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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科学之路》

内容概要

这本论文集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那就是：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书中收录了作者自改革开
放以来关于这一主题而写的相关文章，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哲学的学科建设实际上是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20世纪80年代，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哲学学科建设即已摆到
哲学界的首位，但其中有些观点的流行并不利于新形态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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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21年11月29日生于四川富顺。194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会
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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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篇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的核心1．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42．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83．如何正
确对待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言论／11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的哲学体系1．一门科学的体系的完整严
密的程度是它的发展水平的  标志之一／152．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科学体系，但不够完整，不够严
密／173．怎样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2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1．关于板块结构／262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结构／28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32科学理解实践
唯物主义1．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解／352．马克思与实践唯物主义／373．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
物主义／404．争论的积极意义／47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1．驳以人类认识过程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
／492．驳以实践过程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533．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554．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推翻，只能发展／585．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59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1．科学不可能被根本推翻／612．辩证唯物
主义不可能被根本推翻／633．辩证唯物主义的局限性／674．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个历史
使命／68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1．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观点
／722．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743．哲学的“转型”与哲学的对象／77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
态如何建A／81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1．“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确切含义／832．辩证
法的核心是矛盾还是系统／863．社会实践是辩证法的试金石／90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容和意义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94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分期／97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1004．时代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1065．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的意义／111《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问题1．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旧唯物主义是否有继承关系／115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否包含思维方式从  本体论思维方式向
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变／1173．世界观与历史观是否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119马克思是一个辩证唯物
主义者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道路／1222．马克思是否承认现实世界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客
观实在性／1333．马克思是否承认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1354．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只是方法
，还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137列宁论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1．唯物主义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
是同一个东西／1432．唯物辩证法的内容／1693．辩证法的体系／180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历史命运1．西方理论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挑战／1972．实践、健全常识、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2033．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前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206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意
义1．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一次检验和验证／2152．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
一次发展／2183．邓小平理论对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启示／224下    篇物质统一性与意
识能动性1．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2292．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则／2353．认识的本质是反
映／2384．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435．理论与实际的统一／244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
节1．整体与部分／2472．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2523．相对与绝对／2574．原因与结果／2605．
偶然与必然／2666．形式与内容／2727．现象与本质／2758．可能与现实／280人的活动的主体性1．关
于主体性概念的科学含义／2852．人的三种活动的主体性／2873．客体的主体性与主体的客体性／290
人和自然的关系1．自然界的六个层次／2952．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2983．人类社会与自然
界之间的冲突／300人的发展的规律11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3062．人的实践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
相互作用的规律／3103．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3134．人的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的
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含的规律／3145．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3166．特殊个人
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3197．人的发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
性递增的  规律／322人的发展的整体图景1．人类社会的发展／3262．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3323．作
为类的人的发展／338人类中心主义在不同领域中的是非1．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3442．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世界观是错误的／3453．作为实践论人类中心主义是必须坚持的／3464．
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中具有部分真理／347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1．实践在现
实世界中的地位／3502．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3513．实践唯物主义只能是唯物主义实
践论／3544．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确切的名称／355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
一的最终标准1．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大讨论／3582．实践观点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认识论史上长
期争论不休的  一个重大问题／3633．关于实践标准观点的若干理论问题／373价值标准在实践检验认
识过程中的作用1．标准和价值标准／3842．价值标准在实践检验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387附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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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前景／393钱学森与辩证唯物主义／400再论本体论／408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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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哲学的对象问题在国外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国内近年来争论也多起来。哲学要现代化，这
是无疑的，但如果对象问题都解决不了，现代化从何说起?大家的意见分歧很多，一一字斟句酌，咬文
嚼字，势将陷入问题的海洋，难以抓住关键，而抓不住关键，讨论就难以得到明显的进展。我们认为
关于哲学对象的讨论中的关键问题是：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为什么呢?在西方至少从
休谟以来就有一种极端的观点：本体论是伪科学，人们根本不能谈论任何离开认识的客观世界，哲学
归根到底就是认识论。在我国，这种观点只有极少数拥护者，多数同志是承认本体论的。多数同志也
同意哲学包括认识论，认识论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分歧主要在于：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本体论能否离开认识论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种意见认为哲学是认识论
，但认识论中包含本体论，也可以说，哲学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本体论不能同认识论区别开来
。为什么呢?主要理由有：一、哲学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能
离开这个问题谈论世界的本体，或研究世界及其一般规律。二、哲学不能直接研究客观世界，只能通
过各门科学来认识，它的直接对象不是世界，而是各门科学，它是认识的认识。三、哲学原来包罗万
象，是知识的总和，后来实证科学一个个成为独立科学分化出去了，最后剩下的只是关于思维及其规
律的科学，笼统说，即认识论。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哲学是认识论。另一种意
见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及其一般规律，它首先是本体论，然后才是方法论，本体论是哲学的核
心部分，认识论只是它的一个分支，本体论与认识论可以相对地区别开来。这是传统的观点，我们认
为应该发展而不应该推翻这种观点。下面拟就三个问题申述我们的看法。    1．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
   本体论即世界观，但世界观一词有歧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观首先是关于世界的观点，然后才是观
察世界的观点，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世界观只是观察世界的观点。所以我们宁肯采用本体论一词。本
体论是旧哲学名词，旧本体论在现象背后或现象以外去寻求世界的本体，甚至把某种神秘的东西看成
世界的本体，这都是错误的，但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关于存在的理论(ontology)，泽为存在论亦未尝不
可。用这个词来指关于世界的理论，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比采用世界观一词
可能更少引起歧义。按照这种理论，西方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纯粹哲学，中国的道学、玄学、理
学，都是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本体论。由于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领域，可
以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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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论文集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那就是：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书中收录了作者自改革开
放以来关于这一主题而写的相关文章，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哲学的学科建设实际上是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20世纪80年代，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哲学学科建设即已摆到
哲学界的首位，但其中有些观点的流行并不利于新形态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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