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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私的艺术》

内容概要

人类的本性是好还是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利己主义者还是热心助人者？为什么几乎所有人
都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是“好人”，而这个世界却处处充斥着坏人？ 这本书并没有试图扭转人们的道德
素质。反之，它与我们既定的世界观非常贴近。 本书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态度，以及我们
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是自私还是无私，是竞争还是合作，是偏执
还是宽恕，是目光短浅还是尽职尽责。 我们越是能真诚地面对人性的本质，就越是能够改变自身，进
而改善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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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馆借到，不过读完倒是打算买一本，内容丰富，人类学、心理学、哲学，都有涉及到。
2、翻译的有些不舒服，个别语句读让人不明白。生僻成语很多，不过有些去查查还是挺有意思的。
错字和标点错误挺多，不能忍。内容上，前两部分值得一看，特别是第二部分。总是觉得一个人想要
思考，想要做什么，必须得先自知。这两部分着重道德和人性的讨论，对自知是有帮助的。最后一部
分分析西方社会经济的问题，脱离那个环境，看不懂，也不太关注。
每一节是一个讨论，单看每节，或是一些段落，感觉非常有启发。但所有节连在一起，就抓不住作者
想的主线了，比较散。也可以说主线就是阐明道德是什么，人性是怎样的，社会是怎样的。
3、虽然哈欠连天，不过可以读下去的哲学书
4、我错了 没看完就给了评价 应该是五星的 译者功力简直深 拉杨武能一条街
5、图书馆看的。随便翻了翻。有点装腔作势，没有重点
6、有些启发性，但是翻译不咋地，本身各章的意思也不连贯，作者到处引援别人的观点，然后提出
问题
7、字体太小影响阅读，得空可以娱乐一下，可是看了好多篇都不知道到底想讲什么这该如何是好。
。。嗯。。这类文章还是比较适合专栏连载，作为书来看，就真是太费神了。
8、连接的不顺畅 难以捉摸其写作的系统性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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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哲学研究的是人和人性，每个人生来都具备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哲学家的言论和结论是绝对的真
理，所以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哲学家，就是会提问，提问然后让人自己思考，探照自己，才会对我们
生来就有的东西多一些认识，或是说，认同。这本书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善与恶，意欲和行为，道
德与社会，他会从一个社会问题展开，然后借由作者或者先辈们之口，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思
考，或者在众多先哲们的思想火锅中，得到一些自己的灵感和认知。我也从几方面来说说我的感受。
一、感性和理性人性在我看来很多程度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或是说直觉和思考，潜意识和意识的
较量。文章作者提出了休姆以及他在人性研究中曲折的成就。休姆刚开始以一个超然的客观立场“坚
定地动物学眼光去探究人性即所谓的理性的法则”，然而著作《人性论》却始终不为世人追捧，甚至
是再度分解著作还是不行，他开始动用他的理性思维了，他想红，渴望被承认，他决定用“直观而清
晰的方式去解说棘手而错综复杂的事实”，著作了“直观而清晰的”《英国史》才有了他想要的结果
。休姆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一，主宰人类的，不是知性或理性，而是他的感性。二、如果做决定的是
我们的感性而不是我们的思考，那么也就没有自由意志可言了。情感才是主人，理性只是情感的仆人
，也就是说，无论我在一个道德情境里如何做决定，我总是依照心里那一个情感最强烈的去做。根据
我的理解，感性就像是我们的潜意识，理性就是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假如，我们的感性想去巴黎而不
是纽约，但我们的理性经过各种分析，觉得纽约更好啊，高大上，能得到更好地发展和更多的利益，
但感性就像个老顽童，不停地吵闹，直到理性做出它想要的决定，然后我们动身去巴黎，但沿途，感
性这个老顽童依然不安分，它会综合各种新的体验，别人或自己的反馈，重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停
地逼迫理性这个老实巴交的家伙乖乖就范，不止这些，它可能还会闹情绪，制造一些自认为好玩的假
象来调戏理性，让它一步步偏离，再调整，再偏离，调整。。。结果，到没到巴黎，全看感性和理性
谁当家做主，谁更说话算话。他们俩搭配的整体，总的来说，若不是一般人寻求自虐体验，总得是要
让感性能舒舒服服一阵子，和理性勉强握手言和。所以说，感性，就是个大领导，还是个老顽童，做
出终极指示，又不安分地监督查岗，搅局放烟雾弹，理性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又
禁不住感性一次次地折磨诱惑，他时而强迫，时而又放心不下，看看感性有没有受到委屈。说起来是
这么简单，但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感性藏在哪里，分不清楚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思考，
我们的潜意识常常被忽略，尽管自省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却不是每个人都会利用它，正如书上说的，
“人类或许是唯一会自我观察的动物。但是我们的自我审查是个有限定的能力，我们只在某些情况下
才会使用它。此外，它也经常让我们不快乐。在道德方面，我们有许多技俩去切换自我审查的开关，
好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这些理论如果要用到我们做决定的实践上面去，我们就得要经常地审查自
己，通俗说“follow your heart”，我们要不停地找感觉，发掘我们的潜意识，让它来发号施令，而不
是任由理性随波逐流，耗费了大把的时间精力，最后发现却到达了非洲，这时候任是理性再怎么任劳
任怨，也行动无力了。二、切克森米哈赖的“沉浸”现象契克森米哈赖有一个“沉浸flow”现象的研
究。就是说，一个专心致志作画的艺术家总是很快乐。沉浸在工作中的人、嬉戏中的孩子，登山客，
音乐家，兴致勃勃的业余运动者，他们都不期待更高形式的报仇，当下的行为就足以让他们快乐，他
们废寝忘食，完全没有想到其他事。契克森米哈赖的“沉浸”的研究要旨在于，我们在专心致志的时
候最快乐。但不是专注于自己，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停地自我观察甚至可能是一种慢性病。在
我看来，沉浸就是一种当下的力量，沉浸当下的人做的事情会特别有品质，他们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完
全是出于内在动机，甚至是达到了禅定的境界。这让我特别特别羡慕，我甚至怀疑我是得了“不停地
自我观察”的慢性病。自我审查和专注当下也是一个两难的话题，缺乏自我审查的人可能是过分认同
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而不是本我，也会经常地被牵制，但过分审查又让人无法安心，不能得到很
好的当下体验。实践上来说，很多人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上瘾，思考上瘾，但大多是无用的思想垃
圾，翻来覆去没什么营养成分，另一个就是角色认同，你是一个职员，是老板，是老师，是妈妈，可
就单单不是你自己。我们可能仅仅意识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就足够了，摒弃过度的思考，也不要沉迷
于过度的角色游戏，这是个修养，需要时间。三、其他另外，我还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可以用来以后和别人辩论的时候用，那就是颠覆他的认知。“要改变某人的立场，跟他抬杠或许不是
最好的办法。那样子根本不会产生认知失调。最好的办法是不怀好意的赞美，比如说，很友善地支持
他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而一个世界观和我完全相左的人居然会符合我的说法，只会让我更加狐疑。
谁会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的赞美而沾沾自喜呢？由此便开启了认知失调的大门，人们也才会开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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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私的艺术》

