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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京师外国哲学讲座 

Time and Truth: The Presentism-Eternalism Debate 

主讲人：Prof. Tom Stoneham 

主持人：江怡教授 

时  间：2016年 3月 16日（周三）8:00—10:00 

地  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主楼 A802 

  

Introduction  

Tom Stoneham is th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York.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Ph.D.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5   On Knowing What I am Thinking 

M.Phil.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1   Externalism and First Person 

Authority 

B.A. (Oxford University) 1989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 

1st Class 

Current Post:  

Dean of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Vice Chancellor’s Office, 

University of York.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17th /18th Century British Philosophy (especially Berkeley and 

immaterialism) 

Philosophy of Mind: Self-Knowledg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Dreaming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and Time 

Service: 

Associate Editor of Mind, 2005-2015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2013 – present 

Publications:  

1、Berkeley’s World: An Examination of the Three Dialogues. Stoneham, 

T.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Causation and Modern Philosophy. Stoneham,T. (ed.) & Allen, K. M. 

(ed.) 2011 London: Routledge.  

3、Locke and Leibniz on Substance. Stoneham,T. (ed.) & Lodge, P. (ed.)  

2015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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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马哲讲坛《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主讲人：Norman Levine （诺曼·莱文） 

主持人：吴向东 教授 

  

讲座主题：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Karl Marx 

时    间：3月 18日周五 15:00 -17:30 

地    点：前主楼 A802 

  

主讲人简介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男，1931 年出生，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

曾先后在美国迪堡大学、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美

国纽约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现为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其多部著作

有中译本刊行，许多观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近年来，

受邀到我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等

科研院所开展学术交流。新著《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

尔》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京师外国哲学讲座成功举办 

2016 年 3 月 16 日上午 8 点至 10 点，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分析哲学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Time and Truth : The Prentism—

Eternalism Debate”讲座在主楼 A802 举行。本次讲座由 Prof .Tom Stoneham

主讲，江怡教授主持。来自本院的各年级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校外哲学爱好者参

与了本次讲座。 

Prof .Tom Stoneham 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Prof .Tom 

Stoneham 以一个问题引出报告的主旨：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中是否存在

形而上学的区别（metaphysical distinction ）？针对这个问题有 eternalism、

gradualism和 presentism 三种不同的观点。Prof .Tom Stoneham 旨在考察这三

种观点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一致。为了便于集中讨论，Prof .Tom Stoneham 只

比较了 eternalism 和 presentism 这两个观点。在第二部分中，Prof .Tom 

Stoneham从 Formulations of presentism、Serious tensism、Responses 这三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第三部分中，Prof .Tom Stoneham 从 New vocabulary、

Still needs tenseless predication、Special Relativity and ‘now’、Relation 

to truth、Truthmaker formulation 这几个方面进一步进行了探讨。 

Prof .Tom Stoneham 教授报告完后，江怡教授作了精彩点评。在接下来的

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Prof .Tom Stoneham 教授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4 

诺曼·莱文教授“京师马哲讲坛”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2016 年 3月 18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京师马哲讲坛”系列讲座在主楼 A802

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特别邀请到了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现菲尼克斯国际政

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诺曼·莱文教授做题为《列宁对恩格斯的借鉴》的专题讲座。

院长吴向东教授主持本次讲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鲁克俭教授、罗松涛副教

授参加。同时参与本次讲座的还有我院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同学，以及校内

外哲学爱好者。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教授曾先后在美国迪堡大学、马里兰大学巴

尔的摩分校、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美国纽约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现为菲尼克

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其多部著作有中译本刊行，许多观点在国内马克思

主义哲学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近年来，受邀到我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等科研院所开展学术交流。新著《不同的

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已经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次讲座的题目为《列宁对恩格斯的借鉴》，莱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与列宁

对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描述存在具体差异。讲座内容涉及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

一书中关于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观点，并将该观点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和《法兰西内战》（1871 年）中对此问题的相关描述进行对比。马克思希望保

留“市民社会”作为统治源泉的地位（统治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别）。而列宁

则落入了无政府主义和机械论的行为主义。同时，列宁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观点，

而是吸收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思想。就关于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观点而言，列宁

