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工作简报第四期 
 

一、学术讲座........................................................................................ 3 

1.赫费教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专题讲座............................................. 3 

2.学以成人——“世界哲学月”系列讲座............................................. 5 

3.逻辑学报告：分享八卦时，我们能够/应该多聪明？ ................ 11 

4.逻辑与哲学：悖论系列讲座........................................................... 11 

5.京师外哲讲坛................................................................................... 12 

6.希腊自然哲学系列报告................................................................... 13 

7.京师美学讲坛 ：德国哲学名家系列讲座..................................... 14 

8.邓晓芒哲学人类学系列讲座........................................................... 14 

9.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先行讲座：康德哲学在历史和当代的意义

...................................................................................................................... 17 

10.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后续讲座................................................. 18 

11.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from Working Mathematics ——

How Practice Produces Ontology and Foundations............................ 18 

12.哲学史的哲学：经院哲学的哲学史观......................................... 20 

13.《判断力批判》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21 

13.人工智能会取代数学家吗？......................................................... 21 

14.京师亚洲心灵哲学系列讲座......................................................... 21 

15.京师伦理学讲座（4）................................................................... 22 

16.德国哲学家系列讲座..................................................................... 24 

17.京师美学讲坛................................................................................. 25 

二、学术会议...................................................................................... 26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

设研究”开题报告会.................................................................................... 26 



 

 2 / 35 
 

2.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

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27 

3.第三届京师分析哲学工作坊........................................................... 28 

4.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差异与统一........................................... 30 

5.中波应用逻辑研讨会....................................................................... 31 

6.第三届京师康德工作坊................................................................... 33 

7.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高端论坛....................................................... 34 

三、科研成果...................................................................................... 35 

 

  



 

 3 / 35 
 

一、学术讲座 

1.赫费教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专题讲座 

2017 年 10 月 12 日、16 日、17 日和 2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

中心、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和古典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专题讲

座”，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809 教室与教八 404 教室成功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

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田书峰博士有幸邀请到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德堡科

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委员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教授主讲亚里士

多德伦理学。 

 

本次讲座以文本阅读与讨论的形式展开，共分为四场，分别为亚里士多德的行动理论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Action）、好的生活：幸福（Good Life: Eudaimonia）、正义与

友谊（Justice and Friendship）和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反对一种随意的选择（Aristotle or 

Kant: Against a Plane Alternative）。 

在第一讲中，赫费教授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行为理论。首先，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欲求进

行了说明，指出在人这里，欲求引起行动，而且在伦理生活中，我们所欲求的目的不是一个

外在的目的而是活动本身。因为在行为中，人的选择更加值得注意，更能表现人所具有的品

质。所以，赫费教授接着讨论了选择概念。选择是通过考虑决定的欲求，它包括意愿和认知

两个层面，理智德性明智确保选择的正确。赫费教授提醒我们区分关于明智的理论和明智的

实现这个问题的不同。最后，分析了不能自制的问题。在第二讲中，赫费教授把对“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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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讨论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进行了定义，首先讨论了快乐的、

政治的和沉思的三种生活方式，指出只有后两种才算的上是幸福生活，其次批评了柏拉图的

善理念，之后讨论了最高的目的，最后是人的自我实现；第二部分讨论好人的德性，分析了

何为“中道”。在第三讲中，赫费教授认为康德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亚里士多德的伦

理学是普遍性的；两者看似不同的地方，康德也在自己的道德哲学中进行了拓展等。在第四

讲中，赫费教授对“正义和友爱”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描述了正义的性质和分类，

指出正义区别于慷慨和大方的地方在于如果欠了某个东西，便会有强制性的特许权利介入；

接着，讨论了沉思的生活抑或政治的生活哪一个是好的生活？指出两种生活的关系是“……

或……”；最后，讨论了友爱和好生活的其它条件。 

 

 

在每场讲座的讨论环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进行了踊跃的提问，与赫费教授关于讲座

的内容进行了充分地交流与探讨。此次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专题讲座吸引了大量校内外人士参

与，赫费教授平易近人、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演讲给广大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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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以成人——“世界哲学月”系列讲座 

为加强学术交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庆祝 2018 年“世界哲学大会”将首次在中国举

办，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哲学日”的启发，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5 日在主楼

A805，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

究中心联合举办了 2017“世界哲学月”系列讲座。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吉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 10 位著名学者，为我院师生及校内外

哲学爱好者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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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9 日晚 6 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2017“世界哲

