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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主要内容包括实践哲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视野、M.海德格尔“存在论”
的实践哲学、H.G.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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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实践哲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视野 第一章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
本涵义 二、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效应 第二章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理论及其复兴 一、什么是实践智
慧 二、实践智慧与智慧、德行、技艺 三、实践智慧的式微与复兴 四、实践智慧与现代哲学 第三章F.
培根的实践哲学：另一种传统 一、F.培根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批判和改造 二、F.培根实践哲学评价 第
四章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及其超越 一、两种传统：道德实践论与技术实践论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的总体性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分野 第五章实践生活世界的认识论意义 一、生活世界：一种
非经典认识论领域 二、生活认识论的基本性质 三、生活认识论的意义 中编M.海德格尔“存在论”的
实践哲学 第六章M.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解读 一、解蔽世界的方式 二、技艺和实践智慧
（明智）的区分 三、M.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第七章“此在”的实践哲学 一
、操劳（巡视）与制作（技艺） 二、操心与实践 三、良知与实践智慧 第八章M.海德格尔对现代人实
践方式的批判 一、数学、科学和技术的本质 二、现代人实践方式的理论根源 第九章四重整体的实践
哲学构想 一、作为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世界 二、诗意的栖居 第十章M.海德格尔实践哲学的贡献和局
限 一、M.海德格尔实践哲学的贡献 二、M.海德格尔实践哲学的局限 下编H.G.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
哲学 第十一章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解释学 一、实践哲学在H.G.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中
的地位 二、H.G.伽达默尔从解释学到实践哲学的发展 第十二章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的内涵 一、H.G.伽
达默尔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界定 二、H.G.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 第十三章解释学的实践哲学
评价 一、在论争中前行 二、H.G.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贡献 三、H.G.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局限 补遗论
杜威“理智”概念的实践性内涵 一、对传统超验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扬弃 二、人的现实性所决定的理
智特征 三、理智与习惯、冲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四、思虑（Deliberation）的实践特质：理智实践走向的
关键 五、实践理智的德性内涵 六、杜威经验基础上的理智的实践性特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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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涵义 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它的历史
可以上溯到西方哲学的开端一古希腊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中，实践概念虽然在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业已存在，但是，亚里士多德才是西方实践
哲学的真正创始人。
这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实践”只是一个没有从日常生活提升出来的常识性概念，尚没有进入
西方思想的反思领域，换言之，前亚里士多德时代是一个有实践而没有关于实践思想的时代。
正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概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理论，从而，使之
成为一个哲学范畴。
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哲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哲学史
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不同方
面的阐释和发展；另外，在现实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也以观念的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
实践方式。
所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于理解西方的实践哲学的根本内涵及其现实中的实践方式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近30年来国内实践问题的讨论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和建构马克思
主义实践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曾把人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
称之为实践，从而实践就成为人类各种行为、活动的总称。
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他认为一切事物、一切活动都是由“质料因”、“形式因”、“动
力因”、“目的因”四个原因构成的，而这“四因”归根到底又可以归结为“质料”和“形式”两方
面，其中“形式因”包含了“动力因”和“目的因”。
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从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它构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等级体系，其中高一级的事物就是低一级事物的形式、低一级事物就是
高一级事物的质料，高一级事物作为形式同时就作为低一级事物的目的因和动力因引导或推动低一级
事物向自身发展。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万物追求的最终动力和最终目的，在这个阶梯的顶端存在着一种不含有任何质
料的“纯形式”，他称之为至善的“神”或“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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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属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系列，由丁立群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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