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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上下）》

内容概要

中世纪是西方哲学史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此时期，西方文明的三大来源——希腊的理性主义、罗马的
法制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通过基督教的哲学和神学，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传统。中世纪哲学对
于现代人理解西方文明传统的起源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收录了西方中世纪重要的哲学著
作，本书的上卷收录了教父哲学著作、奥古斯丁的作品、“黑暗时代”的哲学与早期的经院哲学著作
；下卷收录了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作品、十三世纪的经院哲学著作、阿奎那的作品与后期经院哲学
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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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上下）》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教父哲学
前言
一 查士丁
《护教辞》（第一篇）
《护教辞》（第二篇）
《与蒂尔弗的对话》
二 阿萨纳戈拉斯：《为基督徒呼吁》
三 塔提安：《致希腊人》
四 提奥菲勒：《致奥托莱托》
五 伊里奈乌：《反异端》
六 奥利金：《论首要原理》
七 克莱门：《劝勉希腊人》
八 德尔图良：《论灵魂》
九 拉克坦修：《神圣原理〉〉
十 阿塔纳修：《论道成肉身》
十一 纳西盎的格里高利
《神学演讲录》（第二篇）
《神学演讲录》（第三篇）
《神学演讲录》（第五篇）
十二 尼撤的格里高利：《论人的造成》
十三 大巴西尔：《创世六日》
第二编 奥古斯丁
前言
《忏悔录〉〉
《论教师》
《论自由决断》
《论三位一体》
《上帝之城〉〉
《论圣徒的预定——致普洛斯柏和希拉里》
第三编 “黑暗时代”的哲学
前言
一 波菲利：《（范畴篇）导论》
二 波埃修
《波菲利（导论）注释》
《神学短论》
《哲学的慰藉》
三 爱留根那：《论自然的区分》
第四编 早期经院哲学
前言
一 安瑟伦
《独白》
《宣讲》
二 阿伯拉尔
《对波菲利的注释》
《伦理学：认识你自己》
第六编 十三世纪经院哲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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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上下）》

一 彼得。朗巴德：《箴言四书》
二 格罗斯特：《论光》
三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
四 波那文图拉
《心向上帝的旅程》
《旷野中一个卑微者的沉思》
《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
五 西格尔：《论世界的永恒》
第七编 托马斯。阿奎那
前言
《论存在者与本质》
《神学大全》
《反异教大全》
第八编 后期经院哲学
前言
一 约翰．埃克哈特：《上帝慰藉之书》
二 邓斯．司各脱：《论第一原理》
三 威廉．奥康：《逻辑大全》
四 奥特库尔的尼古拉：《致阿雷佐的贝尔纳的信》
五 布里丹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论辩集》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论辩集》
《不可解命题》
校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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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上下）》

精彩短评

1、比较完备了，熊林老师的译作也收入其中，可惜有个标题搞错了，一个序言被当做了文章，看来
校对还不够细心。
2、中哲下落悲怆，西哲在园子里剧烈抬升，宗教学恩，马克思的小姑娘，
3、现代文明已经在中世纪初现曙光。自由、平等、绝对律令、理性、知性、大学这些西方现代概念
，不正是在中世纪出现的么？就这一点来说，中世纪是迷人的。中世纪虽没有那么光明，可也绝对没
有那么一文不值。没有中世纪，哪来的近代。
4、译的质量不行
5、建議買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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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上下）》

章节试读

1、《中世纪哲学（上下）》的笔记-第7页

        基督（耶稣）（希腊语Χριστοs，拉丁语Christos，英语Christ），意思是“受膏者”；希伯
莱语发音为“弥赛亚（救世主）”。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神，被称作基督耶稣。是神要来在
人间亲自做自己的工作，因此道成肉身成为基督。

2、《中世纪哲学（上下）》的笔记-第68页

        这和基督教的早期历史有关，在耶稣时代，耶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上帝之子，是来带领犹太人
摆脱苦海的，是犹太教的一个新兴流派，在耶稣升天后，教团在雅各和彼得的带领下依然是如此，秉
承的是耶和华之子耶稣-弥赛亚的论点，但是到了保罗时期，整个教团在大辩论之后，打破种族藩篱，
向犹太民族以外的世人传教，由此，教团逐渐脱离犹太教，成为了独立宗教，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
早期基督教拥有了惊人的成效，慢慢宗教地位抬升，那么在教理上开始去犹太化，那么怎么处理已经
抬升为教主的耶稣的神格成为了基督教神学家的难题，之后，就衍生出了三位一体的理论，也就是圣
父-耶和华；圣子-耶稣是同一位神，它们连接的纽带是圣灵，圣父经由圣灵转化为圣子，这个理论非
常巧妙，在不否定之前的说法前提下，又抬升了耶稣神位，使他在法统及法理上都与犹太教教主耶和
华比肩而立

3、《中世纪哲学（上下）》的笔记-第6页

        蒂迈欧篇 柏拉图晚期著作                

Page 6



《中世纪哲学（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