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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军 

性    别： 男 

籍    贯： 山东临沂市 

出生年月： 1958年6月 

职    称： 教 授 

学历与学位：  1978．10-1982．7     山东大学        哲学学士 

1983．9 -1986．7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硕士 

1995．9 -1998．12    山东大学         法学博士 

导  师 类 别：博士生导师 

任  职 单 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行  政 职 务：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院长通讯方式：E-mail:fuyj@sdu.edu.cn        电话：0531-88364055           传真：0531-88564672 

 

学术经历：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山东省外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高等学校学报理事会副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 

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2004） 

首 页  院 况简介  机构设置  专业简介  学术队伍  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  研究生教育  E n g l i s h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2006） 

英国巴斯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20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诠释学》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 

诠释学犹太宗教哲学 

近期主要论著目录   主要著作、译著（独著和第一作【译、校】者，1993—） 

傅永军（2009），《启蒙、批判诠释与宗教伦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傅永军（2007），《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傅永军（1998），《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济南：泰山出版社。 

傅永军、王元军、孙增霖（1997），《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  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

社。 

傅永军、贾福新（1995），《诗意的精神：黑格尔哲学概略》，济南：明天出版社。 

傅永军（1993），《灰色理论树上的常青藤：康德哲学巡览》，济南：明天出版社。 

傅永军、于健译（2002），《犹太教的本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傅永军、铁省林译（2009），《证据与信仰：十七世纪以来的哲学与宗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傅永军、刘岱译（2009），《超越启蒙——社会理论家的生活与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傅永军（2008），《形而上学及其任务：关于知识的范畴基础研究》【陶秀璈、朱红、杨东东译，傅永军 校】，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  主要著作、译著（合著、合译、参与，1993—） 

傅有德、傅永军等（2007），《犹太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赵明义主编（2001），《当代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的社会主义”撰稿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傅有德、傅永军等（1999），《现代犹太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宋全成、张志平、傅永军（1998），《现代性的踪迹：启蒙时期的社会政治哲学》，济南：泰山出版社。 

傅永军主编（1997），《著名思想家幽默趣谈》，济南：泰山出版社。 

涂纪亮、罗嘉昌编（1996），《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科学哲学卷）【“费耶阿本德”撰稿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谭鑫田、李武林主编（1993），《西方哲学范畴理论》【“康德的先验范畴理论”、“谢林的范畴理论”和“黑格尔的辨证范畴理

论”撰稿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主要论文（1997－） 

傅永军（2008），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东岳论丛》第六期，PP.154-162页。 



傅永军（2008），现代性与传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PP.8-15。 

傅永军（2008），“公共领域与合法性——简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PP.3-11。 

铁省林、傅永军（2008），“哈贝马斯晚期宗教思想论析”，《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PP.139-144。 

傅永军（2008），“现代性解义”，《中国诠释学》第五辑,山东人民出版社。PP.308-322。 

傅永军、汪迎东（200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山东社会科学》第1期，PP.5-9。 

傅永军（2007），“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PP.24-31。 

刘静、傅永军（200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再省思”，《中国诠释学》第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PP.168-205。 

杨东东、傅永军（2007），“马克思：在批判和诠释之间”，《中国诠释学》第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PP.206-223。 

傅永军（2006）“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文史哲》第1期，

PP.136-144。 

傅永军（2006），“传媒、公共领域与公众舆论”，《山东视听》第1期，PP.5-7。 

傅永军（2006），“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PP.40－

47。 

傅永军（2006）“‘Legitimacy’之诠证——兼论哈贝马斯重建的合法性理论的意义”，《中国诠释学》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

社），PP.171-181。 

傅永军（2005），“现代性、文化救赎与批判理论”，《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PP.30-35。 

傅永军（2005），“马尔库塞理性观简论”，《齐鲁学刊》第5期，PP.113-118。 

傅永军（2005），“新感性、新理性与解放之途——马尔库塞‘政治诗学’思想解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3期，PP.2

3-31。 

夏巍、傅永军（2005），“论康德的‘普遍历史的理念’”，《理论学刊》第8期，PP.62-66。 

傅永军（2004），“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文史哲》第2期，PP.17-18。 

傅永军、于健（2004），“在爱中接近上帝——利奥·拜克论犹太教的本质”，《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PP.9-13。 

傅永军、商祥江（200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析义” 《海大法学评论》2003卷（吉林大学出版社），PP.57-66。 

傅永军（2004），“大学的使命与教育理想”，《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PP.103-108。 

傅永军、姜宁（2004），“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学要义简析”，《中国诠释学》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PP.139-150。 

傅永军（2003）， “现代性、同一性逻辑与反犹主义”，《求是学刊》第3期，PP.22-24。 

傅永军（2003），“哈贝马斯论形而上学思维与后形而上学思维” ，《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PP.32-36。 

