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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一种观点来看，“哲学”似乎是很单纯的学问，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系统，涉及的问题似乎也
很抽象；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哲学”又是很综合的学问，或许是最为综合的学问。
因为它不仅是最“超越”的，也是最“经验”的：它有时候“远在天边”，有时候却“深入底层”，
如果舍弃这二者，则又似乎是“近在眼前”。
　　然则，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对象，似乎永“不在眼前”，哲学的研究重点在“过去”和“未
来”，哲学“思前想后”。
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学问。
不是说，哲学就“轻视”“眼前”，而是说，哲学把“眼前”也当作“过去”和“未来”来理解，从
“来龙去脉”中来“把握”“现时”。
哲学力求把握“现实-现象”的“本质”，而这个“本质”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存在”于“时间”中
。
　　“哲学”悟出自身这一特点，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其本身也是“时间”的产物，而在它的源头处
，它是一种“科学”的形态。
在古代希腊，“哲学”与“科学”在学科形态上是不容易分开的；然而，正是在这种纠结在一起的学
科形态中，我们看到“哲学”仍然努力在“保持”其“自身”的特点。
　　如果说，“科学”原初是在“摆脱”“（原始）宗教”影响中发展自己的话，那么，“哲学”就
是在对“宗教”的更进一步的“化解”中发展自己。
“科学”将“宗教”看作在自身之外的对立物，“哲学”则将“宗教”看作一个“被扬弃”了的“对
立物”。
　　“哲学”将“科学”对“宗教”的“否定”态度，推进到“化解”的层面，不仅将“宗教”当作
一种现象来作经验科学的研究——这种经验科学性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且将“宗教”中原本被歪
曲了的、掩盖着的“理路”揭示出来，以哲学自身的“理路”来加以“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了”的，也就是“被征服了”的。
“哲学”力图“看透”“宗教”。
　　“哲学”这种工作，同时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一种“提升”——是对“经验科学”的
“超越”，所以“哲学”具备着一般经验科学所缺少的“超越性”。
　　只是哲学这种“超越性”，又不是宗教性质的“神性”的，而仍然是“人性”的，是“世俗”的
。
“哲学”研究“世俗”中的“神圣性”。
　　所谓“世俗”中的“神圣性”，“人性”中的“神性”，也就是“时间性”、“历史性”，而不
是“超时间”的“永恒性”。
　　如果说，“科学”侧重在“现时”，而“宗教”侧重“过去-未来”皆为“现时”，那么，“哲学
”就将重心颠倒过来，一切“现时”皆为“过去”和“未来”。
　　“科学”侧重在“现时”，淡化了“过去”和“未来”，因此它的侧重点在“空间”，它为“哲
学”开启了“空间”的观念；“宗教”将“过去-未来”观念吸收到“神”的概念中，以此“超越”“
时间”，以“永恒”观“过去-现在-未来”，或以“永恒的现时”来把握“过去-现在-未来”。
“宗教”以“超时间”之观念从反面激发了“哲学”之“时间”观念。
“哲学”“在”“时间”中。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回到了“科学”，但不是回到“现时”，而是“回到”“时间”的“未来”
之“度”。
在“哲学”看来，一切皆为“过去”，故哲学为对“过去”的“思念-回忆-反思-复议”——哲学为追
根寻源的学问。
哲学问“本原-本质”，哲学问事物“本来-原本”是个什么样子。
哲学因其永远面向“未来”而“回顾”“过去”，是为一积极之“怀旧”。
哲学为“未来”而“发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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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既已“吸收”“科学”，当十分重视“空间”，重视“方位”，重视“关系”；“哲学
”以“逻辑”为依托，寻求事物之“必然”“关系”；“哲学”既已迎接了“宗教”之挑战，当又十
分重视“时间”。
