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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即永恒不变唯真正
理。本信息图中将按照时间
顺序依次介绍和“真理”有
关的哲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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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 
职业：哲学家
生卒：约公元前535年～

-

   公元前   475   年
代表作品：《论自然》

》 Heraclitus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

爱奥尼亚哲学家

（公元前640年⸺475年）

埃里亚哲学家

（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世纪）
巴门尼德
职业：哲学家
生卒：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
代表作品：《论自然》

         巴门尼德为了克服“始基”（即本原）纠缠于“杂多的”“变化
无常的”事物现象、理性纠缠于感性的弊端，为了消除由此引起的纷
争（他称之为“意见之争”），他严格区分了本质与现象、真理与意
见，并让它们处处对立。他要摆脱“多”、摆脱“个别”、摆脱感性
事物，而专门研究他所“确信”的一般、本质的存在。

毕达哥拉斯学派

（公元前582年⸺400年） 毕达哥拉斯
职业：数学家、哲学家
生卒：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
第一个注重“数”的人 
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 
证明了正多面体的个数 
建设了许多较有影响的社团

真理就像德尔菲神谕一样绝对正确；
人人能够信仰真理。

Parmenides

Pythagoras

原子论

（公元前5世纪）

德谟克利特
职业：哲学家、学者
生卒：公元前460年～前370年
德谟克利特一生勤奋钻研学问，知识渊愽，他在
哲学、逻辑学、物理、数学、天文、动植物、医
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军事、
艺术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把感性认识称做
“暧昧的认识”，把理性认识称
为“真理的认识”。因为在他看
来，原子本身之间没有什么性质
的不同，人们感觉所感知的各种
事物的颜色、味道都是习惯，是
人们主观的想法。德谟克利特的
原子唯物论思想是古希腊唯物主
义发展的最重要成果。

智者派

（公元前5世纪⸺375年）
普罗塔哥拉
职业：哲学家
生卒：公元前490年～前410年
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把感觉看成是真理的标准，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不过他的本意并不
是要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后来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区别。他看到了不同人的感觉
有对立与差异，触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表现了人类认识的深入。他强调人在现
实中的地位，在当时有破除传统神学观念的启蒙作用。他把人作为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
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向后一阶段过渡的重要标志。

Hippias

希庇亚斯
职业：哲学家
生卒：不详
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基本主张善良、真理、正义都与人本
身需要的利益相关，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与
正义。

Socrates

柏拉图主义
（469年⸺至今）

苏格拉底
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生卒：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
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
元，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柏拉图
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
腊化罗马时代乃至后世的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
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
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
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
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
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
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
恒的，不变的。

Plato

柏拉图
职业：哲学家
生卒：公元前427年⸺前347年
代表作品：《理想国》

         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
        他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
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
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

         真理是最令人愉快的声音。在学习和思考
中探寻真理,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
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
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
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
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
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
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
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

是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职业：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
生卒：公元前384年⸺前322年
代表作品：《形而上学》

         伊壁鸠鲁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感觉是
直接的，无所谓错误，错误只发生在对感觉的判断
中。他依据感觉经验，肯定物体的存在，进一步发
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修正了德谟克利特
关于原子体积和形状有无限多差别的观点，增加了
与原子的运动有关的重量这一特性。提出原子有三
种运动：因重量而垂直下落的运动、稍微偏离直线
的偏斜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碰撞运动。

伊壁鸠鲁
职业：哲学家、无神论者
生卒：公元前341年⸺前270年
代表作品：《论自然》、《论生活》 Epicurus

伊壁鸠鲁主义
（公元前342年）

折衷主义
（公元前155年）

Carneades

         卡尔内阿德斯他的怀疑主义
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可以确
定真理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正
确地生活和行动。

卡尔内阿德斯
职业：哲学家
生卒：公元前214年⸺前129年

罗马时期哲学家
（公元前155年⸺525年）

斯多葛派
（公元前4年⸺65年）

Seneca the younger

塞涅卡
职业：政治家、斯多葛派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
生卒：公元前4年⸺前65年

服从真理，就能征服一切事物。

早期基督教思想
（100年⸺525年）

克莱门
职业：基督教教父与哲学家
生卒：150年⸺220年

重视知识,崇尚哲学,称哲学知识为寻找真理的工具,并可以使信仰成为一门科学。

Clements of Alexandria

Sai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
职业：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
生卒：354年⸺430年
代表作品：《忏悔录》、《论三位一体》