傅永军（200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PP.9-14。 

傅永军、陈治国（200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PP.255-258。 

傅永军、商祥江（2002），“现代性重建与后现代主义批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回应”，《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PP.9-

14。 

傅永军（2002），“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文史哲》第5期，PP.100-105。 



傅永军（2002），“利奥·拜克犹太宗教伦理观评议”，《当代宗教研究》第3期，PP.25-29。 

傅永军（2002），“神人契合与德性责任——利奥·拜克论犹太伦理意识的神学基础”，《宗教与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P

P.17-32。 

傅永军（2002），“‘野蛮的’现代性与反犹主义”，《犹太研究》第一辑，PP.229-242。 

傅永军、刘平（2001），“试论尼采的反政治与反主题”，《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年第1期，PP53-57.。 

傅永军（2000），“伦理的一神教与唯一神的伦理确证——利奥·拜克自由神学思想的现代意义”，《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 P

P.27-35。 

傅永军（2000），“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文史哲》第5期，PP.121-126。 

傅永军（1999），“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述评”，《哲学研究》第2期，PP.39-45。 

傅永军（1999），“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论”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PP.65-71。 

傅永军（1999），“乌托邦：终结还是恢复？——评马尔库塞的新社会主义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4期，PP.31-36。 

傅永军（1999），“马尔库塞“肯定文化论”评析，《粤海风》第5-6期，PP.31-34。 

傅永军（1999），“启蒙、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粤海风》第11-12期，PP.35-37。 

傅永军（1999），“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评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PP.69-73。 

傅永军（1999），“反思现代性：霍克海默、阿多诺论启蒙”，《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第1期，PP.20-25。 

傅永军（1998），“哈贝马斯与勃兰特资本主义危机观比较研究”，《文史哲》第3期，PP104-109.。 

傅永军（1998），“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山东师大学报》第１期，PP.25-28。 

傅永军（1998）“戊戌变法与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使命，《粤海风》第11-12期，PP.48-50。 

傅永军（1997），“‘生活世界’学说：哈贝马斯的批判与改造”，《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PP.8-13。 

 

（三） 主编学术集刊 

洪汉鼎、傅永军（2003），《中国诠释学》（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洪汉鼎、傅永军（2004），《中国诠释学》（第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洪汉鼎、傅永军（2006），《中国诠释学》（第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洪汉鼎、傅永军（2007），《中国诠释学》（第四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洪汉鼎、傅永军（2008），《中国诠释学》（第五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洪汉鼎、傅永军（2009），《中国诠释学》（第六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四）主编、参编的教材 

谭鑫田、傅永军等（1996），《西方哲学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苗力田、李毓章主编（1998），《西方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袁义江主编（1992）,《现代西方哲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王复三、汪建（1999），《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近期主持的研究课题： 

傅永军（2008），“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现状及培育途径之研究”，（山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傅永军（2007），“宗教与哲学互动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傅永军（2007），“协商民主论——以哈贝马斯的探索为中心”（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 

傅永军（2006），“诠释学与批判理论研究”，（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计划”研究计划之一） 

傅永军（2004），“文献整理与中国学术史”（山东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分课题） 

傅永军（2004），“宗教、哲学与科学”，（山东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之分课题) 

傅永军（2004），“哈贝马斯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傅永军（2004），“利奥·拜克著作”翻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犹太经典翻译”子项目） 

傅永军（2001），“ 合理性与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傅永军（2003），西方哲学教学与批判思维的训练 （山东大学教学名师教学研究项目） 

傅永军（2002），“哈贝马斯与社会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山东大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 

 

研讨会论文（2001－）： 

傅永军，“接受与拒绝——批判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命运”，宣读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学术

研讨会，法兰克福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汉学系、中国中山大学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办，德国法兰克福，2008年9月。 

傅永军，“中国家庭教化的现代性困境及其克服”，宣读于“《东亚社会中的‘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日本

大东文化大学主办，日本东京，2008年9月。 

傅永军，“语言、理解与交往行为的意义解释——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诠释学意识”，宣读于“文献、语言与诠释” 学术研讨

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办，济南，2008年8月。 

傅永军，“现代性与传统”，宣读于中日韩三国“面向世界的东方思想”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主办，济南，2007年9

月。 

傅永军，“精神分析与深层诠释学”，宣读于“文本诠释与对话”学术研讨会，台湾世新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主办，台北，2007年5

月。 

傅永军，“哈贝马斯宗教哲学研究述评”，宣读于“理性、信仰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

学会主办/贵州大学，贵阳，2006年8月. 

