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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同哲学基础理论一样 ,应用哲学源远流长 ,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中就延绵着

应用哲学传统 ,有它的萌芽期 、生长发育期和全面兴起的繁荣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

和人本主义思潮虽然总体上是片面的 ,但从应用哲学视角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历史哲学 、

社会哲学 、政治哲学 、法哲学 、文化哲学 、教育哲学 、技术哲学 、经济哲学 、管理哲学等学科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对我国当前深化应用哲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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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哲学(applied philo sophy)是个既新鲜又古老的话题。说它新鲜是因为应用哲学这一概念的明

确提出是当代的事。说它古老是因为应用哲学的实际存在由来已久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积淀和“文

化的活的灵魂” ,“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 ,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

接触并相互作用” [ 1](第 220 页),既要从总体上探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根本关系 ,形成基

础哲学理论(即所谓元哲学),也要更深入地探索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系列具体领域的主客体

关系 ,形成“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部门哲学理论 ,它们体现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些领域中

的应用以及对应用的反思 ,可称为应用哲学。如同元哲学一样 ,应用哲学源远流长 ,西方哲学就有绵延

不绝的应用哲学传统 。

一 、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应用哲学的发端

从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是应用哲学的萌芽期。古希腊罗马哲学既是西方哲学的开

端 ,也是西方哲学应用哲学传统的源头 。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几乎可以发现以

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 、萌芽。”[ 2](第 287 页)古希腊哲学是从以泰利士开创的米利都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

为代表的爱非斯学派以及随后的阿那克萨哥拉 、恩培多克勒等的自然哲学发源的 ,他们开创了唯物主义

本体论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和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开创了唯心主义本体论

哲学 。智者学派的苏格拉底把哲学转向对“自我”的认识 ,提出“美德就是知识” ,首创理性主义伦理学

(道德哲学)。苏格拉底的门生色诺芬把哲学应用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 ,写了阐述经济哲学思想的著

作———《经济论》 。苏格拉底另一位门徒柏拉图创立了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

系———理念论 ,把理念论应用于考量社会政治生活 ,写了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著作———《理想国》 。柏拉

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有系统论述和卓越贡献 ,而且把哲学应用于经济 、政治 、

伦理及自然科学各领域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 。他既有阐述“第一哲学”(本体论)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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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而上学》(即《物理学后诸篇》),也有阐述逻辑学 、自然科学 、心理学 、伦理学 、政治学 、经济学 、

美学的著作。古希腊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 ,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也把他的哲学理论应用于阐释社

会政治和伦理生活。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继承者伊壁鸠鲁提出了快乐主义人生哲学和国家起源于社会

契约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思想 。同时代的斯多葛学派则提出了禁欲主义人生哲学和自然法哲学。这些

便构成后世相关应用哲学学科的理论来源。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 、哲学家西塞罗把哲学应用于法律理

论和实践 ,形成了他的法哲学思想 。这样 ,古希腊形成的科学 、民主精神和古罗马形成的法治精神作为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从公元 5世纪末到 14世纪初的“中世纪” ,其突出特征是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 ,在“教父

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是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神学服务的宗教哲学 ,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

女 ,经院哲学家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诠注宗教教义 ,为神学提供逻辑论证 。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

斯·阿奎那不仅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系统地论证了上帝存在和上帝创世论等天主教理论 ,而且还在

神学外衣下广泛地探讨了经济 、政治 、伦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

“文艺复兴”以后应用哲学在西方进入生长 、发育期。从 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近

代 ,是思想启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 。哲学家们在批判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同时纷纷构建他们的哲学体系。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 ,在他们构建的这样或那样的体系中 ,既包括本体论 、

认识论(这时哲学的重心已转向认识论),也包括自然哲学 、历史哲学 、宗教哲学 、政治哲学 、法哲学 、道德

哲学 、艺术哲学 、经济哲学等部门哲学问题。19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 ,不仅从唯心

辩证法的角度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哲学流派的思想成果 ,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莱布尼茨 、康德等德国哲

学家的思想成果 ,建立了容本体论 、认识论 、逻辑学为一体的阐发概念辩证法的庞大思辨哲学体系 ,而且

还把他的概念辩证法广泛地应用于审视自然 、社会和精神各个领域 ,构建了自己的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 、

历史哲学 、法哲学 、艺术哲学 、宗教哲学等应用哲学体系 ,成为集基础哲学和应用哲学丰硕成果于一身的

伟大哲学家 ,黑格尔明确地把他的历史哲学 、法哲学等称为“应用逻辑学”[ 3](第 2 页)。

历史哲学是近代率先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于 1765年写了一篇题

为《历史哲学》的论文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因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 ,被

后人看做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关于理性支配人类历史的思想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创立准备了温