         奥古斯丁虽放纵于情欲最早，但追求真理
也觉悟最速。十九岁时，他读了西塞罗的著作
后，已有心追求真理，以此为人生唯一价值。
他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多了解
真理，但信仰乃至上，“如果要明白，就应当
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不能明白。”

经院主义
（1100年⸺1700年）

中世纪
（5世纪⸺16世纪）

新影响

托马斯·阿奎纳
职业：哲学家、神学家
生卒：1225年⸺1274年

         关于对真理的认识，托马斯指出，
真理只在理智之中，理智中的真理就在
于理智和所了解的事物一致。但这种一
致有两种变化方式：一是事物并没有变
化，但人对这事物的意见都发生了变化；
二是事物发生了变化，但人对它的意见
还保持原样。在托马斯看来，这两种变
化方式都是从真实变为错误，因此，在
人类理智中的真理之外，还需要有天主
理智中的真理。“天主的理智中的真理
是不变的”，它是一切物质事物赖以称
为真实的真理，是完全不能变化的。

Thomas Aquinas

Desiderius Erasmus

文艺复兴时期
（1304年⸺1536年）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职业：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
生卒：1466年10月27日－1536年7月12日
代表作：《愚人颂》，《基督教骑士手册》和《论儿童的教养》

         伊拉斯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的人生目的是回归真理的源泉，在他那个时代这首先是要
把几个世纪曲解了的《圣经》复其原貌，还其本意，并以他对真理探索的精神把智慧传给世
人。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准备土壤的；然而事情常常不是按
常情常理发展的；当新事物在大喊大叫以排山倒海之势而至的时候，那些细水长流的、时而
是默默的、然而是锲而不舍地具有开拓前景之功的工作，往往是人们不容易看到的。

新自然哲学
（1473年⸺1639年）

Nicolas Copernicus
尼古拉·哥白尼
职业：天文学家和神父、数学家
生卒：1473年2月19日－1543年5月24日
代表作：《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曾十分勤奋地钻研过托勒密的
著作。他看出了托勒密的错误结论和科学
方法之间的矛盾。哥白尼正是发现了托勒
密的错误的根源，才找到了真理。

Giordano Bruno
乔尔丹诺·布鲁诺
职业：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
生卒：1548－1600
代表作：《论无限宇宙的世界》、《诺亚方舟》

         他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
中心说，并把它传遍欧洲，被世人誉为是
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是捍卫
真理的殉葬者。

理性主义
（1596年⸺1716年）

Nicolas MalebrancheRene Descartes
勒内·笛卡尔
职业：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
生卒：1596－1650
代表作：《方法论》、《几何学》、《论光》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职业：神学家和哲学家
生卒：1638－1715
代表作：《真理的探索》、《论道德》

        “要以探求真理为毕生的事业”
         笛卡尔认为，凡是在理性看来清楚明
白的就是真的。复杂的事情看不明白，应
当把它尽可能分成简单的部分，直到理性
可以看清其真伪的程度。这就是笛卡尔的
真理标准。

         他从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笛卡尔的学
说，试图将圣奥古斯丁与笛卡尔的思想进
行整合。他认为除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外，
还存在上帝实体。上帝不仅是万物的创造
者，且自身包含着万物。人是灵魂和肉体
的结合，人的肉体是机器。精神与物质不
能相互作用，精神只有通过心智的广延，
即在上帝那里才能认识万物。他承认感觉
的作用，但认为理性作用更重要、更准确。
他是偶因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认为自然界
除一般法则外，还存在大量由各种机缘产
生的因果连锁 。

政治哲学
（1588年⸺1975年）

John Stuart Mill

James Mill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
职业：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生卒：1712－1778
代表作：《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
                  《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向他的头脑中灌输真理，只是为了保证他不在心中装填谬误。
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

詹姆斯·穆勒
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
             和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家
生卒：1773－1836

          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约翰·穆勒出版了《政
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系统阐述李嘉图的理论。对李嘉图的
学术崇拜阻碍了穆勒对科学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

