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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陈嘉明教授，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在厦门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
系/欧洲高等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哲学系系主任。担任中国知识论学会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哲学分析》杂志编委、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编委、《德国哲学》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曾任职务 

    曾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编。曾受聘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审专家、福建省社会科学咨询专家等。 

  

二、研究方向 

    陈嘉明教授是知识论、现代性研究、康德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所带领的厦门大学知识论团队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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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过美国政府富布莱特基金，英国学术院王宽城基金，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基金等，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尔文学院、德国马堡大
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从事过访问研究或讲学。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China Perspectives，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等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论文有较高的
转载率与引用率，其中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有8篇。数次名列国内哲学学科“高被引作者榜”（前20名）。 

  

三、主要著作 

     学术专著： 
    1.《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该书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论文文库》。 
    2.《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3.《现代社会思潮评析》（第二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4.《由‘ 结构 ’走向‘ 解构 ’》（第六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5.《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一作者），人民出版社，2001年。该书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6）；
福建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3年） 
    6.《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书2004年获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二等奖 
    7.《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德国古典哲学》之《康德》篇第一、第二章。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5年12月。 
    9．《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10.《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讲演录》（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11．《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第一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12. 《社会科学概论》，第一章“导论”部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13.《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再版），上海人民出版，2013年。 

  

