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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为西班牙著名哲学家萨瓦特尔为中学生所写的哲学史,全书以时间先后为序,以哲学史上的人物为
明线,以哲学怀疑精神为暗线,鲜活地介绍了哲学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人清晰地了解了
世界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本专为年轻人而写的哲学简史,更可说是一本思想简史。萨瓦特尔是位哲学教授,更是位普及哲学的
思想家,他用看似随意实则别有深意、看似文字简朴实则寓意深刻的笔触,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路,
鲜活地讲述了哲学史上的诸多人物和思想及其对当下的意义。全书文笔明快,章章相通,读来如风行水
上,毫无常见哲学史给人那种堆积罗列感,足以消除笼罩在哲学头上吓人的光圈,开启年轻人的哲学思维,
生发进一步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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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作者简介

萨瓦特尔,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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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精彩短评

1、浅显但是很多地方不是那么易懂。更像是一个哲学史目录，编连了所有有名的哲学家。总体还是
不错
2、原来哲学如此亲切又趣味盎然。
3、比《苏菲的世界》深了一些，开始触及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但基本上我感兴趣的问题都被一笔
带过了。
4、哲学入门，翻译尚可
5、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哲学是自由的灯塔！
6、还不错，可以作为要精读其他专业哲学书前的开胃小菜
7、很适合刚接触哲学史，想了解哲学的人。
8、人类如同豪猪一样，寻找同伴的慰藉，以免受孤独和无聊之苦，但我们同样不能靠得太近，否则
我们彼此对立的野心就会让我们互相伤害。
9、哲学鼻祖古希腊苏格拉底;天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战乱时期对个人自身幸福的思考与追
求;中世纪宗教盛行时期神学哲学(理性信仰)的抗衡与调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宣言及国家政治;
科学(数学)发展带来的有关知识理性-身体-灵魂的探讨;启蒙时期质疑并拒绝轻信传统 运用理性和科学
大胆求知 理性/经验主义;对前人哲学观念的继承与革命;现当代的超验主义 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
10、哲学入门读本，值得初学者品读！
11、作为入门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12、历史是用心去感受，用知见去了解的过去。所以历史永远需要不断重新解读。
13、写给年轻人的一部通俗易懂的哲学史，破除对“哲学”这一词汇的恐惧。
14、对哲学零基础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好！
15、算是本哲学史普及读物吧
16、即使对于一个学哲学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能够理清思路的一本书。框架很鲜明，还有可爱的
哲学家掌故，绝不枯燥乏味。
17、哲学史哲学思想入门
18、不错，写的简洁明了，翻译的也很流畅
19、“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入门读物。245页明明应该是《存在与时间》，却写着《存在与虚无》
，目测是校对的锅。
20、“哲学只有在众人之间才会产生，但是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进行哲学思考。”这是一个开始。
21、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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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章节试读

1、《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47页

        “亚里士多德开辟了另外两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领域：逻辑学和伦理学。逻辑学一词，意思是“理
性”或者“思想”。逻辑学所要处理的是，使我们得以进行正确思考推理的机制是什么。事实上，仅
仅通过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并不足以让我们真正有所认知，要想真有所知，还必须以一种正确的方
式，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这一点不难理解，当我们对某件事情进行讨论的时候，最有
理的不是喊得最大声的人，而是那个能以一种很有调理的方式将其论点组织起来的人。”
“但必须指出的是，逻辑学并不关注前提是否正确，它只关注从前提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正确。”

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
意愿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动物不同，动物的一切是被自然设计好了的，它
们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人类的行为则取决于其动机，不同的动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这
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在学习功课而不是在玩电脑游戏？你可能会回答，因为
我想顺利地通过这门考试。要是这位爱提问的人继续追问，你为什么想顺利地通过这门考试？你可能
会这样回答，因为拿到学位会给的人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方可能会继续问你为什么想要的得到这些
机会，你则会根据自己合理的理由来继续回答他⋯⋯直到你不得不说出最终的答案：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幸福。如果有人还不开窍，或是故意不怀好意的问你为什么想要得到幸福，你会告诉他
，幸福不是为了获得另一样东西的更具，没有人是“为了”某种东西而想要得到幸福，正好相反，幸
福是我们人生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

