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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丛刊”简介(之二)

《道玄佛：历史、思想与信仰》

本专辑收选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杂志刊载的有关道家、道教、玄学、佛学研究的32篇研究文章。

其中发表于《文史哲》1985年第3期、第4期的两组“魏晋玄学笔谈”，刊载了张岱年、任继愈、方立天、

金春峰、孑L繁、牟世金、余敦康、牟钟鉴、楼宇烈、周立升等著名学者的13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有

关玄学研究的各种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另外，本专辑还收选了许嘉璐《深研元典，

振兴道家》、张维华《释“黄老”之称》、王树人《庄子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性》、刘文英《庄子蝴蝶梦的新

解读》、刘笑敢《道家式责任感与人际和谐》、余敦康《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季羡林《弥勒信仰在

新疆的传布》、方立天《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楼宇烈《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及其评价》，

以及王守华、卞崇道《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等19篇论文，都是当代道家、道教、玄学、佛学研究的

重要成果。文章多名家高论，可以为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知识论与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新趋向》

西方知识论经历了从传统知识论到现代知识论、再到后现代知识论的根本转变，生存实践论、作为一

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后现代知识观、20世纪英美的实在论、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以及科学认

识论等等，是属于知识论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流派，还是后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知识传统批判能否与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后现代的知识话语建立起某种历史与逻辑的关联?当哲学思维从传统的形而

上学发展到后形而上学阶段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是如何演进的?是反形而

上学还是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视域下的后形而上学究竟

是什么?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怎

样的关系?本专辑收选当代著名学者俞吾金《从传统知

识论到生存实践论》、陈嘉明《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

质》、江怡《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李建珊《科

学认识论的若干问题》、王树人《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

思维”一一回归原创之思》、杨大春《主体形而上学解

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加拿大J·格

朗丹《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

间》等26篇文章，对上述前沿性的哲学问题给予了科学、

合理的分析，提供了当代哲学视野下的崭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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