床。黑格尔《历史哲学》阐述的历史辩证法等对历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

学家基佐 、梯叶里 、米涅对阶级斗争及其经济根源的猜测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对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和动力的探讨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 ,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 、分工的经济价值及历史作

用的分析 ,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剖析等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 ,创立唯物史

观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

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是近代哲学家关注的焦点 ,探讨国家和法的起源及性质与职能的自然法学说 、社

会契约论 、国家分权理论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人权理论是近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主要内容。直接参加

这些哲学问题讨论的有英国的霍布斯 、洛克 ,荷兰的格老秀斯 、斯宾诺莎 ,法国的孟德斯鸠 、伏尔泰 、卢

梭 、狄德罗 ,德国的康德 、黑格尔等 。

经济哲学在近代也已经发源 ,出现了在知识结构方面同时精通哲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家 。如洛

克 、休谟 、孟德斯鸠 、卢梭 、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是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 ,而配弟 、魁奈 、斯密 、马尔萨斯是经

济学家又是哲学家 ,重农学派还自称为“经济哲学”派 。道德哲学 、艺术哲学 、宗教哲学在近代更是得到

了广泛的讨论。在道德哲学方面出现了以机械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效果论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动机论的对

立。在艺术哲学方面 ,德国文化界对它的探讨尤为突出 ,不仅有康德 、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写作了

研究艺术哲学(美学)的专著 ,而且德国启蒙文学家莱辛 、赫尔德 、席勒 、歌德 、海涅等都对艺术哲学(美

学)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在宗教哲学方面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使近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要表

达自己的宗教观 。对待宗教神学 ,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哲学家有的持肯定态度(如贝克莱),有的持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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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如休谟),有的持矛盾态度(如康德)。而唯物主义哲学家有的提出自然神论 ,更多的则对它持直接

的否定和批判态度 ,其中以 18世纪法国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霍尔巴赫 , 19世纪德国人本学唯物主

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最为突出。霍尔巴赫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宗教的起源 、本质及作

用 ,当时具有反封建 、反对宗教神学统治的进步意义 ,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 、反对邪教也

具有参考价值。

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本学唯物主义 。他恢复了唯物主

义的权威 ,但停留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态 ,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 。以黑格尔派的解体 ,青年黑

格尔运动和费尔巴哈哲学及其局限为标志 ,德国古典哲学走向了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近代哲

学 ,也就是马克思以前的整个旧哲学的完成。

二 、西方哲学的分化与应用哲学学科的全面兴起

19世纪中期 ,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西方哲学发生了分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

历史舞台 ,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

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 ,但它本质上是对西方近代

资产阶级哲学的否定和超越 ,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 ,不属于一般意

义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范畴 。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是指从 19世纪 40年代至当代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行的

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 。

现代西方哲学学派林立。从总的倾向来看 ,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思潮”
[ 4]
(第 29 页):第一种是

传统思辨唯心主义或宗教哲学在新形势下的复活 ,如新康德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等 。它

们兴起和流行于 19世纪末期和 20世纪初期 ,后来逐渐失势 ,不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但是 ,它们

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 、法哲学 、道德哲学等应用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

第二种是科学主义思潮。由孔德创立 ,穆勒和斯宾塞为追随者的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

潮的开端 ,随后相继产生和流传的科学主义思潮有新实在主义 、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

义(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 、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贯穿科学主义思潮

的基本线索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现代西方的影响非常广泛 。从应用哲学角度看 ,科学主义思潮中

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最突出。分析哲学是 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中持续时间最长 、影响范围最广的

思潮 ,以至有人把分析哲学影响下的 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 。分析哲学的方法不仅应用于对语言的

逻辑分析 ,而且广泛应用于对历史 、伦理 、法律和社会等问题的研究 ,产生了分析主义历史哲学 、分析主

义伦理学 、分析主义法学 、分析主义社会学等 。科学哲学也是从分析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是

分析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科学哲学不仅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而且对当代社会

科学 ,特别是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库恩的科学范式及其转换理论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

究纲领的方法论倍受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青睐。

第三种是人本主义思潮。人本主义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主流思潮之一。人本主义强调人是全部哲学

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 ,并着重考察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状态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西方传统文化中

的理性主义 ,宣扬非理性主义 。故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也称为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 。从应

用哲学的视角看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精神哲学和人生哲学中的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意志主义者

叔本华和尼采主张意志高于理性 ,是世界的本体和本质 。叔本华把“生命意志” 、尼采把“权力意志”看做

是支配人的思想和行动以至一切生物和其它事物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人生哲学方面 ,叔本华认为被生

命意志支配的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 ,宣扬悲观主义人生观。尼采提出“上帝死了” ,要“重新估价一切价

值” ,人类文明日益堕落 ,只有依靠作为“权力意志”最高体现的“超人”才能挽救人类。19 世纪末 20世

纪初 ,西方哲学转向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分析 ,特别是转向对个体主观精神世界的非理性领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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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使心理学等脱离传统哲学的怀抱而成为独立学科并反过来促进了哲学研究的进展 ,弗洛伊德主义就