”那我们怎么做才能获得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首先，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每一种情况下，最适
合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因此，我们的行为越是在合理的指导下，我们接近幸福的可能
性越大。但是，由于我们的大多数行为不是迫切的就是日常的，因此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认真反思
，最好的方法就是养成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行事的习惯，这样，我们就通过习惯，以一种几乎自然而然
的方式选择了最好的行为。“

2、《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三章  朝上与朝下：两个伟大的继承人

        苏格拉底在进行对话，就对话而言，重要的不是最终的结论，而是问题、回答、质疑和发现的交
流与互动⋯⋯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其中的绝大部分说的不过是一件而已，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简单地重复人们通常
信封的东西，或是把一种无非是偶然的具体情形转变成教条。⋯⋯真正的知识应该超越一件的藩篱，
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应该有使其能够成为真理的牢固基础。它不应只是对我本人或我的朋友而言才
是正确的，而是应该的ui所有具有思维能力、能够很要运用理性的人来说都是正确的。按照柏拉图的
书法，这才是哲学追求的东西。哲学是关于真实事物或真理的科学，它是对各种冲突的混乱意见的超
越。
洞穴比喻。
柏拉图认为，在超越我们通过感官认识的质料性事物的地方存在着理念（eidos, idea）。所谓理念，就
是一个具体事物的永恒不变的事实。⋯⋯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帮助人类打破将
他绑在物质世界上的锁链，以便能够看到永恒的里年。⋯⋯普通人往往更热衷于感官的锁链而不是真
实世界。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求知的热情产生于我们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惊讶，以及力图对事物的运行机制作
出解释的好奇心。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对每个事物的存在的考察——因为所有的事物，无论具体表现为什么东西，它首先必须存在于这个世
界上——亚里士多德将其命名为第一哲学或者基础哲学（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关注的是事物究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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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何，是关于一切事物的最终本质或实在的学问。它们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最抽象的一类。
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一直以来十分关注的、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古老问
题所起的专门名字。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必
须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动物不同，动物的一切都是被设计
好的，它们只能呢个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人类的行为则取决于冬季，不同的冬季解释了为什么我
们更喜欢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幸福是我们人生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
我们应该怎样获得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首先，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每一种情况下，最适合我们
的是什么。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越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我们接近幸福的
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由于我们的大多数行为不是紧迫的就是日常的，因此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认
真反思，最好的做法就是养成一种以恰当的方式行事的习惯，这样，我们就通过习惯，以一种近乎自
然而然的方式选择了最好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以恰当的方式行事的习惯称为德性。⋯⋯在社会
领域，最重要的德性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东西，并对每个人寄予应有的期望
。无论如何，我们总在一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劳作，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努力做到最好。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是一种理想，只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
有许许多多不以我们一直为转移的因素影响着我们，一直要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们才能够所自己的一
生是否过得幸福。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美丽特征是他对友爱的重视。

3、《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二章  苏格拉底：始作俑者！

        他们离真正的哲学家还差某种东西⋯⋯这“某种东西”恰恰就是讨论、辩论，是一个人和其他人
之间自由而开放的对话。讨论同样是民主制度下的一种那个风俗习惯，因为我们只能同和我们平等的
人对话。在上司面前，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提出自己的理由；而在同事面前，我们就可以提出批评、
反对意见，可以较少顾忌地提出我们的观点⋯⋯换言之，我们可以同他理性地进行争论。一个人可以
在父子一人的情况下发现火会烫手、水会湿手、我们不应该将手放进狮子的嘴里，等等；但是要想知
道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是他们认为好的东西、什么是他们认为坏的东西、社会生活的最好形式
有可能是什么样的，除了同和我们相类似的同伴进行交流之外，别无他法。⋯⋯哲学不仅在于了解客
观事物，也在于理解人类自身。
苏格拉底（Socrates）：实际上我所有的只是都是琐碎的，只能用来摆脱一时的困境或消遣自己而已。
但是我并不知道所有事物里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一条：人应当如何生活？（西塞罗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回到人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对人类社会和人间生
活面临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哲学家）⋯⋯我想我的雅典同胞也和我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生
活。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所见，像其他人那样行事而已，而对于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是正确还是错误却
并不知晓。他们也不会独立得思考这件事，而只是满足于重复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曾经的所作所为而已
；而其他一些人则宁可选择模仿那些最富有的人——从某个角度讲，姑且算他们富有吧；模仿那些好
吹牛和粗野的人，因为他们错误地将虚张声势同真正有力量的强者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每时每刻都
只听从自己变动不居的念头，他们只是想随心所欲地行事：这一刻胡吃海喝一番，直到撑破肚子为止
；然后开始到头大睡，管他明天是否洪水滔天。总之，每个人都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自认为十分聪明
⋯⋯正因为如此，德尔斐神庙中的神谕才会说，我，苏格拉底，尽管一无所知，确是所有人中最有智
慧的。
苏格拉底认为，为了能够过一种好的生活，必须拥有德性（arete）。德性是一种力量（用以克服困难
、战胜险阻）与才干的结合，以便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能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身心，德性应当与知识有关，与理性有关，而不是常规、模仿、一时心血来潮的念头或只知
重复长辈意见的传统有关。所谓有德性，就是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有着合理的认识。这么说的依据
何在？依据就在于，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误。
苏格拉底相信，没有人可以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有所知。
什么是哲学家？就是那些将他们的同类也当作哲学家、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他们也产生质疑和理
性思考的愿望的人。
雅典有一些最为保守的公民对苏格拉底早就怀恨在心，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总是让他们怀疑那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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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

