺术发展的最初阶段 三、关于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 四、关于艺术发展的
高级阶段 第二节关于古希腊艺术的历史分析——《历史哲学》中的美学思想 一、古希腊艺术产生的
历史条件 二、关于古希腊艺术与生产实践、宗教的关系 第三节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
格尔《美学》研究之一 一、理念的内在含义 二、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 三、辩证法的合理内容 第四节
关于实践与艺术美的创造——黑格尔《美学》研究之二 一、黑格尔实践观的合理内容 二、艺术美创
造的实践性 三、几个简短的结论 第五节关于黑格尔对“一些流行艺术观念”的批判——黑格尔《美
学》研究之三 一、如何理解“艺术品作为人的活动的产品”？
  二、如何理解“艺术作品作为诉之于人的感官的，从感性世界吸取源泉的”？
 三、如何理解“艺术的目的”？
 第三章关于实践、自由、哲学史等专题研究 引言 第一节黑格尔的实践观 一、目的性是人类实践的特
性 二、中介活动是人类实践的另一特征 三、实践包括理论而又高于理论 第二节黑格尔的自由观 一、
关于近代西方哲学对自由观的探索 二、自由作为人的本质 三、自由作为人类历史的原则和目的 第三
节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一、对以往哲学史观的批判 二、头脚倒置的发展观 三、唯心辩证的方法论 四、
哲学与时代 五、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 第四节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一、这种
批判的二重哲学意义 二、这种批判的二重政治意义 三、这种批判的二重方法论意义 附录一近代西方
哲学对人的评价问题 附录二关于知性的若干探讨 附录三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 后记 新版
附录一作者小传 新版附录二从黑格尔哲学到现代外国哲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辨哲学新探>>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当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时，是否最初就能把握住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呢？
或者说，是否一下子就能取得具体概念呢？
黑格尔的论述表明，取得具体概念的理性认识仍然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可见，并非任何理性认识都能把握住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全体。
黑格尔所指出的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就是对于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和逻辑过程的描述
。
黑格尔所谓的在有和本质阶段概念尚处在实体状态而未上升为主体，其实质不过是说，在有和本质阶
段，概念还不是真正的具体概念，还不能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全体。
所以，还必须使概念从本质阶段进展到概念阶段，成为真正的具体概念。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正是黑格尔，在明确认识目的即深化理性认识这个根本方面，或者
说在把理性认识看作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但是，需要注意，不能把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混为一谈。
感性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不能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全体。
理性具体，即以概念思维为特征的理性具体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能够把握（并且随着人类实
践的发展能够越来越深刻地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全体。
因此，感性具体对于理性具体来说就是抽象的。
抛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歪曲，他在这方面把感性的东西称作抽象的东西并非是不合理的。
至于在理性认识过程中，以及在与理性认识相应的概念发展的逻辑过程中，黑格尔所谈的抽象概念则
是相对于比它更具体的概念而言的。
显然，不能把这里所说的概念的抽象与前面所说的感性东西的那种抽象混淆起来。
在50年代，我国有的学者曾把抽象概念阶段归结为“感性认识阶段”或“生动的直观”。
我认为，这一点，至少是不适合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论的抽象概念的。
因为，感性认识是不能产生概念的，换句话说，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是理性认识的产物。
例如，黑格尔《逻辑学》的有论中的有与无这样的概念，尽管极其抽象，其规定性最为贫乏，但在人
类理性认识发展的开端上，仍然是一种了不起的产物，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有什么，什么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至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有与无这两个概念，相反却只能由思维
理性来把握。
所以，不应该把抽象概念归于感性认识阶段。
当然，即使是感性认识，也要使用概念对对象加以规定。
但是，这些表明事物简单规定的抽象概念之被使用是一回事，它们的产生则是另一回事。
就是说，抽象概念可以在感性认识阶段被使用，却不是感性认识所产生的。
相反，最抽象的概念也只能是理性认识的产物，更确切地说，乃是作为理性发端的知性认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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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树人同志的研究采取了新的角度。
例如，他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广阔背景上，注意到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反思的普遍意义，强调哲学与
具体科学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十分令人醒目的是，本书多次论及黑格尔哲学中的人本主义。
这对经常与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绝对理念打交道的人们来说，真是吹来了一阵清风。
⋯⋯这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突破。
——宋祖良，《中国社会科学》，1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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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辩哲学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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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树人同志的研究采取了新的角度。
例如，他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广阔背景上，注意到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反思的普遍意义，强调哲学与
具体科学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十分令人醒目的是，本书多次论及黑格尔哲学中的人本主义。
这对经常与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绝对理念打交道的人们来说，真是吹来了一阵清风。
⋯⋯这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突破。
    ——宋祖良，《中国社会科学》，1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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