     学术论文： 
     1、 “哲学观念的性质及判定方式”，“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概念与‘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反‘科学主义’与中国哲学的重建”，“学术月刊”199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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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会俗世化与马克思的发展哲学”，“学术月刊”1996年12期。 
     5、“从科学主义到非科学主义”， “复旦学报” 1995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6期作为封面文章摘转。    
     6、 “The Trend of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牛津大学，1997年3月。 
     7、“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宏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 年      第2期。 
     8、“对象建构：康德的现象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 期。 
     9、“德国理性主义的‘理性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 年 第6期。 
    10、“关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11、“先验逻辑的经验概念”，“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2、“现代西方行为哲学的产生及其基本的解释模式”，“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 第4期。 
    13、“康德图式论的符号学分析”，“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14、”胡塞尔的主体建构论”，“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该文观点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3期所转载，并为1996年
“哲学年鉴”所介绍。 
    15、“黑格尔的普遍与个别”，“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哲学专号。 
    16、”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3期。 
    17、”正义论的深层探讨马克思的人权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央编译局）1991年2 4期。 
    18、”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 年第1期。 
    19、“人是最高目的”，“德国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期（1986年）。 
    20、“康德先验主义的三个基本环节”，“德国哲学”第15期（1996年）。 
    21、“康德的综合学说”，“外国哲学”（商务印书馆）第8期（1989年）。 
    22、“俗世化社会中的道德形上学”，“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5期。 
    23、利科的阐释辨证法，“天府新论”1989年第4期。 
    24、政治体制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合作），“天府新论”1988年第1 期。 
    25、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合作），“长白论刊”1988年第2期。 
    26、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分析，“理论学习月刊”1988年第7期。 
    27、狄尔泰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探讨，“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4期。 
    28、 ”象“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华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 西方的知识论研究概况（上、下），1997.6与1997－7，哲学动态（P44-45，P42-45） 
    30、 哲学的终结与“现代性”，“福建日报”理论版，1998年1月8日 
    31.人之上升——开放中国与西方哲学，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8日。   
    32、新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化，东南学术，1998.3（P33－36） 
    33.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基础主义”，复旦学报1998.6（44－49）。《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9.1期转载。 
    34.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外在主义，哲学动态，1998.10（P40－44）《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8.12期转载。      
    35、中西哲学交融的方式，江海学刊，1999.2（P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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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3（P1－4）。《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6摘转 
    37、规范性的科学何以可能，开放时代，2000.5（P52－58） 
    38、社会规范本质的哲学解释，江海学刊，2000.5（P100－104） 
    39.人性与市场经济，学术界，2000.5（P48－53）。《光明日报•书外书里》2000年9月28日摘转论点。 
    40.葛梯尔问题与知识的条件（上、下），哲学动态，2000.12与2001.1（P40－42，42－25） 
    41.人文主义思潮的兴盛及其思维逻辑，《厦门大学学报》，2001.1（P42－48）。《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转载；《新华文摘》
2001年第6期“论点摘编”摘转；《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2摘转；《文摘报•学林漫步》2001年3月18日摘转论点。 
    42.利奥塔的悖谬逻辑，《浙江学刊》2002. 5 (p.74-78) 
    43.信念与知识，《厦门大学学报》2002.6 (p.34-42).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1期分别摘转。 
    44.社会知识论（上、下），《哲学动态》，2003.1（p.29-31），2003.2（p22-26） 
    45.德性知识论，《东南学术》，2003.1（p.116-123）。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3年第5期转载。 
    46.当代知识论中知识的确证问题，《复旦学报》，2003.2（p15-21） 
    47. 知识论中的“信念论”问题，《光明日报》理论版，2003年5月20日 
    48．当代知识论：概念、背景与现状，《哲学研究》，2003.5（p.89-95.） 
    49．“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2003.5。（p.14-20）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6摘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6期摘转;
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2004年第4期。 
    50．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文史哲》2004年第2期。（P15-17），《新华文摘》2004年第15期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p20-21)。人大
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5期转载。 
    51．康德的现代性哲学，《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年5月25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6期转载（28-29页） 
    52．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12月（P77-90） 
    53．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3期（P65-71）。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9期转载。 
    54．论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性观念的基础主义，《文史哲》，2004.4（P93-98）。《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6期摘转，《高校文科学
术文摘》2004年第5期摘转。人大复印资料《 外国哲学》2004年11期转载（p.2-7） 
    55．理性与现代性——简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5期（P1-11）。《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6期
“热点探讨”专栏转载（141-142）。 
    56．知识论的“葛梯尔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总第180期）（P. 161-163）。 
    57．知识观与现代性——一种基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p. 89-95）。 
    58．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厦大学报》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2期转载。 
    59．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文史哲》(ISSN-0511-4721),2006年第3期（p138-143）；人大复印资料《宗
教》2006年第5期转载。 
    60．消费社会、拟像世界与后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p1-6） 
    61．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2006年第3期（p46-50），收入李小娟主编
《批判与反思——文化哲学研究十年》，327-336，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62．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简论尼采的现代性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P.119-125）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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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转载。 
    63．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p.1-3,48） 。《新华文摘》2006年第22期转载；《高校文
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4期转载。 
    64．经验基础与知识确证，《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p.65-75）。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7年第3期转载。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knowledge，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2008，3（1）P.68-82                                                       
    65．一与多：现代与后现代的知识观，光明日报理论版，2007年4月26日。 
    66．从普遍必然性到意义多样性——从近现代到后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5-10页。《新华文摘》
2007年第23期全文转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5期摘转。 
    67．信念、知识与行为，《哲学动态》2007年第10期，53-59页。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7年12期转载。 
    68. 现代性对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光明日报》2008年3月25日《理论周刊》。《新华文摘》2008年11期封面文章转载。《人民网》
等转载。 
    69.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p.72-77 
    70.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p.5-10 《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5期摘转（P20-22），收入《多
元现代性：中国与欧洲的视域》，杨国荣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4月，85-96页。     
    71.专名、摹状词与葛梯尔问题，《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9年第2期转载（p.67-71） 
    72.现代性研究的回望与反思，《云南大学学报》（CN53-1176/C），2009年第1期。P67-77.《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6期摘转；《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摘转（p.179） 
    73.再论现代性对哲学的挑战，《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ISSN 1007-7278），p.22-28。《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9年第7
期转载。 
    74.“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文史哲》（ISSN 0511-4721 07），2009年第4期，139-143页。 
    75.技术时代的哲学使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ISSN1009-8860），2009年第6期，5-10页 
    76.先验论证刍论，《哲学研究》（ISSN-1000-0216），2009年第11期，第69-75页。《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10年第3期转载。 
    77.哲学与教化，《光明日报》，2010年1月19日。 
    78.从语言现象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问题，《哲学动态》（ISSN 1002-8862）2010年第1期，42-46页，《中国社会科学报》摘登，2010
年1月26日第6版“哲学”。《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0年第4期转载。 
    79．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复旦学报》（ISSN 0257-0289），2010年第2期，第57-61页。《新华文摘》2010年第15期作为封面文
章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3期摘转（p.135-136） 
    80.朱熹研究在西方，《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二集），中华书局，2010年4月。86-94 
    81. 康德与先验论证问题（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p。44-46 
    82. 康德与先验论证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p.20-26。《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5期摘转。 
    83. 尊严与权利：基于中国社会视角的一种探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CN11-3040/A），2011年，第2期，p7-11. 
    84.The National Studies Craze: The Phenomena, the Controversies, and Some Reflections. China Perspectives, 2011,1. ISSN 2070-3449, published 
by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p.22-31法文译本，载Perspectives Chinoises,2011/1 ISSN1021-9013，p.22-33 
    85.仁者为何应当爱人——兼论形而上学发问的意义。《哲学分析》（CN31-2054/C）2011年第 3期，p.37-44.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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