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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前言

我们每天接触的资讯，在广度上已经无远弗届了，在深度上则日益觉得不足。深度与传统有关，不能
只由字面上得到肯定。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也记得他说过“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不值
得活的”。但是这句话何以是正确的？许多人没有反省，甚至未受教育，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如果
要反省，又该如何着手？反省之后，人生就值得活下去吗？要辨明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就须大费周章
了，何况西方哲学史中，可以列出一连串闪亮的名单，个个都卓有成就、自成一家之言，我们如何可
能全部认识？同时，有无必要这样做呢？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回答，必须稍加分析。首先，即使我们不
愿承认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等同关系，也不大注意西方文化在事实上主导着世界潮流，但是对于“
文化交流互动”的需求，却是不能否认，也不宜忽视的。譬如，在闲谈中引用几句西方格言，往往带
来彼此会心的微笑。如果用“某人说话很尼采”来描写一个朋友，大概不会受到责怪，但是用“某人
说话很孟子”来描写，就难免招人物议了。我们的文化活动其实已经浸染了许多西方因素，既不可能
求其还原澄清，倒不如顺水推舟，把一些常见的思想了解得更为透彻，让自己使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其次，“文化交流”的帽子太大了些，我们站在个人求知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深入认识西方文化，
尤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的思辨趣味可谓独树一帜，与我们自己的哲学大不相同。
中国哲学重视的是整体见解、实用知识、道德倾向、社会关系，并且自从先秦的儒家与道家出现之后
，就很少能有全新的一家之言了。西方哲学的风貌，从古至今都是百家争鸣，因为他们以哲学为“爱
智”，勇于慎思明辨、追求真理，不惜自创一套名词、自寻一种方法、自立一套架构，然后不管说得
对不对，好不好，都可以清楚展示、供人品评。阅读西方哲学，可以培养理性思辨的习惯，这种习惯
正是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凡事但求合理，进而推究理性之依据，设法建立共识；这正是注重沟通的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修养。然后，能否不带任何实用的目的，纯粹由欣赏的眼光来品味西方哲学呢？这
才是合适的态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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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内容概要

《爱智的趣味》内容简介：什么叫做哲学呢？哲学就是“爱智”。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我非智者
，爱智而已”。哲学是Philosophy，Philos是爱，Sophia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代表你要不断地追
求真理。
我的专业正是哲学，并且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心得。为了配合一般读者的背景，我刻意避开烦琐冗长
的论证，以免减低了爱智的乐趣。“哲学脱离人生，将成玄虚；人生脱离哲学，将无定位”——这是
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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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
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
教学特优奖”。出版作品逾百种，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近十
几年来，他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
国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2009年6月，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
《孟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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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章节摘录

插图：思想背景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我们不该只研究关于大自然的问题，更应该研究人本身的问题，
因为无论我们对大自然研究得如何透彻，却仍然可能并不明了立身处世之道。所以，苏格拉底说：“
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与其在雅典城外研究树木，还不如在街头跟一些朋友
谈论人生问题，换言之，人必须将注意力由大自然转到人自身之上。但是，当我们把焦点摆在人的身
上时，却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世界是相对的。城邦之间的法律规章、风俗习惯往往大有差异
，甚至人与人之间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亦不尽相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关于人的问
题上找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辩证法，也就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真理的追
寻上，形成一套不断往上提升的历程，企图为每一件事物，找到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或标准。常言
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要你跟一位背景不同的人讨论问题，就会发现：原来同一件
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想法，如此便可借此修正己见，让自己慢慢进步。通过这种辩证的形式，我们便可
获知宇宙与人生中，真实而永恒的原始典型，柏拉图称之为“理型”，正确的认知活动应该以其为对
象。在一切理型中，柏拉图特别看重关于价值的理型，但对于树木、牛、马等自然界事物的理型，则
不太关心。因为柏拉图认为，关于自然物的研究对人生没有太大的用处，反之，关于节制、勇敢、正
义、忠诚这些概念，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抉择有关，为人生价值之根源所在。由上文叙述可知，从苏
格拉底到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先去肯定一个价值上的标准，以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典范、原则。换言之
，柏拉图思想是推崇一个永远不动不变的理型世界。柏拉图的理型论将价值视为理型界的事理，而非
现实世界的产物，他否定了现实世界有属于真理的可能。但是亚氏认为，我们不该只肯定上层的理型
世界而忽略了下层的现实世界，反而应该正视后者所有的问题，肯定其实在性。亚里士多德曾说：“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老师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更好的朋友。”这暗
示着他与其师柏拉图在思想上的关系，亚氏凭借其经验科学的背景，肯定现实世界不是纯属幻影，并
进而建立一套与柏拉图理型论迥异的经验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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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编辑推荐

