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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而言，国内外各大学皆开设有“哲学概论”的课程。
不但哲学系本科生需要专业的入门课，其他科系的学生为了认识哲学或培养哲思，也需要修哲学概论
课程。
这可以说是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无可讳言，哲学应该是任何一位大学生都应该认识的学问。
简单说，哲学是百学之源，也是百学之冠。
无论从历史上或从义理上看来，学问的演进都好像是采取了一开一收的伞形发展。
其中，伞形之开，宛如由哲学产生出其他学科，像是物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诗学、修辞学、心理
学等等的历程；伞形之收，则有如各种学问发展愈趋成熟、愈为深入，也会开始追问哲学问题，再向
哲学思索聚拢。
其实，任何一门学问中都含有哲学，指向哲学，也都值得做哲学思索。
人类的智性活动中，少不了哲学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也因此，一个人若没有想过哲学问题，不算做了学问；若没有读过哲学，不算是大学生。
每一位大学生，无论读的是哪一科系，无论是就读大学部或在研究所阶段，都应该接触哲学，修哲学
课或至少阅读哲学书籍。
　　须知，哲学在近几十年来有不少崭新的进展，不但各种哲学思潮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哲学与其他
学科的互动也越来越密切。
除了先前已有的各哲学传统以外，在二十世纪纷纷出现了各种哲学思潮，例如现象学、诠释学、存在
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新儒家、后现代主义等等。
在与其他学科互动方面，哲学理论的影响已然扩散到文学、艺术学、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经
济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宇宙论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而且这些学科内部也都会追问哲学问题，
甚至发表关于哲学方面的见解。
　　当然，哲学不但与学问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与人生的荣枯密不可分。
对此，古代哲人早有体会。
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哲人西塞罗（cicero）便尝说：“哲学！
人生之道师，至善之良友，罪恶之劲敌，假使没有你，人生又值得什么！
”其实，生活的目的究竟为何？
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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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辑，特别考虑到当前哲学的崭新发展。
一方面，有所谓“实践的转向”，当前哲学转向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其中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哲
学可谓实践哲学最重要的三大领域。
也因此，对于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的熟悉，便成为哲学概论的必要内容。
另方面，由于科学发展，进步神速，已然宰制着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
哲学若要在其中继续扮演批判与奠基的角色，无论是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都变得非常重
要，也必须在哲学概论中加以呈现。
    针对第一个趋势，本书在第一章导论之后，优先讨论伦理学，并在第七章处理对经济问题的哲学探
讨，第八章则讨论政治哲学。
后两章也可以视为是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哲学探讨。
针对第二大趋势，本书在第三章讨论了知识论的内容之后，便立刻在第四章中继之以对科学哲学的讨
论，与第五章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
本书不但注意新的趋势，对于哲学本身的基础科目，诸如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三大基础领域，
都有专章讨论。
此外，对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也都有专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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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哲学的重新定位　　第一节 哲学的定义与功能　　无论在中国或西方，哲学都
是具有非常久远传统的学问。
中国传统上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有伟大的哲学家，有光辉的哲学传统，然而哲学并未立为专门的学科
。
哲理是与文学、历史、政治、个人修养等，融而治之。
　　相形之下，西方溯自古希腊开始，哲学的自主发展有其长远的传统。
目前学界所用的“哲学”一词，是从希腊的philosophia一词翻泽过来的，其中philos是“爱”的意思
，sophia则是“智慧”之意，所以“哲学”本来的意思是“爱好智慧”。
也因此，当西方哲学最初由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等人在明末引进中国之时，由傅汛济(F
．Furdato)口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一书，便将philosophia一词译为“爱知之学”，意即爱智之
学也。
①而当时最先也最完整地介绍各种西方学术的《西学凡》一书，也将哲学称为“理科”或“义理之学
”，又音译之，为“斐禄所费亚”。
②爱好智慧，假定了人本身并不拥有智慧，只是在追求智慧，成为智慧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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