约翰·穆勒
职业：经济学家、哲学家
生卒：1806－1873
代表作：《穆勒名学》、《论自由》

          约翰·穆勒 著《自由论》的自由观念是建立在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
的，因为约翰·穆勒 认为，由于人类难免犯错，自
由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真理的途径，而对任何
探究的封杀和排斥，都会对人类造成损失，因而都
是不明智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通过争辩，才能
让我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者不允许争辩，只会
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变得不堪一击。

Karl Heinrich Marx

Friedrich Engels

Hannah Arendt

卡尔·马克思
职业：思想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
生卒：1818－1883
代表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
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
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理论认为，真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
         在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他是对
客观世界近似的、不完全的反应。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辩证统一的，绝对真理寓于相对
真理之中，在相对真理中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就是绝对真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职业：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
生卒：1820－1895
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通过对真理和谬误辩证关系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绝
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原理。恩格斯关于真理和谬误的辩
证关系集中论述了两点：
       （1）“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
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
       （2）在一定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
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

汉娜·阿伦特
职业：思想家、政治学家
生卒：1906－1975
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
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
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通过对人的现象学分析，阿伦特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生命自身、出生
和死亡、人的多样性、世界性与赖以生存的大地。人的活动就以它们为出发点。只有通过行动
个体人们才能相互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动目标、人的
本质等问题。

现代哲学
（17世纪⸺20世纪）

德国唯心主义
（1724年⸺1924年） 实用主义

（1839年⸺2007年）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Charles Sanders Peirce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职业：德国哲学家
生卒：1770—1831
代表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
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
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
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
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
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

William James

John Dewey

Richard Rorty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职业：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
生卒：1839—1914
代表作：《皮尔士文集》

威廉·詹姆斯
职业：美国心理学之父
生卒：1842—1910
代表作：《心理学原理》

约翰·杜威
职业：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生卒：1859—1952
代表作：《哲学之改造》、
                  《民主与教育》

理查德·罗蒂
职业：美国哲学家、思想家
生卒：1931—2007
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哲学文化》、
                  《偶然、反讽与团结》、《真理与进步》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意义理论与真理理论
1、意义就是效果
“为了确定一个理性中的概念的意义，人们应当
考虑一下从那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可以产生什
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就构成了这个
概念的全部意义。
2、真理就是效果
“真的东西不过是认识中令人满意的东西”，
“真理不同于谎言的地方，只在于以真理为依据
的行为必然达到我们指向的地方，而不是离开它。”
3、没有永恒不变、一劳永逸的真理
“科学精神要求随时抛弃与经验发生冲突的信念，
不应该有过分的自信。今天你相信的东西，明天
你可以完全不相信它。”

         詹姆斯机能主义心理学思想的中心主张，
就是他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一书中所
宣示的实用主义。他认为，世间无绝对真理，
真理决定于实际效用，而且真理常随时代环
境变迁而改变；适合于时代环境而有效用者，
即是真理。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对以后应
用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真理与进步》书中的第一部分着手处理
当代哲学家关于真理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部分的八篇论文都未表达真理理论或“真”
的定义。第二部分（“道德进步：通向更有包
容性的共同体”）包括四篇论述道德进步的论
文。第三部分（“哲学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
更为混杂。它的一篇论文是形而上学的。它们
试图在哲学家能够为人类进步做些什么方面说
些什么。

         杜威的伦理学理论第二个系论认为在合理的思
想过程中，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说，统统不能看
作是绝对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验的假设，有
待于在实用中加以考验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帮助人
类知识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问题、不容
考据的教条，因而窒息了人类的思想。杜威在北京
讲演“道德教育”的时候说:“要经常培养开阔的胸
襟，要经常培养知识上诚实的习惯，而且要经常学
习向自己的思想负责任。”

分析主义
（1848年⸺1970年）

现象学
（1859年⸺1961年）

Bertrand Russell

Martin Heidegger

Ludwig  Wittgenstein

伯特兰·罗素
职业：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
生卒：1872—1970
代表作：《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
                 《物的分析》

     罗素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指出：“教育应该培养求真
理的愿望，而不是相信某种特殊的信条就是真理。”他主张的教育方法，应
“减少很快的讲授而多事于讨论，给学生以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受到鼓励来发
表自己的意见，更多地尝试使教育的内容能使学生感到一些兴趣”。对于教
师来说，“不仅不应当要求教师发表千篇一律的意见，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出
现这种情况，因为教师各抒己见是健全的教育所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教育
不应该是使人轻信的教育。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职业：哲学家
生卒：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
代表作：12卷《维特根斯坦全集》