省。”看到这，真是让我不由感叹，知识就是力量，指的就是这些啊，哲学家们是最聪明的一类人，
因为其他的人类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在和人直接间接打交道，哲学家们告诉我们，人是怎样的
，我们了解了这些，就会变成武器，只要我们愿意，它就能为我们服务。书的封面真不错，那个蜡笔
娃娃，让我一看到它就不由自主拿下来想去看，瞧，这是我的感性，潜意识做的决定，我那时候绝对
是没做啥思考的。
2、翻译的有些不舒服，个别语句读让人不明白。生僻成语很多，不过有些去查查还是挺有意思的。
错字和标点错误挺多，不能忍。内容上，前两部分值得一看，特别是第二部分。总是觉得一个人想要
思考，想要做什么，必须得先自知。这两部分着重道德和人性的讨论，对自知是有帮助的。最后一部
分分析西方社会经济的问题，脱离那个环境，看不懂，也不太关注。 每一节是一个讨论，单看每节，
或是一些段落，感觉非常有启发。但所有节连在一起，就抓不住作者想的主线了，比较散。也可以说
主线就是阐明道德是什么，人性是怎样的，社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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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不自私的艺术》的笔记-第236页

        谁来决定（经济社会）方向？经济的重点是方向正确，而经济的方向和伦理的方向一样：尽可能
替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福祉。经济学是道德哲学在实务和金融方面的化身。

那么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群体生活？要如何实现？每个经济理论背后都有一个世界观，一个
人性观，以及一个社会理想。

我们越是“物质化”生活的意义，就过得越好，19世纪的评论家和哲学家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
物》里就曾经说过。他在书里宣扬一个抛弃所有想象的到的义务而的到内在和外在的自由的人。唯一
重要的是无负担的利己主义。或者用施蒂纳的话说：“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我自己更重要”

社会地位的特点在于，当每个人都爬到那个社会地位，它就会失效。重点是要比别人“多一点”，一
种差别的利得。

威廉.布许曾说过“嫉妒是最直率的赞赏”

2、《不自私的艺术》的笔记-第132页

        自私有利于有强烈侵略冲动的男人 

3、《不自私的艺术》的笔记-第168页

        受欢迎好过做对事

4、《不自私的艺术》的笔记-第21页

        要证明一个人是坏人，一天就够了；但是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却需要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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