的思想依赖于恩格斯，而这正是列宁对恩格斯哲学的借鉴，同时也是恩格斯式列

宁主义的创立。 

在讲座进行过程中，莱文教授从马克思“市民社会”出发，阐述了正义、管

理机制、自由等相关问题，认为就“共产主义最高阶段”而言，恩格斯更多的吸

收和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中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思想。如果说马克思将

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合理社会的建制问题，那么恩格斯则更加侧重于从实际操作层

面探讨现实社会的运行问题，而列宁最终选择去吸收和借鉴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当然，放弃了“市民社会”的共产主义设想将不可避免的走向乌托邦的虚无状态，

这也是在研究“恩格斯式的列宁主义”问题上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讲座结束

前，同学们就列宁借鉴恩格斯的原因、“公正”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确切含义以及

空想社会主义在列宁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与莱文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 

 本次活动是我院独具特色的“京师马哲论坛”系列专题讲座，特别邀请到

了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教授，并就学

界热点前沿问题进行相关探讨。国际化的交流不仅开拓了我院师生的学术视野，

更大大促进了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着国际化、特色化、多元化的方向不断

迈进。同时，活动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社会不同领域的哲学爱好者，在传播知识、

思考交流的过程中扩大了我校哲学学科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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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铭教授“儒家荀学派‘中’的哲学”讲座成功举办 

2016年 3月 23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主办的“京

师伦理学讲座”在主楼 A805 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特别邀请了台湾政治大学文学

院刘又铭教授做题为《儒家荀学派‘中’的哲学》专题讲座。伦理学教研室贾新

奇教授担任本次讲座主持人。我院部分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其他哲学爱

好者也积极参与聆听本次讲座。 

刘又铭教授是台湾政治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

专长主要包括：中国哲学史、荀学哲学史、明清自然气本论、大学思想诠释史、

当代新荀学等。 

本次讲座题目为《儒家荀学派‘中’的哲学》，讲座伊始，刘又铭教授即表

示荀学哲学的普遍形式研究更符合现代民族心理倾向，其关于“中”的哲学中有

比孟学更壮阔的领域，十分重要。为了阐明这种观点，刘教授对比了儒家思想两

种对“中”的理解，其中孟学认为“中”是“体”也是“用”，“中”是本体的

发用，是本体展现的价值；荀学的“中”则很单纯，其具有潜在的价值倾向，不

是全体皆“中”，而是体用中隐藏着“中”的倾向。接下来刘教授提到《大学》

《中庸》完全可以从荀学的路径中去解释，特别是《中庸》中关于“率性之谓道”

的“率”以及“自明诚”等论断都可以在荀学中得到阐释，从而其主张将《中庸》

扭转变成荀学。 

在讲座的后半段，刘又铭教授提及当代新荀学关于“中”理解，认为荀子是

“权”而“中”，荀学一切都是用“权”，一开始到结束都是用“权”，其中的

“权”侧重于交流和对话，和哈贝马斯的交谈伦理学有相似之处。为了更好的让

大家理解荀学派“中”的思想，刘教授给在座师生推荐张雨生的《我期待》这首

歌，并认为歌词“前前后后迂迂回回地试探”是荀学的真品格的体现。 

在交流环节中，学院学生和老师就“荀学的性格”、是否《孟子》也有荀学

特征以及能否用荀学解释佛教“中观”思想等问题向刘教授提出疑问，刘教授一

一给予详尽的解答。最后，主持人贾新奇教授就刘佑铭教授整个讲座内容进行了

总结，认为刘教授新颖的观点十分具有启发性，并对刘教授的精彩讲演表示真挚

的感谢，希望日后能够有进一步交流机会。 

 

学术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 汉语哲学与神学工作坊（1） 

 

主 持 人：瞿旭彤（北京师范大学） 

   曾庆豹（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 

与会学者：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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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淳（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同济大学） 

罗松涛（北京师范大学） 

研读文本：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导论》 

（Martin Heidegger, Einleitung in die Phae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in:ders,Phaenomenologie des religioesenLebens, Gesamtausgabe 
60,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156）（或英译本） 

