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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的人类史

白　锡　能

　　本文基于人类实践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根本制约性 , 从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思维构架 , 哲

学史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探求 , 哲学史所追求的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内在统一 , 以及这

种理论探求的统一所深刻反映的对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和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历史的把握等四个

层面 , 来说明哲学史与人类史的内在联系 , 力图探明哲学史的真实本质和深刻底蕴。

一、 哲学史的基本内容和思维构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掌握世界和自身的理论思维形式。 与具体科学不同 , 哲

学不是撇开人和人的活动 , 撇开对象与人的关系 , 把研究对象当作自在的存在 , 单纯就对象

本身去说明对象。 反之 , 哲学是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对象、 解释世界的。 对人与

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制约着对世界的解释 ,构成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在哲学史上每一个解释世界的具体模式之中 , 总是蕴涵着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深层结构。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之构成世界观的基本内容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 是由构成

哲学及其历史发展的最切近的基础的人类实践的目的和方式所决定的。 人类实践就其目的来

说 ,是要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本性的真善美统一的世界 ,使人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 ,

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实践的这一目的 ,只有通过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的本质与其存在、 自由与必然等矛盾才能实现。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是解决这一系列

矛盾的客观的物质方式。哲学是为实践服务的 , 这种服务是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揭示和阐明人

与世界的矛盾运动及人类解决这一矛盾的实践活动的本质、 方式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内容来

为实践提供理论根据的。因此 , 受实践的制约 , 哲学总的来说是思维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的。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全部人类史关注的焦点 , 人类实践所引起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发展

构成了人类史的基本内容。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矛盾从而不断

地解决人与自身的矛盾 (人与自己本质的分裂 ) 的历史 , 人类的发展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的

进程中不断实现的。由此所决定 , 哲学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 , 以及从这一认识出发而对

世界所作的把握和解释 , 本质上是对人类史本身的深刻反思。哲学史的内容也就是人类史的

内容 , 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再现了人类史中所发生的人与世界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的本

质内容。

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又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内容。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及其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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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引起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 ,构成了现实世界的基本过程。人

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创造出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 , 另一方面又构成了 “整个现存的

感性世界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 第 77页 )。这表明

了人类史与世界史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到哲学及其历史发展中 , 必然导致解释世界

和改造世界、 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因此 , 真正说来 , 对世界观的研究在另一个方面同时

也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哲学史就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言 , 它所展开的对思维与存在、 人

与世界的矛盾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 , 既是对现实世界的基本过程的探讨 , 也是对人类历

史本身的思考。而且 , 人类哲学研究的实践目的决定了世界观的研究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对人

类史的理论探讨的。

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 , 形成哲学思维的基本坐标。 然而 , 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固定

不变的 , 而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人类实践所引起的人类自身与对象世

界的关系的变化发展 , 必然引起哲学研究视角的变化和解释模式的改变。哲学解释世界的模

式、 原则是受人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所引起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和深化所制约的。 如果我

们深入到哲学史的内在进程 , 我们便可以发现 , 哲学史是受人类史制约的 , 它对世界的解释

及其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是和人类史的发展阶段相平行的。

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制约性和平行关系。 在古代 , 与

人类极为低下的生产力状况和完全受制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相适应 , 哲学只是从存在的层面追

问和思考自然事物的生成变化问题 , 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被放在这一层面上来直观。 世界被

看作存在物的总汇 , 人只是其中的一种存在物 , 对世界的解释是围绕着本体与万物 , 而不是

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展开的。 在中世纪 , 人虽然成为宗教和哲学关怀的对象 , 但人受自然和社

会的压迫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极端落后性又使人意识不到自身的力量 ,于

是 ,上帝作为救世主成了神学哲学的最高对象。以论证上帝存在和宗教教条为其主要任务 ,通

过人与自然、 灵魂与肉体、 此岸与彼岸等对立及使人从属于神 , 寻求人性和神性在彼岸世界

中的统一 , 便是这一时期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哲学上的折射。 文艺复兴以来 , 随着科学和生产

