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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一般-分支学科

.世湎干希腊文Philos0Phia,“爱智慧”的意 
照尊是因汉语中，哲”字含有聪明的意 

r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冋;是理论化、系统化的 

鰭謬鬻鬻嚳巒 

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黑页）它同具体科学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作为 

H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 

用于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阶级性： 

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其基本冋题是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冋 

践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它萌芽 

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先 

后出现过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原始唯心主义，中世 

史宗教神学唯心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 

耨正的唯心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几种主要的哲学形态.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和 

旁动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

的0 c姆口分機目录
环境科学j

世界观又称“宇宙观”.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 

根本看法.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阶级性.各 

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搆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般说来，唯 

物主义利辩证法反映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世 

界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映了反动阶级和落 

后势力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宇留观即“世界观”.

本体论哲学中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部 

分，这一词最早为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紐（Rud。1. 
（taGoclenius, 1547—1628）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 

队并将其解驿为形而上学的同一语。徳国哲学家 

£利斯提安,沃尔弗（Christian Wolff, 1679 
：7：乎首次把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 

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部分.在资产 
整鬻发展过程中'有些学者把本体论和认 

区学变成了对立，滋长出各种怀疑论 

有Ri2%黑思主义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 

嘻將瑟試搬界是可以被 

唠标澀的護體却繚 

;鹽'内容问题,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器 

*后蠶蠶察案靠蠶齧 

忑驚襦黑聚义认为认超神 

照自澀豐旣対观唯心主义认为 

陽體黑黑盤黑靠 

N立.前者熾吃拿［证法和形而上学的 

感性到理性、駕黨既知到知、由浅入深、由 

认蝴发展，把它:成欝曾发展过程;后者否认 

验认识的真理氤豊普普2、消极的反映.在检 

物主义血冷小巴?标准问题上，唯心主义和旧唯 
都没有正确地解决（见“真理标鼠和嚣

哲 学

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观点和辩证法引入认识 

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强调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 

客观的相互作用,彻底贯彻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 

辩证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认识论•详 

见“马克思主义认沢论”「能动的反映论”•

可知论主张世界可以认识的哲学学说.唯物 

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主张可知论,但他 

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黒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 

认1R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旧唯物主义者 

不值得认识依陵于实践，不懂得辩证法，把对世界 

的认识看作是简单、被动的模写।辩证唯物主义把 

实践观点和辩证法引入认识检，从而科学地说明 

了世界的可知性.既然人们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 

过程,并使之为人的目的服务,就证明人能够正确 

地认沢自然过程.在实践毫地上，人对世界的认沢 

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无限深 

化过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火能力 

处有限的，但在人类世代的无限延续系列中,在实 

践基砒上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一切尚未被 

认识的东西终究会被认识的.

不可知论 英文a4no«Uci«m的意译.认为世界 

的本质不可能认识的哲学学说.读诃最中由英国 

持胃黎在1869年提出.这种思想在古代就巳产 

生,在近代欧洲的代表人物是休漠和康■.前者断 

言在人的感觉之外客观世界是否存在.这是无法 

知道的，后者承认在人的感覚之外存在一个“自在 

之物”，但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其现象而不认以其本 

质.这种看法的他设在于把人的感覚看作意沢与 

外界隔绝的屛障.割裂了现徽和本质的联系.对不 

可知论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世界上只存在尚未 

被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事物，在实践发 

展的基础上，畅未被认识的*物总会转化为被认 

识的事物.“自在之物”总会转化为■■为我之物二

先收论唯心主义的认胴论.同唯物主义的反 

决论相对立.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于感覚、经 

验的，是先天就有的、人脑里固有的.在中国哲学 

史上，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主子认为有 

“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虚而知”的“良知”.在 

外国哲学史上.柏拉图认为人的知眼是不朽的灵 

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笛卡尔提出••天*观念”， 

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创立r自卷是“先验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体系.认为一切超出经验范围 

的东西都是先验的.他把时间、空间、因果性、必然 

性等范畴都称为先天的认识形式.用先验论考察 

社会历史，必然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而认定历史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天才”凭自己主 

观意志创造的.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顏倒.参见“康 

德”.

天才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见“先龄 

论二❷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少数 

先知、先覚的“圣人”英雄人物主宰着.否认劳动群 

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天才论. 

但并不否认天才,它承认人的天赋差别，某些人具 

有髙度发展起来的超凡的知识和才能.但这主要 

是事后天实践和学习锻嫁出来的，是在群众的斗 

争中形成的.

方法论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 

方法的哲学学说.黒格尔第一次把哲学方法论和 

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区别开来.方法论与世界 

观相统一.用世界观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就是方法论.一般说来.人们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取决于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有 

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它要求人们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有现地、全面地、历史地观察事 

物,具体地分析具体冋题，根据事物的内在规律及 

其所处的条件制订工作方针和计划，能动地改造 

世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 

人类所从事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实践活动、科学研 

究活动，还有其自身的若干具体月法.亦同样需要 

认真学习和掌握.

社会历史或又称“历史观工人们对社会历史 

的总观点.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務本冋岫是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火的关系冋题.对这个冋题的 

不同冋答.产生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在 

%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 

位,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出现唯物史观这个真 

正科学的历史观.参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 

心主义

督学基本问・又称“哲学的根本冋♦”、“哲学 

的最髙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冋胞.包括两 

个方面.思维和存在尋个是第一性,專个是第二 

性.哲学家依照他们对这个冋•的不同回答而分 

成r两个事本的哲学派别.凡认为存在是第一性、 

思维是第二性的.蛆成唯物主义懒别।反之，则飯 

成噫心主义派别.2.思维能否正事地认根存在，亦 

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冋JB.对这个冋题的不同 

回答，分为可知讹和不可知婚（见•可知论不可 

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地解决r哲 

学墓本冋题,既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精 

神,又肯定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把实践观点 

和辩证法引入认阳论,既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和底驳斥了不可知讹.

哲学的党性•指哲学的党派性.以如何回答 

世界的本原问题,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 

基本派别.❷指哲学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各 

种哲学学说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反映一定阶级 

的利核和要求.一般说来，唯物主义是进步阶锻利 

益的反映，唯心主义是保守、及常阶级利核的反 

映.但不能绝対化.有些唯彷主义哲学因其局限性 

而为保守阶级馭务,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因其合理 

因素而为进步阶级服务.坚持哲学的竟性原则.就 

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 

唯心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反对资产阶 

级的立场.

唯物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之一.同唯心 

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 

二性•物质决定精神,世界统一于物质，精神是髙 

度发展的特殊物质 人脑的产物.是对客观存 

在的反映.一般说来,它反映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力 

量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唯 

物主义经历了 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其中主要是经 

历过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阶段.

朴素囈物主义又称“自发的唯物主义”.唯物 

主义的最初形态.把某种或几种具体的■•原初”物 

质作为世界的本原，以此说明世界无限多样性的 

统一的学说.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在西方，古 

希腊泰勒斯把水、阿那克西曼德把气、格拉克利特 

把火、徳谟克利特把原子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 

“原子论”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髙形式.它包含有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具有直观性,缺乏科学性.

彩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观点说明客观 

世界和人的认识门电的唯物主义学说.17—18世 

纪欧洲机械唯物主义为其典鞭的形式.它肯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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