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一章 文艺复兴期的哲学
	一 自然人之发现
	A 庞普那（Pompanazzi）马夏佛利（Machiavelli）孟丹（Momtaigne）
	B 佛夫司（Vicea）麦令克松（Melanchton）阿尔都斯（Althusius）哥洛茨（H.Grotius）
	C 波丹（Bodin）巧尔布利（Cherbury）伯谟（Bohme）
	D 拉姆斯（Ramus）桑锡（Sanchez）培根（Baeon）
	二 新宇宙观
	A 尼古拉·库沙奴（Nicolas Bananus）
	B 台赖斯（Telesio）
	C 哥白尼（Kopexnicus）
	D 白儒诺（Bruno）
	三 新科学
	A 料拉都（Leonardo）
	B 盖伯勒（Kepler）
	C 盖律雷（Galiei）
	第二章 伟大的体系
	一 笛卡尔（Deacartes）
	二 霍布士（Hobbes）
	三 斯宾诺窿（Spinoza）
	四 莱勃尼兹（Leibniz）
	第三章 英国的经验哲学
	一 洛克（Locke）
	二 牛顿（Newton）
	三 勃克莱（Berkeley）
	四 舎伏兹伯利（Shaltesbury）
	五 休谟（Hume）
	六 亚丹·斯密（A.Smith）
	第四章 法德启蒙哲学
	一 法国的启蒙哲学与卢骚
	A 伏录特尔与百科全书派
	B 卢骚（Rousseau）
	二 德国的启蒙哲学与勒沁
	A 德国的启蒙运动
	B 勒沁（Lessing）
	第五章 康德与批评哲学
	一 理论的问题
	A 康德认识论之发展步骤
	1 第一时期（一七五五——一七六九年）
	2 第二时期（一七六九——一七八一年）
	B 纯粹理性批评
	1 主观的演绎
	2 客观的演绎
	C 现象与物自体
	D 论断哲学之批评
	1 论断的（唯灵论的）心理学之批评
	2 论断的宇宙形质学之批评
	3 论断的神学之批评
	二 伦理宗教的问题
	A 康德伦理学之发展步骤
	B 康德伦理学之最后形态
	C 宗教的问题
	D 生物学和美学基础上之论断观念
	三 反对者与主要继承者
	A 反对者——哈曼，霍得尔与亚考比
	B 主要继承者——莱茵豪德，迈蒙与瑞洛尔
	第六章 浪漫哲学
	一 论断的体系
	A 费希特（Fichte）
	B 谢林（Schelling）
	C 黑格尔（Hegel）
	二 批评的浪漫主义
	A 诗来伊尔马赫（Schleimacher）
	B 叔本华（Schopenhauer）
	C 基尔克哥德（Kierkegsard）
	三 浪漫主义期批评哲学之暗流
	A 浮里斯（Fries
	B 海巴特（Herbart）
	C 白涅克（Beneke）
	四 从浪漫主义实证主义之过渡
	A 黑格尔派之分派
	B 费尔巴赫（Feverbach）
	第七章 实证主义
	一 十九世纪孔德以前之法国哲学
	A 德迈斯特（De Maistre）
	B 卡巴尼斯（Cabsnis）及其他
	C 圣西门（Saint-Sinon）
	二 孔德（A.Comte）
	三 十九世纪穆勒以前之英国哲学
	A 盆丹母与詹姆士·穆勒
	B 考里芝·卡来尔及其他
	四 约翰·穆勒（J.S.Mill）
	五 进化哲学
	A 达尔文（Darwin）
	B 斯宾塞（Spencar）
	六 德意之实证主义
	A 杜林（Duhsing）
	B 亚尔吉豪（Ardigo）
	第八章 在实在论的基础上存在问题之新成就
	一 德国的新唯心论
	A 陆宰（Lotze）
	B 哈特曼（Hartmann）
	C 费希纳（Fechner）
	D 冯德（W.Wundt）
	二 英法之新唯心论
	A 布勒德里（Bradley）
	B 傅叶（Fouillee）
	第九章 认识与批判诸问题解决之新企图
	一 认识问题
	A 德国的新康德派
	B 法国的批评主义与间断哲学
	C 经济学的生物学的认识论
	1 马克燧尔（J.C,Maxwell）与马赫（Mach）
	2 阿媪那留斯（Avenarius）
	3 詹姆士（James）
	二 批判问题
	A 居约（Cuyau）
	B 尼采（Nielzsche）
	C 倭铿（Eucken）
	D 詹姆士
	附录
	主要哲学著作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