哲学不仅重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而且重视“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哲学”因其“现实性”而将“时间”“空间”化，而因其“未来性”而将“空间”“时间”化。
哲学的“空间”，“存放”了“时间”。
哲学之“未来”，并非“幻象”，而是为“空间”“准备（预留）”下了的“时间”，“未来”“自
为”，也“为他”，如不是“为了”“空间”，也就没有“未来”。
哲学理解的“事物”以“时间-空间”而“存在”。
　　“时空”为“事物”“存在”方式。
　　“哲学”既然以“科学”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当遵循“理性”的“规则”，而将一切“非理性
”置于“理性”之光照下来加以“理解-化解”；然而哲学既已接受“宗教”的“挑战”，则将“科学
”的“理性”的意义加以“扩展”，将“理性”的推理的必然性与“理性”本性的“自由”结合起来
：使“自由”有所“规定”，而“必然”则“不受限制”。
　　“哲学”理解的“自由”，是“必然性”的“自由”；“哲学”所理解的“必然”，是“自由性
”的“必然”。
　　就历史源头言，我们或可曰：“必然”来源于“空间”；“自由”来源于“时间”。
于是，“哲学”之任务又在于如何理解“时间”中之“必然”，和“空间”中之“自由”。
　　“哲学”以“自由”“提升-升华”“（一般-经验）科学”的“必然”；以“必然”“遏制”“
宗教”“神”之“自由”——“全知-全能”。
“哲学”以此在理路上“迫使”“科学”“永无止境”，也“迫使”“宗教”“寻求”“神之存在”
的“证明”。
　　于是，我们研究“哲学”与“科学”-“宗教”作为学科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则必要围绕“时
间-空间”-“自由-必然”的“关系”问题，并集中到一点：如何理解“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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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秀山先生积几十年哲学研究之功力，形成此学术研究的成果结晶，可谓呕心沥血。
该书的核心任务是要在哲学视野下，或者说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科学与宗教向哲学提出的问题，
以及哲学分别与宗教、科学的关系的问题。
整个研究以哲学体系中“时间”、“空间”这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展开，由此对关涉哲学、宗教认知的
有限与无限、永恒与流变、存在与自由、绵延与扩展等观念都有独到的解说和寓意深刻的引申，并在
其哲学的视域中触及对神人、善恶、生死、奖惩等宗教问题的诠释。
作者对“时”、“空”之间的意义转换、延伸与突破，对“在”、“思”之间的亲历和体认，“知”
、“信”之间的互动与互促，都有深邃和独到的见解。
全书充满了对哲学、宗教和科学中许多重要概念的创造性运用和建设性解读，推理严谨，环环相扣，
前后呼应，一以贯之，无异于向当今学人奉献的一部精神和智慧的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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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西方哲学源头中之科学与宗教　第一节　混沌学—宇宙学　第二节　“序”的寻求与理性
的觉醒　第三节　“时间”之“序”　第四节　“空间”之“序”　第五节　“自然—因果”之“序
”　第六节　“死”“在”“时”“空”之“序”中的意义　第七节　“时间”与“哲学”视野中之
“灵魂不死”　第八节　“时间—自由”与“哲学”的“逻辑—范畴”　第九节　“无”作为哲学范
畴与“理念”　第十节　“时间”之“有—无”　第十一节　“无”与“时间”—“亲历”　第十二
节　“思”、“诗”、“直觉”与“亲历—历史”　第十三节　“自然”—“目的”—“意义”第二
章　哲学视野中的“自然”　第一节　“自然”作为经验科学对象　第二节　作为本原意义上的“自
然”观念　第三节　抽象“概念”的“自然”与现实“个体”的“自然”　第四节　作为“理念—观
念”的“自然”　第五节　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作为“存在”的“自然”与作为“概念”的“自
然”　第六节　“自然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第三章　哲学视野中的“人”　第一节　“人”“生