力的进步、 人与自然的发现 , 哲学把目光从彼岸拉回到现实 , 转而信任人的理性和自然 , 从

人的理性出发去理解和认识当前的这个世界。 于是 , 世界被当作认识的客体 , 人被提升为认

识的主体 , 主客体的认识关系成了近代早期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 哲学家们从这一认识关系

的层面出发去把握和解释世界 , 论证人的自由。近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尤其

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 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力量 , 引起了人与世

界的关系的根本改变。 与此相应 , 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 , 世界被看作人的对象化 , 看

作人的精神本质的实存和显现。 人与世界的关系被提升到实践的层面乃至理性本体论的层面

来把握 , 哲学因而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 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的抽象统一去揭示世界的合理

性和人的自由 , 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把改造世界的原则引入解释世界的模式之中。 这样 , 人与

世界的关系 , 由存在关系经过认识关系又回到了存在关系。 但前一个存在关系是从世界的自

在存在来解释人的存在 , 后一个存在关系则是从人的理性存在及其实践活动 , 从人的本质力

量的对象化和现实化 (不过 , 这一切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都被抽象化了 ) 来解释世界

的存在。西方哲学解释世界模式的这一由自然主义、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 ,由宇宙本体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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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的演变过程 , 显然是与人类实践进程所引起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发

展相一致的 , 是人类实践和人类主体性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 , 它表明哲学史是对人类

史即人对自身与其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实践改造的历史进程最基本层面的昭示和反映。

众所周知 ,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 , 其目的是为革命地改变世

界 , 解放全人类 , 使人自主掌握和自觉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 ,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

供科学的理论根据。为此 ,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类实践这一基点出发 , 对思维与存在、 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 主体与客体、 自由与必然等人与世界的各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和科学的阐发 , 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 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矛盾

运动的普遍规律 , 以及由这一矛盾运动所展开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一般历史

进程。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在立场、 观点、 方法等方面与西方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很

大的甚至根本的区别 , 但其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同样是由人与世界的关系所规定的 , 它所思

考和反映的是当代历史条件下西方社会实践所引起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人本主义思潮

所反映的主要是当代条件下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社会、 人与自己的生存境遇 (世界 ) 的矛盾

关系 ; 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 , 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

的深化 , 这种研究归根到底仍主要是从属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的。而当代关于全球性

问题的哲学探讨 , 无非反映了人类对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人类自身价值的生存

和价值问题的一种重新反思。

二、 哲学史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探求

哲学不单是追求对世界的合理性解释 , 哲学的最高目的是人本身。 人们通常把哲学看作

研究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学问。而哲学对宇宙根本问题的研究 , 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 ,

归根到底是为了探明人的本质 , 定位人生 , 探寻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 确定人

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给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找到一个最可靠的根

基 , 为人类指出一条实现自身本质和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哲学的这种追求 , 是一种指向终

极性的对人类自身的关怀 , 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终极性探求。

哲学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 是以对宇宙的终极存在和世界的终极解释的探寻为前提和基础

的。然而 , 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探寻 , 又是植根于对人类自身价值的终极性关怀。因此 ,

把握、 解释世界和定位人生 , 探寻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构成了人类哲学研究的

两大基本主题。由于哲学的理论探求归根到底是指向人类实践本性的内在要求及其历史目标

的 , 因此 , 探寻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是哲学思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是其

理论探求的最高目标。

从古希腊哲学直到德国古典哲学 , 探寻终极存在 , 寻求世界万物的根源和基础 , 把握世

界的统一性 ,进而探求对世界的合理性的终极解释 ,并通过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 ,寻

求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 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取向和思考模式。 西方哲学史上把

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 自然哲学 (或物理学 ) 和精神哲学 (或伦理学 ) 的三分法 , 正是这种

对终极关怀的渴求和思考的集中体现。其中 , 逻辑学既是关于终极存在的规定 , 又是对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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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推演和论证 , 从而是对终极解释的阐发 , 而且也是从本体论上对终极价值的定位 ; 自

