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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曾在2007年出版的《孙正聿哲学文集》的“后记”中讲了这样两段话：其一，“选择一种职业，
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的生活意义。
科学家为人们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家为人们激发生命的活力，政治家为人们开辟生活的方式，思想
家应当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思想。
真诚的研究，真切的求索，真实的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以‘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
其二，“我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最为看重的有三个东西，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
所谓‘思想’，就是要有独立的创见，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所谓‘逻辑’，就是要
有严谨的论证，这就需要‘在讲理上跟自己过不去’；所谓‘语言’，就是要有优美的表达，这就需
要‘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
写作是艰苦而又快乐的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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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正聿  1946年11月7日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第十、十一
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社会科
学联合会副主席，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
论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已出版《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教养》、
《崇高的位置》、《哲学通论》、《超越意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哲学修养十
五讲》、《思想中的时代》和九卷本《孙正聿哲学文集》等学术专著。
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5年、1998年、2006年先后三次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1年、2005年先后两次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9年获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
教学名师奖，2009年被评选为“吉林骄傲”人物，2010年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正聿讲演录>>

书籍目录

序言学问篇　做学问　哲学与哲学教育　学术批评与学术繁荣　赞美理论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范式转换　对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自觉　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怎样培养博士　思辨与体验　《哲学
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　关于理论及
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人生篇  哲学与人生　生存与生
活　主体与客体　感性与理性　小我与大我　理想与现实　标准与选择　知识&#8226;能力&#8226;人
格　人的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家园讲话篇　站在大学的讲台上　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
展的标准与选择　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　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　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有哲学的哲学
系　新吉大的理想与理想的新吉大　美其道而慎其行附录一  哲思：永无止境附录二  坚守哲学基础理
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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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学问是“做”出来的。
自觉地做学问，我感到有五对范畴值得认真地思考和深切地体会:一是名称与概念，二是观察与理论，
三是苦读与笨想，四是有理与讲理，五是学问与境界。
一 名称与概念黑格尔有句名言: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最无知的。
这是因为，人们用以指称和把握对象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既可能是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也可能
是关于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
名称只是一种熟知，一种常识，概念则是一种真知，一种理论。
熟知不需要专业性的研究，真知则需要专业性的研究。
把熟知的名称升华为真知的概念，就是把非专业的常识上升为专业化的理论。
因此，所谓专业地“做学问”，其实质内容就是把名称变为概念。
比如，非物理学专业的人，也总是使用声、光、电、分子、原子、微观粒子这些名词，‘但这些名词
只是用以指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而不是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
同样，非哲学专业的人，也总是使用存在、物质、规律、真理这些名词，但这些名词同样只是用以指
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而不是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
例如，究竟什么是“存在”?在用以指称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中，“存在”就是“有没有”，“有”就
是存在，“没有”就是不存在。
然而，在用以把握对象的规定性的哲学概念中，“存在”成为全部哲学思想的聚焦点。
从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到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从黑格尔的“纯存在”到马克思的“现实的生
活过程”，“存在”这个名词获得了历史性的和开放性的哲学内涵，从而构成积淀和结晶着全部哲学
史的哲学范畴。
因此，在哲学专业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概念，就必须是以“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
础上的理论思维”去辨析这个概念，深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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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委员的哲学课，被学生们称为吉林大学的一道靓丽景观：艰深
的哲学，在他的讲授下，不仅威为通俗易懂的道理，而且成为亲切的思想交流。
　　——《光明日报》2010年3月5日第3版“听孙正聿教授的课是一种令人难忘的享受！
”听过孙教授哲学课的人大多发出这样的感叹。
孙教授每次走上讲台，只带一支粉笔、一杯茶，都是脱稿讲授，不借助任何材料。
从宏观线条的勾勒，微观细节的阐述，逻辑分析的独白，讲解视角的转换，典型事例的穿插，思想感
情的交流，疑难问题的提示，人格力量的感染，理论境界的升华，直至恰到好处的板书，均成竹在胸
，挥洒自如，水乳交融，把听者带进引人入胜的境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5月1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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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正聿讲演录》：哲学最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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