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楼八层 B805） 

时间：12月 5日（周六）全天 

    09：00——09：30自我介绍、会议宗旨与任务分工（曾庆豹、瞿旭彤） 

09：00——11：00§1-6（3-30）（领读：瞿旭彤） 

11：00——11：15茶歇 

11：15——12：45§7-10（31-54）（领读：胡继华） 

13：00——14：30午休 

14：30——16：00§11-16（55-74）（领读：林子淳） 

16：15——16：30茶歇 

16：30——18：00§17-22 （75-86）(领读：瞿旭彤） 

 

12月 6日（周日）上午 

09：00——10：30§23-26（87-105）（领读：林子淳） 

10：30——10：45茶歇 

10：45——12：15§27-33（106-125）（领读：曾庆豹） 

12：15——12：30总结与展望 

 

京师科学与人文论坛——东亚的智慧与传统（科学与宗

教专题系列） 

报 告 人：Prof. Kwon Jong Yoo（刘权钟） 

（韩国中央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主席） 

主 持 人：刘孝廷教授 

报告语言：英语、汉语 

报告题目及时间地点： 

 

1. 现代社会之对学问的要求(What’s the Present World asking Academy?) 

2014 年 11月 17 日（星期一），14:30，主楼 B805 

2. 向传统学问的现代学问的求爱(Contemporary studies’ Love Call to 

the Asian thoughts) 

2014 年 11月 18 日（星期二），14:30，主楼 A802 

3. 知识或者智慧？(Which do we have to look for, knowledge or wisdom?) 

2014 年 11月 19 日（星期三），8:30，主楼 A809 

4. 中国的传统学问之特征： 儒佛道(Characte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wi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2014 年 11月 19 日（星期三），14:30，主楼 A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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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儒家的智慧(Confucian Wisdom) 

2014 年 11月 21 日（星期五），14:30，主楼 A809 

6. 佛家的智慧(Buddhist Wisdom) 

2014 年 11月 24 日（星期一），14:30，主楼 B805 

7. 道家的智慧(Taoist Wisdom) 

2014 年 11月 25 日（星期二），14:30，主楼 A802 

8. 儒佛道的理解人间的新展望(New Perspectives on Our Living from the 

Thre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2014 年 11月 26 日（星期三），14:30，主楼 A809 

 

京师美学讲坛 

Aesthetic judgments and their Cultural Grounding.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Problem of Ascribing Aesthetic Concepts to 

Works of Art 

（审美判断及其文化根基——思考将审美概念归到艺术作品之上的问题） 

 

主讲人：Prof. Dr.Stefan Majetschak 

邀请人：周黄正蜜 博士 

讲座时间：2016.03.30 18:30 

讲座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主楼 A802 

讲座人介绍：Stefan Majetschak 教授是德国卡塞尔大学哲学系主任、艺术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ILWG）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

和艺术理论，其代表作为《路特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历程》、《美学导论》。 

 

科研成果 

[1]田海平.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6,(01):140-147+191. 

 

[2]晏辉.建构与践行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则:可能性及其限度[J].湖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1-6+160. 

 

[3] 李 晓 东 . 哲 学 ： 堕 入 凡 尘 还 是 回 到 人 间 ？ [N]. 中 国 教 育

报,2016-02-04(003). 

 

[4]晏辉.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J].中州学

刊,2016,(02):89-95. 

 

[5]田海平.前提批判:通往哲学的自由之境——孙正聿的哲学“四重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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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分析,2016,(01):181-195. 

 

[6]章伟文.和谐: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

究,2016,(01):76-84. 

 

[7]托马斯·麦格奈尔,朱会晖.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

究,2016,(01):101-110. 

 

[8]丹·布隆迪 ,罗松涛 .选择一种人格观念 [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

究,2016,(01):85-100. 

 

[9] 王 成 兵 .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研 究 的 三 条 路 径 [J]. 社 会 科 学 战

线,2016,(03):1-6. 

 

[10] 朱 会 晖 . 对 康 德 的 相 容 论 内 涵 的 再 思 考 [J]. 世 界 哲

学,2016,(02):69-75+160-161. 

 

[11]江怡.略论语言与价值的关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6,(02):103-107. 

 

[12]吴玉军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认同问题 [J].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2016,(02):8-15. 

 

[13] 李 景 林 . 庄 子 论 自 我 与 自 由 [J]. 当 代 中 国 价 值 观 研

究,2016,(02):58-67. 

 

[14]江怡.论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位置[J].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16,(03):6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