学月”开幕讲座如期于主楼 A805 隆重举行。在题为“哲学与人生”的开幕讲座中，北京外

国语大学韩震教授讲述了自己对于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对学习方法的体悟，指出哲

学本质上是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活动。 

 

2017 年 11 月 14 晚 6 点，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 A805 举办了题为“无的发现---从政

治世界到天下万物”讲座。在讲座中，北京大学的王博教授借助老庄经典文本对“无”的发

现进行解读，他认为无是老子在政治世界中发现的，正是基于对当时政治情形的反思，才使

得他提出了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全新的地标的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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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的讲座中，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以“哲学是思想的事情，

思想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入题，结合我们当今时代的现状，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开

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讲述了他对于哲学与我们时代联系的理解。 

 

 

 

 

在题为“启蒙的自我调适与困境”的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由启蒙在二十世

纪以来在中西遭遇的困境入题，提出与启蒙有关的两个问题，并通过阐释康德与黑格尔的启

蒙思想，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迪引出了对虚无主义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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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制度规则与道德义务”的讲座中，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

角度来阐释道德服从规则的原因，把制度规则的解释和个人行为的解释分开，用后果主义对

制度规则进行解释，用公平原则对个人行为进行解释。 

 

在题为“政治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讲座中，北京师范大学晏辉教授以

“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社会”为切入点，从技术主义层面和本质主义层面分析了“政治”

的内涵，并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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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孟子的人性论研究：分歧与方法”的讲座中，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着重讨

论了孟子人性说的启示，并以牟宗三先生和安乐哲先生对人性的解读为例，提出人之初性更

接近于人类本然之性，人的常性则接近于人类习惯之性。 

 

在题为“从文化的价值维度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建构”的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郝立

新教授谈到“当代价值观念”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包括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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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等，并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的着力

点在于价值观建设。 

 

在题为“大数据个性化知识的特征及其价值”的讲座中，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提出

“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观点，打破了知识普遍性的神话，并为我们介绍了个性化知识具

体性、个人性、强有效性和实用性以及不确定性四大特征。 

 

在闭幕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作了题为“从‘学以成人’看中国当下哲学研究

现状”的讲座，他从对“学以成人”的四种误读入手，层层澄清其真正含义，并根据当代中

国哲学的研究困境，对研究的出路和前景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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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个月的讲座，为青年学生与专家学者面对面探讨提供了高质量的对话平台，为学

生开阔学术视野、凝练问题意识、探索更科学的学习方法创造了宝贵的契机，对于加强我院

学术交流、丰富教育教学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3.逻辑学报告：分享八卦时，我们能够/应该多聪明？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和计算研

究所 Malvin Gattinger 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周一） 16:00-18:00 在主楼 A805，做了题

为“分享八卦时，我们能够/应该多聪明？”的报告。动态八卦问题是经典电话问题的推广：

假定你和你的朋友们各自有一个秘密；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通电话，你们都会告诉对方你们所

知道的所有事情；开始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所有人的电话号码，但通过通话，你们能够

知道新的电话号码。在什么条件下所有人会知道所有的秘密？在什么情况下通话应该得到允

许？如何避免没用的通话？我们能用认知逻辑改进这些规则吗？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协议适

用于所有的情况？本报告首先介绍动态八卦问题，之后在协议的认知强化方面，提出一些新

的想法。本研究与 Hans van Ditmarsch, Louwe B. Kuijer 和 Pere Pardo 合作完成。 

 

 

4.逻辑与哲学：悖论系列讲座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9 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文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美

国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台湾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王文方教授作了逻辑

与哲学：悖论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共有三场：11 月 7 日在主楼 A802 举办了题为“堆垛

悖论和三值多元主义”的讲座，在讲座中，王文方教授说明了何为堆垛悖论，简略检验现有

解决该悖论的理论，然后说明对于该悖论的解决方案。最后提出一个三值多元主义的解决方

案。11 月 8 日在主楼 A802 举办了题为“语义悖论、哥德尔对角化引理和塔斯基不可定义性

定理”的讲座，在该讲座中王文方教授说明了语义悖论的几个基本型态、哥德尔对角化引理

及塔斯基不可定义性定理的内容与成立条件，其次说明了后两者与语义悖论之间的关联。最

后批评了一个常见但不可信的解悖途径。在 11 月 9 日，在教四楼 409，王文方教授作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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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怀疑论解悖：多途径方案 vs 单一途径方案”讲座，在该讲座中王文方教授说明了当代怀

疑论的一个主要论证，并说明了解决该论证的单一途径相关选项理论(relevant alternative 

theories)。然后，说明了 Holliday 对单一途径相关选项理论的批评，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多

