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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2 年重大招标项目（第三批）“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

哲学发展研究”（批准号：12&ZD118）已于 2013年 1月 20日正式开题，并按照

原有研究计划有条不紊进行。目前，课题的整体研究纲要已经确定，各个子课题

的任务已经安排落实，子课题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已经展开。 

一、项目落实情况 

2013 年 1 月 20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2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哲学发展研究”开题论证

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314 会议室隆重举行。参加此次开题论证会的评审专家

组成员包括：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评审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

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

家龙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邹崇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

长范立双、副处长田晓刚出席了此次开题论证会。子课题负责人清华大学王路教

授、武汉大学朱志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以

及课题组成员都参加了此次开题论证会。 

 

首先，课题首席专家江怡教授向各位专家汇报了课题的总体情况。江怡教授

的报告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课题所要处理的总体问题、内容要点和总

体框架；第二是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研究视角、路径和手段；第三是课题所要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江怡教授指出，此次开题报告与课题招

标评审时的内容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参考招标评审时评审专家们所提出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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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课题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扩充和深化。此外，在招标评审结束后，课题组内

部又进行了一些讨论，对课题的思路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些不同和调整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这一问题中

补充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系、如何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研究马

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等问题；

其次，特别强调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分析哲学运动并不单纯是一种思潮，而是一种

方法，因此要特别强调分析哲学在不同哲学领域中的作用，例如分析哲学的方法

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作用；最后，强调本课题不仅仅局限于对分析哲学的

影响效果史的研究，同时应当注意以问题研究为核心，以免对效果史的研究流于

空泛。随后，各个子课题报告人就子课题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重点、思路和方

法、计划和分工、目标和效果以及子课题组成员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在课题组的汇报结束后，评审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充

分肯定了此次开题论证会的工作。总的来说，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首

先，专家们建议本课题应当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对象、特征等做出一个统一的界

定，保持各个子课题对分析哲学界定的一致；其次，专家们强调应当注意整个课

题与子课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各个子课题之间的统一和联系，避免研究的交叉和

重复，保持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在整个课题研究中应当注意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

再次，强调问题研究，强调对分析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历史

性的研究；最后，强调分析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联系，尤其是与当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联系。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2013 年 1 月 20 日，课题组成员就开题论证会中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了讨论。子课题五的负责人朱志方教授指出，为了使课题研究更加深入，我们

应当注意撰写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注重对核心问题的研究；王路教授认为，

为了协调总课题与子课题以及各个子课题之间的关系，子课题一应当承担起对分

析哲学进行规范性研究的任务，为总课题与其他子课题的研究定好基调。其他课

题组负责人和成员也就专家组提出的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最后，课题首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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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江怡教授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要求各个子课题组在 3 月底之前将子课题的

章节目录提交课题组进行讨论。 

2013 年 3 月 25 日，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与各子课题资料收集负责人就课题的

整体研究思路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首先，导论部分即分析哲学与时代精神将由

江怡教授负责，子课题一专注于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演变的研究，但在这里我们

主要介绍二战之前分析哲学的历史，子课题二主要研究分析哲学运动与科学哲学

的发展，子课题三研究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并由此论证分析哲学运动的

当代性特征，子课题四注重对二战之后分析哲学在各个哲学领域中的扩展的研

究，子课题五专注于分析哲学运动与中国哲学的发展，最后，结语部分要对分析

哲学史与分析的哲学研究的特征做出总结，指出其核心和本质。江怡教授要求各

个子课题的资料收集负责人按照各个子课题的研究主线开展资料收集和整理工

作，并强调了研究资料的准确性。 

三、专家讲座 

2013 年 3 月 22 日下午，受课题首席专家江怡教授的邀请，英国约克大学的

著名哲学教授 Michael Beaney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授了分析哲

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建构。 

 

江怡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致欢迎辞并介绍了 Beaney 教授的相关信息。

Beaney 教授是英国约克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英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分析

哲学史》主编以及《牛津大学分析哲学史手册》主编。本场讲座的内容也是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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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史及分析哲学运动的研究成果，他简要介绍了分析哲学三个主要特征及

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Beaney 教授对“分析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了回

答。首先，哲学史上的分析模式有三种：回溯式（regressive mode）、解构式

（decompositional mode）与解释式（interpretive mode）。Beaney 教授认为，回

溯式和解构式不是分析哲学所特有的。在分析哲学产生之前，历史上的哲学家们

早就采用了这两种分析方法，例如笛卡尔所使用的就是解构式的分析方法，甚至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已经采用了回溯式的分析方法。因此，分析哲学的

特征应当归结于解释式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典范就是罗素的摹状词理

论。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Beaney 教授讲述了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在分析哲学

发展的过程中，分析哲学对其历史本身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首先是漠

视哲学史的时期，早期的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新的问题，几乎从不正面陈

述自己同过去的哲学的关系，他们甚至是反历史的，他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理论建

构而不是与哲学史的联系。罗素率先开始了对分析哲学自身的归类和反思，他曾

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分析的现实主义，以便与浪漫主义相区分。在罗素之后，不断

有哲学家试图将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严格区分开，区分的目的则是批判所谓“分

析哲学”，与“分析哲学”划清界限。直到 1939 年，“分析哲学”的概念才正式

被提出。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分析哲学才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传统，弗雷格也

被视为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在这之后，达米特等人开始阐述弗雷格等早期分析

哲学家的思想，分析哲学这一流派正式形成。 

在 Beaney 教授的讲授之后，参与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积极提问，Beaney 教

授也认真详尽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问题。Beaney 教授对分析哲学的历史研

究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Beaney 教授的研究正是子课题一所要研究的重

点。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