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终极解释在经验世界中的展开和证明 , 其中精神哲学又是对终极价值

之作为人生意义之根基甚或世界之最后目的的确认和证明 , 因而被看作最高的学问。 正是在

对终极存在、 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和理论探求中 , 形成了西方哲学史对本体论、 知识

论和价值论的基本追求 , 以及贯穿其中的形而上学、 理性主义和追求真善美统一与自由的基

本精神。

西方哲学史探寻终极关怀的历程 , 是由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关

系的演变和发展所制约的 , 同时它也深刻反映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发展及其所展开的人类

历史的基本进程。 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确认 , 从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来说 , 是以对人和

世界的关系的定位为前提和基础的。 后者的变化决定了前者的变化 , 因而后者所反映的人类

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发展也必然构成前者的客观的、 深刻的基础。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终

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理论的演变 , 从宇宙本体论和神学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 , 从自然主义和

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 , 其根源正是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刻

变化。

而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是终极价值的基础 , 因而由前者所决定 , 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也是

一个随着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变化而演变发展的理论探索过

程。与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朴素自然主义的宇宙本体论解释相联系 , 古希腊哲学把终极价值的

探求同把握宇宙运动的规律、 宇宙的秩序和完善性的根源联系起来 , 从支配宇宙和谐运转的

规律性 , 从宇宙的秩序与完善性的根源推演出终极价值 , 确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高目标和意

义根基。而与宇宙本体论演变为神学本体论相适应 , 在中世纪 , 上帝被认作终极价值 , 对终

极价值的渴求成了追求人性与神性在彼岸世界中的统一。近代以来 , 随着人的理性和实践活

动在掌握世界、 征服自然、 改造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示出来 , 人的理性、 精神逐渐被提升到

本体的高度 , 被认作宇宙的终极存在。与此相应 , 近代西方哲学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

变化 , 不再从外在于人的实体、 神的观念中寻找终极价值的根基 , 而是从人自身中 , 从人的

理性及其内在本性的要求 , 从人对于对象世界的主体地位来奠定这一根基 , 把善、 自由的实

现确立为人类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乃至世界的最后目的 ,从人对世界的理性把握和实践改造、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和自由的客观本体性的活动来体认人类生存乃至整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

显然 , 对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终极性关怀与探寻所形成的哲学史的进程 , 本质上是

对人类实践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演化以及由这一内容所构成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在思想

史中的反映和展示。当然 ,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还不能科学地把握和阐明人与世界的

关系和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 但它的发展过程毕竟反映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及其所规

定的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 不承认这一点 , 必然要否认人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对哲学史的根

本制约性。

三、 人的自由与世界的完善化的统一是哲学史追求的目标

哲学史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究 , 其目标是把握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而从人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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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 , 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 便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因而 , 追求人与世

界的内在统一与自由的实践的和精神的创造活动及其历史过程 , 也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深刻

内容。 而从客观世界的意义上说 , 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意味着世界的完善化 , 客观世界达到

真善美的境界。现实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主客体矛盾关系实践展开的过程 , 而当主体与客体在

实践基础上达到内在的统一 , 现实世界也就被改造成为真善美和自由的王国 , 这是客观世界

的完善化的境界。 可见 , 人的自由和世界的完善化不过是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两个方面的表

征。由此所决定 , 哲学史对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的探寻 , 也就归结为追求和把握人的自由与

世界的完善化的统一。

纵观西方哲学史 ,我们不难发现 ,其发展过程所指向的根本目标就是人的自由。不过 , 受

人类实践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变化发展所制约 ,从古希腊到黑格尔 ,

西方哲学对自由的探索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从存在论的层面追求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 (从

直观的存在关系理解人与世界的直接统一: 古代哲学 ) —— 从认识论的层面把握自由 (单纯

从认识关系的层面说明人与世界的主客统一: 近代早期哲学 ) ——从本体论、 认识论和实践

论的统一规定和把握自由 (从认识关系、 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的抽象总体去说明人与世界的

