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09年04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010077369



编辑推荐

本书大体呈现为这样一个主题：解释学的理论和应用。前一个方面主要是围绕着解释学
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当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一个
方面主要侧重于运用解释学的立场对美学和艺术等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
并尽可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内容简介

本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其围绕着西方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解
释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它们主要涉及解释学与西方新教传统
、解释学与辩证法、解释学与认识论、解释学与语言哲学、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解释学
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解释学与美学及艺术的关系等方面，内容丰富，所
有分析和探讨都严格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在不少细节和关键点上有
所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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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解释学的基本问题
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力
  四、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集大成与质的飞跃
  笔者认为，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从德国宗教改革开始（具体来说是从
路德开始），到了施莱尔马赫那里基本完成。众所周知，施莱尔马赫是继路德之后西方l
9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缔造者，他不仅受虔信派的影
响很大，而且也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主要表达在19世纪初，
并且和他的神学思想分不开，也具有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特点，同时他的解释学又有集大
成的性质，这种特点和性质也是其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在他的面前，新教内部的喻意
解释、字意解释（语法解释）、历史批判的解释、情感解释的思想都已形成了，同时，
通过康德批判哲学的洗礼，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得到更加深入发展的
时代，对普遍有效性的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追问已深入人心，施莱尔马赫自己也被誉
为解释学领域中的康德，他对这些解释学的成果从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出发
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翻新，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明确地宣称，解释《圣经》与解
释别的古典文本是一样的，《圣经》的规则和古代语文学的规则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施



莱尔马赫在西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普遍解释学”或“一般解释学”的人，但不可否认
，这位浪漫主义解释学的代言人，赋予了它十分深刻的内涵，正是这一点使浪漫主义解
释学的理论价值超过了理性主义解释学，对后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而且从这个角
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施莱尔马赫为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所做出的独特的和划时代的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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