是代表。弗洛伊德应用他的无意识和人格结构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历史 ,给现代

西方文化发展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赖希 、马尔库塞 、弗洛姆等)

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提出“批判的社会理论”来分析批判现实社会 ,他们自称为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与弗洛伊德主义具有同样甚至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是非理性主义

思潮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人的存在问题 ,又把人的存在问题归结为个体存在问题 ,

进而把个体存在归结为孤独 、苦闷 、焦虑 、畏惧 、厌烦 、忧郁 、绝望等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萨特等还以这种

存在主义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提出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萨特把存在主义哲学大量以

小说 、剧本等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使存在主义的影响从学者层广泛地扩大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精

神生活之中 ,产生了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教育学 、存在主义法学 、存在主义美学 、存在主义心理学等

社会思潮以及这些影响下的社会运动。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主流思潮的分野和对立 ,反映了西方传统价值体系崩溃以后人的精神生

活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分裂 ,从根本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看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总体上都失之偏

颇。但是 ,科学主义吸取了现代科学 ,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数理逻辑研究的新成果 ,在研究语言 、逻辑和科

学发展规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提出了不少合理见解。人本主义也吸取了现代科学 ,特别是生

物学 、心理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在研究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揭露现代西方社会的

矛盾和弊病等方面有可取或可鉴之处。从应用哲学视角来看 ,不仅科学主义对语言哲学 、科学哲学 ,人

本主义对精神哲学 、人生哲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而且二者都对社会哲学 、文化哲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社会哲学而言 ,实证主义的创立者孔德把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的创始

人 ,实证主义者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庸俗化 ,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主要流派

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哲学的主要代表;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杜尔

克姆的“集体表象”社会学 ,还有现象社会学 、结构功能主义 、冲突论 、社会交换论 、符号相互作用论等社

会学理论都有它们的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或别的哲学思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就文化哲学而言 ,

它与人本主义有天然的联系 ,但文化哲学也并不是与科学主义无缘 ,如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

构人类学就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重要流派 。而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和

《符号形式的哲学》被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专著 ,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 、符号的动物 ,即

能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及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时期是应用哲学学科全面兴起的时期。除了上述的语言哲学 、科学哲学 、精神哲

学 、人生哲学 、社会哲学 、文化哲学以外 ,教育哲学 、技术哲学 、管理哲学 、经济哲学等新兴应用哲学学科

都蓬勃兴起。德国哲学家罗森克 1848年所著《教育学体系》一书由美国教育家布莱克译为英文时更名

为《教育哲学》。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是教育哲学的奠基人 ,在他的影响下美国产生了进步主义和改

造主义两个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学派 。后来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现的还有要素主义 、分析主义 、存在主义 、

新托马斯主义 、行为主义 、结构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厄 ·卡普的《技术哲学纲

要》的出版是“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德国工程师埃 ·希默和弗·

迪索尔分别于 1913和 1927年出版技术哲学专著。20世纪 50年代以来 ,技术哲学研究在欧美迅速展

开 ,1966年在美国召开了“技术与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并出版了《面向技术哲学》的论文集 ,后来又

多次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召开类似的讨论会 ,并创办了《哲学与技术研究》年鉴 。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

父”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提出了“管理哲学”的概念 , 1923年伦敦出版了第一本以管理哲学命名的

著作 ———谢尔登的《管理哲学》 。战后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 ,在行为科学继续发展的同时 ,出现管理理论

“丛林” 。而以梅奥的“人群关系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西蒙的“管理决策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

潮成为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主流。20世纪经济哲学在西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实证主义和科学哲

学影响下 ,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 、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的主要论题 。1962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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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的《经济哲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的产生 。此外 ,

历史哲学 、政治哲学 、法哲学 、道德哲学 、艺术哲学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三 、当代西方哲学“兴奋点”的转移与应用哲学的突出特征

当代西方哲学的“兴奋点”已经发生战略转移 ,关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 、走向应用哲学已成为哲学

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西方对应用哲学强调的突出特点是:应用哲学是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

重要问题予以一定的哲学分析和思考。它坚持根据在引发问题或解决矛盾的具体环境中 ,提出处理问

题或矛盾的具体方法 ,而不是从具体问题或矛盾中抽象成观念的东西 ,坚决主张从事实开始 。因此 ,在

欧美成立了 “应用哲学研究所” 、“应用哲学协会”等研究机构 , 并创办了 “国际应用哲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hi losophy)。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设立了“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学