《爱智的趣味》：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身心灵整合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凤
凰卫视《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为你授业解惑，借西方哲学之光抵达智慧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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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精彩短评

1、对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概述
2、感觉叙述的逻辑性不够强，很像随笔，但又明显不是随笔。。
3、适合入门~~
4、原本想来豆瓣上看看别人的书评帮助消化下，初看还以为是普及型哲学知识讲座，越看难度越高
，讲到席勒的时候几乎理解不能，大概这个年龄段和阅历读哲学还是有些费力。
5、“我可以期许的是，让自己的心灵由平地走向高原，高原上空气较为稀薄，未必可以久居，但是
视野辽阔，或许可以”望尽天涯路“，对于人生全貌及价值层次可以做整体的了解与评估。平地没有
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些，眼光不易高远，心灵难免闭塞。我们不必在高原定居，但是偶尔体会一
下⋯⋯”
6、图书馆借了两次，决定去买一本。
7、觉得最受用的，还是人的意志，特别是尼采早期哲学的超人意志学说。也许是因为，我这种不紧
不慢不前不后裹足不前最需要的吧。
8、质量很好发货也快 希望喜爱文学的人可以买的看
9、入门级
10、“品味西方系列”，这本看了一个月了。傅老师的书看多了总能发现很多重复的小段子。还有，
他真的很爱康德。有些联想挺随意的，不那么严肃。为啥我看书内谈及量子论与测不准原理会觉得想
笑（不笑不足以为道）。其实抛开机械论之后的现代物理才是最感性的。把书皮拆掉读的，读完发现
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最近在看的盗火者译丛也是北理出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快来干一杯。
11、挺好的 就是作者长得不及院长帅 
12、一如既往的通俗而易懂
13、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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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趣味》

章节试读

1、《爱智的趣味》的笔记-第128页

        这三个要素沿袭相承（希腊悲剧；罗马法；中世纪信仰），一千多年下来，使西方人得以潜移默
化，通过戏剧、法律、信仰二培养了一种心态：实事求是，不因人的意见、情绪而有所变改变，他们
追求的是完全客观的、完全超然的客观规律，这种心态就是“科学心态”。

2、《爱智的趣味》的笔记-第154页

        当宗教开始在人类经验中产生时，是与野蛮人想象中最原始的幻想夹缠并现的。这种超视在历史
过程中逐渐的、缓慢的与稳定的转化为更高级的形式，并且有更清晰的表达方式。那是人类经验中的
一项要素，历久弥新的显示向上的趋势。它消逝之后又重现。当它重整旗鼓时，就以更丰富与更纯净
的内容出现。宗教超视与它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是我们保持乐观主义的理由。离开了宗教，人生便
是在无尽痛苦与悲惨之中昙花一现的快乐，或是瞬息即逝的经验中一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而已。

3、《爱智的趣味》的笔记-第126页

        在希腊悲剧中，对事实无情面的充分描写，使人们通过人生真正的不幸遭遇，而能够了解无情的
必然性。⋯⋯
悲剧对人们心态的培养作用非常明显，让许多人知道“尽人事，听天命”。演变到最后，命运的必然
性就变成物理学上的规律了，此规律是完全不收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所以，我们认为：悲剧可以洗涤
人的心灵，同样，也可以减低人主观的愿望，当事情发生时，不要去哀叹、抱怨，而应去接受它。久
而久之，人对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就会去欣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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