         维特根斯坦二十年代初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早年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
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
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
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两个不同流派。他们都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
         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证实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
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真理的标准在于
经验的证实。日常语言哲学主张日常语言分析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未有
独立的概念本质，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语言规则所设定的。

马丁·海德格尔
职业：哲学家、思想家
生卒：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
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林中路》、《路标》、《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认为，要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关键在于识出生存的初始时刻，“存在演说”
的时刻，它居留在很多重要的词语的中心。对我们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些词语如真理、知识、人
等等，都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尘埃，而其原始意义不得彰显，如果揭去这层
层尘埃，那么我们就能够再次与这些生存事件相伴而行。

现象学

（公元前660年）

            绘集了所有
地区的宗教信仰中有关
        “真理”的信息

Jainism

        其教义哲学可分知识
论、形上学、伦理及宗教
三大部分。伦理及宗教是
此教哲学最重要的部分。
知识论与形上学知识用来
帮助他们获得正确行为以
达到【自救】。其主题是
【正信】、【正知】、
【正行】。要求实践道德
生活、冥思最大的真理等。
尊奉《真理正得经》。

佛教

（公元550年）

斫婆迦派

（公元550年）

耆那教

（公元550年）

Ajita Kesakambali

Siddhartha Gautama
         斫婆迦派意译“世间
行”，意为“流行在人们
中间的观点”。古印度一
个唯物主义学派。主张地、
水、火、风四大元素是世
界统一的物质基础。原素
本身虽不具有意识，但当
它们以特殊方式结合成肉
体时则意识随之而生。人
死后四种原素分解，各归
还自身，即诸根归入虚空，
因此没有永恒的、脱离肉
体而独立荏在的灵魂。在
认识论上，该派主张直接
性的感性认识是可信的，
间接知识自然存在着不可
靠的特性，因此否定间接
认识。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
子相继传承时期的印度佛
教，约为公元前6至前5世
纪。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
是“四谛”、“八正道”
和“十二因缘”，其核心
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
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
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
了“诸行无常”、“诸法
无我”和“涅槃寂静”的
学说。四谛即四种真理，
分别称苦谛、集谛、灭谛
和道谛。

生命派

（公元500年）

佛
教
术
语

         对佛陀的尊称，也可以
指一切的断尽烦恼者。已经
通达真理，得到涅槃的境界。

         信受佛法，修行
佛道的团体。

         “四圣谛”说四种真理：圣谛；
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谛”就
是如是不颠倒，即是真理。

孔子学说；儒家思想 自然主义 政治哲学

儒家

（公元前500年）

道家

（公元前500年）

孔子 老子

孔子
职业：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
生卒：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代表作品：《春秋》

老子
职业：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
生卒：公元前571年⸺前471年
代表作品：《老子》《道德经》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
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是围绕
着对“仁”的追求而建立起来的。
他所谓的“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
一。客观上表现为对万物之本“道”
的不懈追求。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
规范“礼”的提倡。在主观上又具
体分为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
与他人的关系。“道”是客观存在
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
子通过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
从而悟得自然之真理。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
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
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
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
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
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以“道”
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
的最高真理,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

弥曼差派

（公元250年）

说出世部

（公元200年）

         印度正统婆罗门教的学派之一。
弥曼差派认为吠陀圣言就是真理，
主张吠陀圣言中有一种永住的神秘
力量。
         弥曼差派学说体系中存在的宗
教神学与无神论、唯物主义倾向的
矛盾，是印度早期自然哲学的唯物
主义传统在逐渐形成体系的宗教神
学中的反映。

         说出世部是佛教一个流派。主
张出世间法，认为出世间法是由道
而生，修出世间法便是涅槃之路。
即认为苦、集二谛为妄非实，道、
灭二谛是真实法。

胜论派

（公元100年）

         印度古代宗教哲学派别之一。
主要著作有《胜论经》，内容论述
原子论、六句义、因中无果论等。
胜论的理论基础是“因中无果论”。
该派在认识论方面，胜论强调只有
直接知觉和推论才是认识事物的依
据，主张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来源于
经验知识。