途径的相关选项理论。最后，批评了 Holliday 的多途径相关选项理论，并提出一个新的单

一途径相关选项理论。 

5.京师外哲讲坛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午，邀

请邱宗仁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 B805 教室举办了题为“让哲学走出象牙塔”

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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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腊自然哲学系列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哲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9 日，邀请弗兰斯·德·哈斯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 B805

教室举办了题为“德米修斯对灵魂的理解”和“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研究”的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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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京师美学讲坛 ：德国哲学名家系列讲座 

 

11 月 19 日晚 7 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舒远招教授在北京

师范大学前主楼 A809 做了题为“如何理解康德美学中的形式主义？”的讲座。 

 

8.邓晓芒哲学人类学系列讲座 

11 月 20 日至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华中科技大学

邓晓芒教授来我院开展为期四天的系列讲座。此次系列讲座主要是基于邓晓芒教授即将出版

的《哲学起步》（商务印书馆，2017 年 11 月）进行展开。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人猿之别

新论、语言的起源新论、意识和精神的起源新论以及自由的起源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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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讲中，邓晓芒教授对人的本质、人的起源或者说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进行追问。

他首先梳理、回顾了在人类历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最开始外形上的区分到后来提出人

是“有理性的”、“社会性的”动物，但是这些都没有探讨人类是从哪里发展而来，直到后来

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人本身”、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珍妮·古道等的回答才开始接

触到问题的核心。在对这些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邓老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人是制造、

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根据这一定义，就可以把所有的解释统一起来。 

 

首先，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使得人和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正是因为

人制造工具，将工具看作是自身延长的肢体，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人和自然之间

实现了沟通。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将工具的范围限定为单一的个体，而是将它延伸到整个自

然界，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工具，都是人身体的延长；同时，也正因为要使用和携带工具，

人才能够直立行走，从而和动物区别开来。其次，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就

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语言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符

号。而工具是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直接性的东西，它其实也可以被看视为一种符号。这种制

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也就是人初步使用理性能力的表现，这种符号思维的产生就为语言的

诞生提供了基本条件；再次，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就为人类意识和精神的起

源提供根据。邓老师沿用前人对意识和精神的划分，主要分为知、情、意三部分。原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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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它们的工具迁徙，1）对其有一定的认识（知），2）对自己的劳动活动有强烈的目的性

意识（意），3）对工具的情感意识（情）。这就使得知、情、意三者在人类制造、使用和携

带工具的劳动过程中统一起来；最后，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包含着人类自由起

源的根芽。人类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自由的，而携带工具要求人多余的体力和注意

力，并且也需要克服饥饿、劳累等困难，这就需要一种想象力、或者意志力，为了一般目的

的可能性，使人行为的目的性大大提高。劳动中的这种计划性，使人暂时的克制自己的欲望，

为将来着想。这样一种远见、预见性正是人远远高出于动物的地方。同时，既然人为了更多

的感性欲望可以暂时摆脱欲望，那么就可以为了超感性的欲望摆脱感性欲望，超越感性欲望，

这样自由就在劳动中萌芽。 

 

邓老师就以“人是制作、使用、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重新解答了人猿之别、语言

的起源、意识和精神的起源以及自由的起源等问题。邓老师的解答引发了大家很多的思考，

在互动交流环节大家积极地提出问题，参与讨论。至此，邓晓芒哲学人类学系列讲座成功举

办，顺利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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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先行讲座：康德哲学在历史和当代

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学与美育中心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邀请邓晓芒教授、Prof.Heiner F. Klemme 在京师大厦二层多功能

报告厅举办了主题为：康德哲学在历史和当代的意义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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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后续讲座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学与美育中心于 2017年 11月 30日，

邀请 Ina Goy、Manja Kisner、Christian Helmut Wenzel 在主楼 A809 举办了第二届京师

康德工作坊后续讲座。 

1.Ina Goy(Senior lecturer，University of Tuebingen): Kant on preformation and 

epigenesis    

图宾根大学高级讲师  康德论先成论和后成论 

11 月 30 日 15:00-16:00 主楼 A809 

  

2.Manja Kisner (Lecturer，LMU München) From affection to emotion: Kant, Fichte 

and Schopenhauer on the concept of feeling  

慕尼黑大学讲师   从激情到情感：康德、费希特和叔本华论感情 

11 月 30 日 16:00-17:00 主楼 A809 

  