中心” 。在当代西方出现了冠以应用哲学之名的学术专著。例如 ,美国鲍灵格大学哲学教授卡茨纳所著

的《应用哲学》、英国学者马尔克伊所著的《应用哲学与哲学的实践》等著作 ,表明美国和英国哲学家“倾

向于更多地注意`应用哲学' ” 。1998年 ,美国哲学家黎曼教授在其主编的《哲学的未来》文集中 ,发表了

《世纪之交的应用哲学》一文。卡茨纳在《应用哲学》中说 ,20世纪后 30年 ,在英美哲学家的任务构想中

可看出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它随着规范伦理学的“重新发现”而开始的 。在教学和研究中 ,哲学家们开始

注意到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面临着个人道德问题 ,通过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发展极大地加强

了它的社会意义 。今天 ,我们可看到 ,哲学家们不仅研究 ,而且教授有关商业伦理学 、医学伦理 、环境伦

理学等等 。然而这一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学院派哲学的狭隘领域 ,哲学家们通过建立“智囊团” ,从而展开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辩论和反复验证 ,试图在制定和颁布政策的团体运动之前 ,对其予以积极主动的影

响。与此同时 ,他们还在各个领域向政策决策机构进言。刘放桐教授在《求是》2002年第 2期发表的

《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 ,在一定意义上 ,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转

向是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近年来 ,西方哲学界重新响起了转向现实生活的呼声 。除了一般的哲

学研究越来越转向现实问题外 ,过去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的应用哲学也越来越引起哲学家的注意 ,社会哲

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法哲学 、道德哲学 、经济哲学 、技术哲学等等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

的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各派哲学在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中也越来越注重它

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傅有德教授在《世界哲学》2004年第 1期发表的《第 21届世界哲学大会及其

动向》一文中指出 ,2003年 8月 10日至 1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21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呈现

了“纯哲学相对冷落 ,应用哲学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面对世界问题的哲学” 。“大会给

人的一个印象是 ,传统的纯哲学如形而上学 、逻辑学 、知识论有萎缩之势 ,相比之下 ,政治哲学 、伦理学 、

宗教哲学 、文化哲学 、科学哲学等应用哲学则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据粗略统计 ,大会期间举行的纯

哲学报告会(session)包括:形而上学 4次 ,逻辑与逻辑哲学 4次 ,哲学解释学 2 次 ,语言哲学 5次 ,现象

学 3次;而应用哲学的会议次数明显多于纯哲学:政治与社会哲学 19次 ,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 16次 ,宗

教哲学 8次 ,文化哲学 8次 ,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 6次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1世纪世界哲

学发展的走向。西方学者认为 ,所谓应用哲学家 ,就是以哲学技能和哲学背景知识向决策者提供做出决

定的依据或理由的学者。他们认为 ,应用哲学家始终要考虑和认识作为一个智囊团顾问的作用 ,要思考

着具体问题并向决策者提供建议 ,而不是自己要成为一个决策者 ,同时也远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

王。所以 ,在西方学者看来 ,应用哲学的本质功能 ,就在于寻求于纯哲学和做出决策之间架设桥梁 ,这对

于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人来说 ,正是哲学与他们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之间的“空地” 。他们认为 ,要填补这

块“空地” ,首先 ,要具有哲学探究及其应用技能的前提;其次 ,要求将从事哲学探究的基本技能应有到自

己的专业和个人生活所遇到的问题上;再次 ,在哲学探求上要有一定的新信息量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推理

技能 。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前提和技能 ,方可做好填补“空白”的工作 。因此 ,在西方有些学者认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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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格的应用哲学家 ,既能从概念逻辑上分析和处理复杂的具体观点 ,识别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 ,又

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和症状所采取的方法 ,并能通过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把这些方法传导给其他人。

西方哲学史上应用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给我们许多启示 ,其中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对我国当前的应用

哲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 ,学术界至今对应用哲学能否成立及如何深化应用哲学研究等问题 ,还是

见仁见智。笔者以为 ,反思应用哲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虽有必要 ,但既然应用哲学在哲学史上早以存

在 ,就应该在如何深化应用哲学研究上多下功夫 ,其研究途径也是多方面的 ,探讨中外哲学的应用哲学

传统及其与基础哲学的互动就是深化应用哲学研究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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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tism and Humanism a re dual t rend of thought o f present-day Western philosophy.

Although the thoughts are inco rrect ideas in to tality , ye t the thoughts contain some correct view

because bo th abso rb new achievements of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If w e analy ze the thoughts f rom

ang le of Applied Philosophy , we find that Scientism deeply studies on the philo 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phi losophy of science as well as Humanism deeply studies on the philo sophy of mind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Both exert a great inf 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 f subjects of Applied Philo sophy

such a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 ry and the phi losophy of society and the philo sophy o f cul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 ion and the philo sophy of technique and the philo sophy of manage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y and the philo sophy of law and so on.T here is both the value of reference at

present for our country deepens the re sea rch of Applied Philosophy and advance philo sophical

flo u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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