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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时装逼看的，结果发现得，合着我这是真逼逼了
2、西田的原著看上去真是令人费解，但是一看别人的阐释就貌似又明了了。
3、“如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索的动机在于惊异，笛卡尔的哲学思索动机在于怀疑，克尔凯郭尔则从绝
望出发一样，西田哲学思索的主体是悲哀”
4、无之场
5、中村的这个小册子算是西田哲学的入门读物了
6、周末的地铁上的读物
7、西田哲学可谓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学，西田几多郎也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哲学家，而且还有他的
学生田边元。西田从纯粹经验－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说是直接与现象学
发生联系，只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中村雄二郎自己的主观色彩比较重。
8、在南京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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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田几多郎》的笔记-第2页

        隈元忠敬在介绍日本对费希特的研究中,谈到西田几多郎曾受费希特影响,并将其与佛教联系起来.
[1996-11-4] 

2、《西田几多郎》的笔记-第1页

        --------尽功夫，究物理，可知花之不落焉。有美丽之花，而无花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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