长久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对于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们深信不
疑的那些教条，绝不应当质疑和讨论，而是要不折不扣地加以全盘接受。
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苏格拉底一生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到底
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人生？

4、《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245页

              【误译纠正】

       本书第245页讲到“海德格尔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无疑是《存在与虚无》（1927），它是一部未完成
的关于现代人的哲学人类学著作，尽管只是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之一。《存在与虚无》的出发点是，
哲学几乎从产生伊始，就已经忘却了对存在的追问。” 此处翻译有误，《存在与虚无》是让·保罗·
萨特的作品，不是海德格尔的作品，海德格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应是《存在与时间》，因此应将引文
中两处提到的《存在与虚无》改为《存在与时间》。

5、《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41页

        原来＜摩登原始人＞的根源来自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人是洞穴的囚犯＂。

6、《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21页

        “我说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是因为实际上我所有的知识都是琐碎的
，知识用来摆脱意识的困境或消遣而已。但是，我并不知道所有事物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唯一不可
或缺的一条：人应当如何生活？如果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那么知道这或者那又有什么
用呢？这就好比：我为我自己善于走路或跑步而感到自鸣得意⋯⋯但却对我从哪里来，该往何处去一
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想我的雅典同胞们也和我一样，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生活。他们只是根据自
己的所见，像其他人那样行事而已，而对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却并不知晓。他们
也不会独立地思考这件事情，而只是满足于重复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的所作所为而已；其他一些
人则宁可选择模仿那些最富有的人---从某个角度讲，姑且算他们富有吧；模仿那些好吹牛的人和粗野
的人，因为他们错误地将虚张声势同真正有力量的强者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每时每刻都只听从自己
变动不居的念头，他们只是想随心所欲地行事；这一刻胡吃海喝一番，直到撑破肚子为止；然后开始
倒头大睡，管他明天是否洪水滔天。总之，每个人都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自认为十分聪明⋯⋯正因如
此，德尔斐神庙中的神谕才会说，我，苏格拉底，尽管一无所知，却是所有人中最有智慧的。”
“什么是哲学家？就是那些将他们的同类也当做哲学家，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他们也产生质疑和
理性思考的愿望的人。”

7、《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27页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

8、《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9页

        “就你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生而言，你必须亲自去思考问题，其他人都无法代替。
这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对于开始还是结束来说：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完全独立地思考，因为我们每
个人都要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帮助，从我们的现任和同时代人那里获得帮助⋯⋯但需谨记，没有人可以
代替你思考，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完全盲目地听从他说的话，甚至要求你完全放弃自己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盲目的接受他人的意见而不加以思考是懒惰，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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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之所以没有任何用处，是因为它们不是关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关于我们是什么。”

9、《写给年轻人的哲学史》的笔记-第53页

        “换句话说，每次行动之前，你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然后再去付诸实施⋯
⋯这样一来，你就有理由期望出现一个好的结果，即便不是，你也可以得到慰藉：毕竟不是由于你的
过错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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