”“天地之间”　第二节　“人”“居于”“现象界”　第三节　“人”“在”“家庭—集团—国家
”中　第四节　“概念”化与“自然”、“历史”的“意义”　第五节　“辩证法”与“哲学”中之
“自然—社会”　第六节　“辩证”的“我—你—他”——社会　第七节　回归“时间”，回归“自
由”　第八节　“语言”—“概念”与“信”第四章　“人”作为“自觉”的“（诸）自由者”之间
的关系　第一节　“自由”进入“必然”　第二节　“自由”以“必然”为“工具”——“人”与“
自然”的“关系”　第三节　“自由”以“自由”为“工具”——“诸自由者”之间的关系第五章　
哲学视野中的“宗教—基督教”　第一节　“向外”的路和“向内”的路　第二节　“知识”与“信
仰”　　一　“自由”与“信仰”　　二　“信—仰”“什么”　　三　“盟约”——“信者—自由
者”的关系　　四　“信”——“言”之“证”　　五　“本体论—存在论证明”之“辩证”视角　
　六　“内证”与“实践—经验”　　七　“大证”与“小证”　　八　“思”与“思”的“印证”
——“异”之“同”，“同”之“异”　　九　“大历史”与“小历史”——“进入”“历史之证”
第六章　信仰与道德　第一节　“信仰”与“道德”“评判”　第二节　“道德”之“信”：“道德
—德性”之“因果”——“自由—创造”之“内容”　第三节　道德—时间—未来　第四节　“哲学
”—“道德学”—“神学”　第五节　“宗教”的“归一”与“哲学”的“开放”　第六节　“哲学
”“化解”“宗教”　第七节　“自由”的“存在”与“存在”的“自由”——“消解”的“结构”
与“结构”的“消解”　第八节　“哲学知识”与“理智直观”第七章　所谓“末日审判”——“人
”之“命运”及“神”—“人”之“判决权—审判权”　第一节　“生—死”—“存—亡”　第二节
　“死”的“意义”　第三节　“哲学”—“科学”与“原罪”　第四节　争夺“时间”之“战”　
第五节　“立法权”、“判断权—审判权”、“执行权”之争　第六节　“时间”的“三权合一”　
第七节　“神”的“最后审判”—“末日审判”　第八节　“末日”—“到时”与“历史”之“审判
”　第九节　“人生”—“赎罪”　第十节　“人质”与“他者”第八章　哲学视野下人类“救赎—
解放”之路　第一节　“科学”作为“救赎—解放”的道路　第二节　“道德—德性”与人类之“救
赎”　第三节　人类“救赎”与哲学“存在论”后　记　这个课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

章节摘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国家”——传统的“国家机器”是“矛盾”“不可协调”的
产物，此时的“国家机器”当然也要“协调”各种“人”的关系；但是主要并非为了“协调”，而是
为了“统治”，将“自由者”“转化”成“必然”的“环节”，置于一个大“机器”的“控制”之下
，使之“各就各位”，“尽责”而不越“位”是这部机器“运行”的“最佳状态”。
　　于是，社会的“位”就如经验科学的“概念”具有同样的作用，“社会”也是一门“经验科学”
的“对象”，新康德主义、狄尔泰和胡塞尔的“人文科学”也就“转化”成“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把自己的“对象”设定为一个“必然性”的“因果”过程，
纳入“逻辑推理”的“范式”，以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如“自然科学”揭示“自然
”变化的“客观规律”；只是可能在内容方面，更加“复杂”而已。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社会”作为科学对象，比“自然”似乎具有更多的“偶然”性，对于这种“
偶然”“事件”的“预测一把握”似乎比起“气象预报”来，更具有“或然性”，其“准确性”，更
多依赖“判断者”的综合经验水平。
　　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要对“防止灾变”作出贡献，而“防止灾变”之“策”，
也依靠“决策－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判断者（们）”的“综合水平”。
　　“社会”的“统治者”，“社会”的“权力”，乃是“最高”的“科学家”，这是福柯以来法国
“后现代”诸公的观念，“知识”即“力量（权力）”（培根）颠倒过来，“权力”即“知识”，“
知识”为“权力”的一种表现，盖因“经验知识”“需要－倚靠”“判断者”。
“判断者”为“判决者”。
事物－事件的“性质”是“有权者”“定”的。
“是－非”、“善－恶”、“忠－奸”的“判定”皆要一个“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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