3.Christian Helmut Wenzel：Kant on Morality and Aesthetics  

台湾大学 教授  康德论道德和美 

11 月 30 日 15:30-17:30    中国人民大学 

 

11.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from Working 

Mathematics ——How Practice Produces Ontology and 

Foundations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29

日，邀请 Colin McLarty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四 207 举办了题为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from Working Mathematics ——How Practice Produces 

Ontology and Foundations 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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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哲学史的哲学：经院哲学的哲学史观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邀请尤煌

傑教授在主楼 A802举办了题为“哲学史的哲学：经院哲学的哲学史观”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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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判断力批判》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12 月 18 日 15:00-17:00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李秋零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 A805 做了题为“《判断力批判》是一部什么样

的书？”的讲座。 

13.人工智能会取代数学家吗？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杨跃教授于 12

月 21 日 16：00—18：00 在哲学学院  主楼 A805 做了题为“人工智能会取代数学家吗？” 

的讲座。 

14.京师亚洲心灵哲学系列讲座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邀请

刘全坤教授于 12 月 25 日—12 月 28 日，在主楼 A809 和 B805 举办了以“东亚

心灵哲学：如何理解并将其应用于未来生活”为主题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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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京师伦理学讲座（4）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邀请

李晨阳教授于 12 月 26 日，在主楼 A805 举办了以“儒家孝伦理新论”为主题的

讲座。 



 

 23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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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德国哲学家系列讲座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邀请

黄裕生教授于 12 月 27 日，在主楼 A805 举办了以“自由意志的出场与伦理学基

础的更替”为主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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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京师美学讲坛 

北京师范大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邀请

牛宏宝教授于 12 月 28 日，在主楼 A805 举办了以“印象派和视觉现代性”为主

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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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会议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

文化建设研究”开题报告会 

2017 年 11 月 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美学研究所所长刘

成纪教授主持召开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设研

究”开题报告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第五会议室成功举办。参加本次开题报告会的人

员除首席专家刘成纪教授及其课题团队外，还有幸邀请到了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社科处王彦副

处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韦蔚书记、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田晓刚副处长，北京大学资深教

授叶朗先生、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先生、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法先生、北京大学资深教

授朱良志先生等专家学者，以及《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和《中国艺术报》的媒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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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

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11 月 18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

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该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

家、学者欢聚一堂，以“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内地与海外视角的对照与呼应”为主

题，紧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发表高见。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兼副主席、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

会主席杜维明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国际儒联副主席安乐哲（Roger T.Ames）

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刘笑敢主持，并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

聘教授倪培民一同做出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韩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

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罗传芳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杨春梅教授、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赵法生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共十位特邀嘉宾就主题演讲的内容进行提问与探讨。北

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韦蔚出席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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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届京师分析哲学工作坊 

11 月 25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809 室举行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

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京师分析哲学工作坊活动。本届的主题为“知觉，语言，知识”，

共有来自校内外的十五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在本次工作坊的活动中作了相关学术报告。 

 

本次学术活动为期一天，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叶峰教授做

了题目为“Studies in No-self Physicalism”的报告，他不仅要为物理主义的世界观进行辩

护，进一步地他还在此基础上强调这样的物理主义是无我的，即要取消主体性特征。来自中

国人民大学的韩东晖教授所做的报告题目为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践言意义”，

他主张批判哲学是由规范性语句及基阐释构成的，具有践言意义，而非断言意义。来在山东

大学的王华平教授做了题目为“道德判断与双过程理论”的报告，他主张道德判断与驱动有

着密切联系，从而支持一种经他改进后的双过程理论，并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明理性与激

情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部分，北京师范大学的江怡教授的报告题目为“Wittgenstein on the Bounds of 

Language”，他从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考察了语言与实在世界、思想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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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张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前后两期都存在着语言为世界与思想划界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

的李红教授的题目为“分析的实用主义如何可能？”她主要是以塞拉斯与布兰顿的哲学文本

为依据，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路径，对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双向构建的工作。来自

华东师范大学的徐竹副教授做了题为“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塞拉斯论先天综合”的报告，

在自然主义的哲学视域中对规范性做出了新颖的研究。 

在第三部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的李剑老师做了题目为“残疾与正义：残疾与能

力理论中的残疾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残疾问题做出了清晰的阐释与研究。来自首都

师范大学的梅剑华副教授的报告题为“Intuitions or Reason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ory of Reference”,对在当前分析哲学中的新潮流“实验哲学”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批