主客统一: 德国古典哲学 )。西方哲学史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 , 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把握自由的

合乎逻辑的过程 , 表明人类对自由的哲学探索是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

界的关系的演变和深化相一致的。在当代 ,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也都以人的自由为哲

学探讨的最高目标 , 它们所反映的同样是人类实践的发展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

深化和新的内涵 (当然 , 二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

对自由的实践追求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 , 哲学史对自由的理论探求则是人类历史

的这一基本内容在理论上的反映和升华。 如果说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追求的

历史的话 , 那么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自由的理论探索的历史。哲学史上所提出的自然观、 认

识论等其他方面的理论 , 都不过是 (广义的 ) 自由观的组成部分 , 都是自由概念所包含的丰

富关系或规定的展开 , 因而都包含在广义的自由观之中 , 并展开在揭示由必然到自由的历史

进程的历史观体系中。 自由真正说来 , 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或辩证展开着的概念系统。在西

方近代哲学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自由是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和根本目标 , 对本体论、 自然观、

认识论、 历史观和辩证法等方面的研究和阐述 , 无不被纳入对自由及其客观化、 现实化的历

史过程的思考框架中。

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 人的自由的实现 , 又意味着世界的完善化。 世界的完善化既是客

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 方式和结果的完善化 , 更是人的生活条件的完善化 , 是客观规律的作

用与人的本性的契合 , 是真善美的境界。世界的完善化 , 一方面是通过自然的人化而实现的 ,

它意味着人既按照自然规律这一外在尺度 , 也按照人类本性的要求和主体的价值目标这一内

在尺度 , 重新再生产出人类生存的完善的自然条件 , 意味着以往统治着人们的异己的自然力

被置于掌握了自然规律和自身本质的人的自觉的、 有计划的支配之下 ; 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

关系的协调和完善 , 通过人对社会力量和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的自主支配而实现的 , 它意味

着社会道德关系中善的真正实现。世界的完善化在本质上是人自己生活条件的完善化 , 是人

将自在而陌生的、 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世界改造成对人来说的真善美统一的、 与人的本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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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的人自己的家园。 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内在统一 , 进一步表明了解释世界和改造

世界、 客观世界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深刻统一 , 而这种统一则决定了哲学研究中世界观与历

史观、 自由观在本质上的同一性。

对善的追求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目标 , 而西方哲学史所追求的善也就是世界的完善

化 , 归根到底是真善美和自由的境界 , 它与对自由的追求本质上是一致的。 如果说 , 在古希

腊哲学中 , 善主要还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被认作宇宙的秩序和万物所追求的完善性的原则

与目的 , 那么 ,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 , 善则被归结为主体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 , 善的实现即被

看作真善美和自由的境界。 黑格尔就是把善理解为人的实践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 , 把善的实

现当作理念在客观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最高阶段 , 同时将善的世界在本质上看作人类自由的家

园 , 并把自由的客观化、 现实化和精神对自由的意识认作 “整个世界的最后目的” (黑格尔:

《历史哲学》 , 三联书店 1956年版 , 第 58页 )。从古希腊哲学对宇宙完善性的追求 , 到黑格尔

把善的世界和人的自由内在统一起来 , 当作哲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 整部西方哲学史呈现给人

们的正是对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追求的思想历程 , 而这一历程所昭示的即是人类在改

造世界、 创造适合自己本性的生活条件的实践中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 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 , 正是对人类追求世界的完善

化和人的自由的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深刻阐发。

四、 哲学史是人的自我生成和人的

主体性的现实历史在思想史中的确证和展示

　　世界的完善化是人通过实践、 劳动 , 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去改造自然和社

会 , 从根本上变革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结果。在劳动中 , 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 把现实

世界转变为人的对象性存在 , 并按照客观规律和自己本性的要求把对象世界作为人的完善的

生活条件再生产出来。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 ,其实是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改造 ,