傅永军，“意识革命与文明重构——马尔库塞“政治诗学”的诠释学解读，宣读于“训诂、铨释与文化之重塑” 学术研讨会，澳门

中国哲学会主办，澳门，2005年9月。 

傅永军，“‘Legitimacy’之诠证——兼论哈贝马斯重建的合法性理论的意义”，宣读于“哲学与社会科学之互动”学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合办，济南，2005年9月。 

傅永军，“现代性、文化救赎与批判理论”，宣读于“哲学、科学与宗教：传统与现代的视野” 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

会/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威海，2004年8月。 

傅永军，“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宣读于“中西视野下的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华全

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黑龙江大学合办，哈尔滨，2004年6月。 

傅永军，“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证成”，宣读于“诠释学与中国经典注释” 学术研讨会，台湾佛光人

文社会学院主办，台湾宜兰，2004年6月。 

傅永军，“大学的使命及其教育理想”，宣读于“二十一世纪大学通识教育与终身教育”学术研讨会，台湾元智大学主办，台湾中

坜，2003年12月。 

傅永军，“现代性与反犹主义”，宣读于“现代性：西方哲学及其中国语境”学术研讨会，黑龙江大学主办，哈尔滨，2003年12

月。 

傅永军，“野蛮的现代性与现代反犹主义”宣读于“犹太文化与以色列国家” 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山东大学欧

洲研究所合办，济南，2003年6月。 

傅永军，“哈贝马斯论形而上学之思和后形而上学之思“，宣读于“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云南大学合办，昆明，2002年8月。 

傅永军，“利奥·拜克犹太宗教伦理观评议”，宣读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年会暨外国哲学研讨会”，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山东大学合办，济南，2001年9月。 

 

主要获奖项目： 

傅永军（1999），“泰山·金橄榄”（社会哲学）丛书“，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傅永军（2000），“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傅永军（2000），“合理性与当代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 

谭鑫田、傅永军等（1997），“外国哲学教学内容的拓展与更新”，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谭鑫田、傅永军等（1997），“外国哲学教学内容的拓展与更新”，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傅永军（2003），山东大学首届“十大教学名师”。 

傅永军（2008），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开授主要课程： 

本科生     《西方哲学史》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硕士生     《德国古典哲学》 

《当代欧陆哲学》 



《人学学科方法论》 

博士生     《西方哲学：真理与方法》 

《欧陆哲学研究》 

《希腊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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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osition

Dean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 Shandong University

 

Personal  Information

Sex:                   Male

Married Status:        Married

Place of Birth:        Linyi, Shandong , P.R. China

Domain of Academic     Kant’s Philosophy , 

Critical Theory(The Frankfurt School)

Hermeneutics



The Philosophy of Judaism

 

Education  Background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 December  1998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MA in Philosophy , June  1986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A in Philosophy , June 198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Professor  , 1999- present 

Associate  Professor, 1995-1998

Lecturer ,  1988-1994

Assistant , 1986-1987

 

Domain of Academic

Kant’s Philosophy , 

Critical Theory(The Frankfurt School)

Hermeneutics

The Philosophy of Judaism

 

Academic Affiliation

Member of a council , China Association of  Foreign Philosophy

Member of a council ,Chinese Society for Contempoary Foreige Philosophy



President , Shandong  Associ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Vice- President,  Shandong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 College Academic Periodicals 

Guest Professor(2004), Fuguang University [Taiwan]

Part-time Professor(2008-), The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Academic Visitor (2006),University at Buffalo,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Academic Visitor (2007), University of Bath, UK

 

Major Publication (1997- ) 

 

Enlightenment,Critical Hermeneutics and Religious Ethics,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09.

Theory of Modernity:  Frankfurt School’s Perspectives ,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Control and Resist :  Social  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aishan  Press, 1998.

The Trace of  Modernity: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Enlightenment  , Taishan Press ,1998.

From Marcuse to Habermas: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in Social  Critical Perspective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

s,1997.

Poetic Spirit: A Short Survey of Hegel’s Philosophy , Jinan: Mingtian Press, 1993.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Kant’s Philosophy , Jinan: Mingtian Press, 1993.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A Western Perspective and its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imon

thly),No.2. March,2008.

Public Sphere and Legitimacy——Also on Habermas’ Theme of  Legitimacy Theory ,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

No.03 ,2008(General No.151).

On the Religious Thoughts in Later Habermas ,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Quarterly),No.1,Jan.,2008.

Habermas’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imonthly),No.3. May,2007. 

Three Topics of “Public Sphere” by Habermas ,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No.01 ,2007(General No.137). 

How is Critical Knowledge of Society possible? The Debate between Gadamer and Habermas concerning Hermeneut

ics and Foundation Re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Theory, Jourral  of  Literature , History and  Philosophy (Bi

monthly), No.1. January,2006.

Medium、Public Sphere and Public Opinion, Jourral  of Audiovisuals in Shandong, No.1. January,2006. 

Total Critique without Reason:On Habermas’s analysis of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imonthly),No.6. Novemb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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