评，他主张实验哲学家应该设计实验来检测人们关于选择的理由而不是人们的直觉。北京师

范大学的刘玲博士后做了题为“注意与表征主义”的报告，重点讨论了哲学家 Ned Block 对

表征主义提出的质疑。 

在第四部分，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麒麟博士的题目为“True Beliefs, Epistemic Safety and 

the Williamsonian Mental State of Knowing”, 重点讨论了哲学家 Williamson 关于知识的

定义，并为之辩护。北京师范大学的代海强研究员的题目为” Is a Private Language 

Possible?”，他主张维特根斯坦过分强调了心理活动的公共判据，并主张私人语言存在着可

能性，但是同时也可以被公共语言所替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唐热风教授做了题为“A 

Disjunctivist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的报告，她主张一种关于知识的析取论立场，

并重点考察了关于 Paul Snowdon 与 John McDowell 两位哲学家关于析取论的不同刻画。 

在第五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黄原所做报告题为“知觉表征论的难题“，他

主张表征理论在面对反转地球思想实验时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应，从而转向另一种合理理

论即弱意向论。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尹文奇与祁伟分别做了题为“基于身体性自我知识的

非概念论辩护路径”与“概念论与指示词策略”的报告，分别从自我知识与概念能力切入了

知觉哲学中的概念论与非概念论之争。 

本次工作坊的活动吸引了北京各大高校及部分京外高校的研究生，参会听众逾百人，大

大超过了前两届的规模。在报告间歇，参会的专家们同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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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差异与统一 

11 月 29 日-20，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809 室举行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

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京师康德工作坊：差异与统一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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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波应用逻辑研讨会 

2017 年 12 月 9 日和 10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809 举行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波应用逻辑研讨会，其目标是推动中国和波兰的逻辑学研

究者之间的互动，主题是道义逻辑和其它哲学逻辑。中波应用逻辑研讨会受北京师范大学哲

学学院、John Paul I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和波兰驻中国大使馆支持。 

日程： 

  

9th December 2017 

  

8:45-9:00 Opening 

9:00-9:45 Lecture 

Nana Cui: Dependence in group agency 

9:45-10:00 Tea break 

10:00-10:45 Lecture 

Huimin Dong: Permission in Ceteris Paribus reasoning 

10:45-11:00 Tea break 

11:00-11:45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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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an He: A study on graph theory properties through hybrid graph 

logic 

11:45-14:00 Lunch 

14:00-14:45 Lecture 

Tomasz Jarmużek: Tableau metatheory for relating logics – application to 

deontic and epistemic cases 

14:45-15:00 Tea break 

15:00-15:45 Lecture 

Fengkui Ju: A dynamic formalization of conditional duties 

15:45-16:00 Tea break 

16:00-16:45 Lecture 

Piotr Kulicki: Developing normative systems with nC+ 

17:00-20:00 Dinner 

 

10th December 2017 

9:00-9:45 Lecture 1 

Yanjun Li: Strategically knowing how 

9:45-10:00 Tea break 

  

10:00-10:45 Lecture 

Sumin Xia: The pragmatic nature of deontic paradoxes 

10:45-11:00 Tea break 

11:00-11:45 Lecture 

Marek Piechowiak: A logical account of subjective norms 

11:45-14:00 Lunch 

14:00-14:45 Lecture 

Andrzej Pietruszczak & Tomasz Jarmużek: Logic of Anselmian ontological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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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Tea break 

15:00-15:45 Lecture 

Xin Sun: Quantum imperative logic 

15:45-16:00 Tea break 

16:00-16:45 Lecture 

Fenrong Liu: What would a group tend to believe? 

16:45-17:00 Closing 

17:00-20:00 Dinner 

6.第三届京师康德工作坊 

2017 年 11 月 16 日在京师学堂举行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

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京师康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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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高端论坛 

12 月 1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

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哲学动态》编辑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联合协办

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高端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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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本论》及其手稿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三方面相

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科研成果 

1.吴向东. 开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0-26(007). 

2.张曙光.从“天下”到“天人”——兼论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7(11):46-

56. 

3.田书峰.斯多亚伦理学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吗?——从二者对εvδαιμο

νíα(幸福)的界定来看[J].伦理学研究,2017(06):50-56. 

4.周凡,牛世璇.走向一种批判的政治哲学——论米格勒·阿班枢对马克思早期民主思想

的解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69-75. 

5.刘成纪 .汉代地理图像与中国山水画之诞生 [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7(06):12-19. 

6.沈湘平.从使命高度理解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J].中国高校社会

科学,2017(06):23-27. 

7.江怡 .从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看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 [J].探索与争

鸣,2017(11):29-37+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