使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奴隶变为它们的主人 , 使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从奴役人的东西变为人自由

发展的条件。 人也正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确立自己对于世界的主体地位的 , 而人通

过劳动把对象世界转化为人的完善的生活条件 ,把它置于自己的自主控制和自觉支配之下 ,因

而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力量即人的自由、 从而是人自身的完善性的确证和展示。

世界的完善化是人的自由的确证 ,而人的自由则意味着人不仅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规律 ,能

够自觉地支配客观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条件 , 而且实现并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 , 因而成为现实

的、 真正的人。客观世界就其作为人的完善的生活条件 , 是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占

有。因此 , 人与世界的关系 , 其实不过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 人对客观世界的驾驭、 对作为自

己本质的对象性存在和生活条件的现实的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自由自觉的支配 ,

其实是对人自己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和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支配。而人只有能够占有

对象性的本质 , 能够自由自觉地创造和自主支配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 人才真正实现和占

有了自己的本质 , 因而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 成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对象性本质的占有 , 是通过人自己的劳动实现的。因此 , 人

是自己劳动的产物 , 人通过对对象性本质的占有而实现并占有自己的本质 , 即是现实的、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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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人的自我生成 , 而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 “不外是人通过人的

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卷 ,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 第 131页 ) , 同

时也是现实世界作为人的完善的生活条件的生成过程。 哲学史是由人类实践及其历史所制约

的。哲学史对人类历史过程所展开的对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的实践追求的理论探索 , 从

更深刻的意义上说 , 也就是对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自我生成过程 , 对 “作为既定的主体

的人的现实的历史” (同上书 , 第 159页 )及其规律的理论探索 , 是人自己的诞生过程和人的

主体性的现实历史在思想史中的再现。

纵观西方哲学史 ,我们可以看到对人类史的这一本质过程的追寻和理论展示的思想历程。

在古希腊哲学中 , 人与世界的关系处于一种直接的、 自然的统一之中 , 人与世界的主客对立、

人的本质力量尚未被意识到 , 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还只是从宇宙本体论的层面追问宇宙万物

生成变化的原因。 中世纪的神学哲学把人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 , 使人与神的关系、 人性的

完善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 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个进步。 但是 , 中世纪的神学

哲学又通过把人的本质异化为神 , 通过人对神的向往 , 把人与世界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给异化

了 , 从而使人疏远了当前的世界和自己的本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哲学 , 扬弃了神学意义

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的本质的双重异化 , 把构成人类历史基本内容的人与世界的主体与

客体、 思维和存在、 自由与必然等关系问题当作全部哲学的核心问题 , 企图依据时代精神来

把握它们的统一 , 并从这种统一出发来思考和解释世界 , 说明人的自由 , 进而把这种统一看

作现实的、 真正的人的自我生成和人的自由的确证。近代哲学的这一旨趣和意蕴 , 在德国古

典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展示。在黑格尔看来 , 思维和存在、 主体和客

体的对立 , 以及这一对立的和解 , 是主体即人的精神本质的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结果 , 而

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 , 则是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自我生成和人的本质的自我确

证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黑格尔因此 “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 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

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把劳动看作 “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看

作 “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同上书 , 第 163页 )。尽管黑格尔所说的外化和消除外化的历史 ,

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 , 但透过其神秘面纱 ,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哲学所具有的 “巨

大的历史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 , 第 42页 ) , 可以看到人与世界关系的内涵的历

史变化和人类历史的本质在哲学史中的反映和把握。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 , 深刻表明了哲学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的人类史 , 是人类自我认

识的历史 ,昭示了哲学史与人类史的深刻内在联系 ,表明了世界观和历史观 , 以及本体论、认

识论、 价值论和人类学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 , 哲学可看作更高层次上的人类学和历史学 ,

即从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世界的内在本质的关系所把握住的关于现实的真正的人的自

我生成和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历史的内在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哲学史即是这一门科学的形成

过程 ,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这一门科学的真理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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