摩尼教

（200年）

         三世纪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
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是指世
界的二个本原，即黑暗与光明、善与恶，
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即初际、
中际和后际。主张人类若依宗教之真理与
神之志向，终必走向光明、极乐之世界；
         摩尼上娑婆王书里说：“在各时代, 
明神的使者每将智慧和善行传到人间。因
着他们这种启示传下来，到现在最后的时
期，这先知的职分落在我摩尼身上，为在
巴比伦传导明神的真理的使者”。

摩尼
职业：神职人员
生卒：216年⸺274年
摩尼教的创始人Mani

马兹达教

（500年）

 Mazda
阿胡拉·马兹达
职业：造物主
生卒：216年⸺274年
古伊朗的至高神和智慧之神，被尊为“包含
万物的宇宙”。奉为“唯一真正的造物主”。
可以用火来分辨善恶并将真理之火赐给信众。

         5世纪后期兴起于伊朗的二元宗教，
教义认为有善（光明）与恶（黑暗）二
元，两者偶然混合而产生世界。阿什教派

（900年）

“理性是上帝给予的，必须用来判断知识和真理的来源。”

吠陀

（公元1000年）

         认为知识和真理获得途径有三种：
         ①通过感知获得的知识。感知是指通过基于感官知觉的外部对象的认知而获得
的知识。在现代使用中，这还将包括通过科学仪器观察获得的知识，因为它们是感
知的延伸。
         ②通过推理获得的知识。推理是指通过演绎推理和分析获得的知识。
         ③通过经文获得的知识。主要是奥义书，梵天经和“博伽梵歌”。

Ramanuja

二元论学派

（公元1200年）

Shri Madhvacharya

         认为知识和真理获得途径有三种：
         ①感知。外在感知被描述为由五种感官和世俗物体的相
互作用产生的，而内在感知被描述为内在感觉，即心灵。
         ②推断。它被描述为通过应用理由从一个或多个观察和
先前的真理中得出新的结论和真理。一般包括三个要素：假
设、原因、例子。
        ③依靠过去或现在可靠专家的文字，证词。

（1920年）

毛泽东主义

Mao ZeDong

毛泽东
职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生卒：1893年12月26日-1976年09月09日
代表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
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
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
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
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它并没有结束对真理的认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
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语言分析哲学
（1889年⸺1976年）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职业：哲学家
生卒：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
代表作：12卷《维特根斯坦全集    》 Ludwig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二十年代初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早年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
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
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
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两个不同流派。他们都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
         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证实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
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真理的标准在于
经验的证实。日常语言哲学主张日常语言分析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未有
独立的概念本质，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语言规则所设定的。

当代哲学

七种类型

宗教哲学 政治哲学 分析哲学 语言哲学 科学哲学 知识论 美学

后结构主义哲学
（1901年—2009年）

后分析主义哲学
（1908年—至今）

吉尔·德勒兹
职业：哲学家
生卒：1925年1月18日－1995年11月4日
代表作：《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

“真理或许很难获得，但是思维是定然有能力获得正确的事实和概念等的。”
“所有真理并非偶然而生，却也并非自在有理的。”

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

         “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
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
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米歇尔·福柯
职业：哲学家、社会思想家
生卒：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代表作：《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等 Michel Foucault

理查德·罗蒂
职业：哲学家、思想家
生卒：1931年10月4日⸺2007年6月8日
代表作：《后哲学文化》、《偶然、反讽与团结》、
                 《偶然、反讽与团结》、《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
                  《真理与进步》、

           理查德·罗蒂认为，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到的，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合
而成，必须付诸实用逻辑的检验。启蒙以来，哲学一直在以思辩反讽的方式剥去真理神圣化的
外衣。对于现代文明的荒芜与混乱，他提倡团结互重，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
         同时他认为使一个科学陈述真或假的是外物，而不是我们的实际的或可能的感觉资料、我
们的心的结构或我们的语言等等。这就是他所谓的真理符合说。普特南认为真理概念和合理性
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合理的可接受性能够成为真理的标准。

Richard Rorty 

唐纳德·戴维森
职业：哲学家
生卒：1917年3月6日－2003年8月30日
代表作：《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主观的、主观际的、客观的》、
                 《合理性的难题》和《真理、语言与历史》等

         唐纳德·戴维森认为，传统哲学中关于真理是什么的观念着实把我们引入歧途，其实并不
存在关于真理的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可以全面理解、解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的理论。

Donald Herbert Davi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