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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内容概要

哲学家的思想各具千秋，细细品味，有的像是在喝一杯醇厚幽香的浓烈的酒；有的像是在品茗一杯含
日精月华的清新的茶；有的像是在细啜一杯苦与香交融的浓烈的咖啡⋯⋯虽然味道不同，感受迥异，
但都值得每一个关注人生、追求意义与丰富心灵的生命去认真尝读，汲取精华以滋养心灵与丰富生命
。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他们的哲学思想是20世纪关于人的思考的一道隽永
回味的风景线，是各具特色的个性与风格演绎着对人生的各种诠释，值得您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中感到
疲惫与迷茫退回心灵一隅之时细细品读。
　　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不断求知的心灵，远在它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就在爱琴海之滨的古希腊阿
波罗神殿的石柱上镌刻了“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始了将人类投注的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从对浩
瀚的宇宙、纷繁的物质的探索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探索与解码：人是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生命的意
义何以体现⋯⋯这一古老的斯芬克司之谜便成为人类一代又一代的智者哲人的苦苦思考与不懈探求。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流动的思想，是心灵的追问，是智慧的凝结，是灵魂的享受，请在阅读、思考
与理解中走进这些对人生富有洞彻的哲学家，也许，我们会从一个狭隘的天地解脱出来，站在一个新
的高度领悟世界与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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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作者简介

叶启绩，1949年8月生，江西南昌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山东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主持和参与多项
国家、教育部和省级科研课题，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思潮》、《全球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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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书籍目录

前言——直面人生的哲学第一章 世纪转折的人生探求 尼采  第一节 心灵的乾坤之争  第二节 “上帝死
了”的讣告  第三节 痛不欲生的狂热追求第二章 理解生命 柏格森  第一节 时间性存在的人  第二节 自我
生成的人  第三节 社会性存在的人第三章 经验、功利和人生  第一节 对美国社会病的诊断与救治  第二
节 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  第三节 价值哲学第四章 走向人性的深处 弗洛伊德  第一节 心灵世界的哥伦布
——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发现  第二节 看不见的手——人类活动的心理动力  第三节 人格结构——本我、
自我、超我  第四节 本能的升华造就了文化第五章 价值、信仰与人生 舍勒  第一节 思想家舍勒的思想
源流  第二节 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  第三节 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哲学人类学的基本主题第六章 
沉沦与澄明 海德格尔  第一节 一个学院哲学非学院的一生  第二节 走出以往哲学研究的怪圈  第三节 人
的生存方式与基本特征  第四节 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第七章 语言与人生 维特根斯坦  第一节 语言
批判：人生基础的重新勘定  第二节 言述和显示：人生的此世性与超越性  第三节 人生世界的展开：语
言游戏第八章 自由、选择与人生 萨特第九章 自我超越的人生 马斯洛第十章 现代人生的反思 弗洛姆第
十一章 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 马尔库塞第十二章 走出现代性危机的精神依凭 马利坦第十三章 人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第十四章 综述与评价——人生的智慧与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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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章节摘录

书摘三、恢复人的地位　　尼采追求一种原始的质朴的力量，以一种不惜与主流思想意图决裂的精神
，否定和颠覆基督教，揭示出人性的懦弱和生活的适度美隐蔽在痛苦的根基之上。他从痛苦中净化灵
魂，升华自己，宛如含沙的蚌孕育晶莹的珍珠一样，他试图打破人类社会达成共识的道德论和人性论
。　　尼采用心领悟哲学，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
界里，与上帝对抗，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尼采相信，上帝的死将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获得，人也会
在这个传统价值崩溃之后看到前所未有的希望；“上帝已经死了”，“我将要教人们以他们生存的意
义，那就是超人，——从黑云——人——闪射出来的电火”。⑦　　时间是无限的延续，宇宙的始末
就在他纵横的掌心里。他论证永恒的时间中有一种对事物完全控制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规律，也
终遁入永恒的轮回之中。“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
之时间，永远运行。万物消灭了，万物又新生了，存在之自身永远建造同样的存在之屋宇”，人生也
是如此，是一个永恒轮回的过程：“哎，人类永远循环，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从字面上说，
人生似乎是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人生也仅仅是宇宙永远轮回的工具罢了。但尼采认为，不能用这样
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若如此，人活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他希望通过永恒轮回达到对生命的最高肯
定。在他看来，永恒轮回的存在，使人不仅获得了永恒的欢跃，也不得不承担起永恒的人生痛苦和悲
剧。因此，在尼采的眼中，一定要给人生赋予意义，要求个人站在宇宙生命的立场上来感受永恒生成
的快乐，而人生的意义也就在这当中得以体现了，我们必须把人生首先看做是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
世界才可能变得有意义。“艺术乃人类最高的天职，也是人类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②　　尼采要
打倒的是属于生命本身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一个人存在只是周遭的配景的一部分，其
价值依赖于外在的肯定，那么当这一切取决于他人的赞扬与抚慰的热源一旦消失时，他便会深深感到
一种被社群遗弃的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便会情不自禁地诅咒人世的凄凉，人生的寂寞。尼采终身未
娶，从这一点而言，他是孤独的，饱受着人间的寂聊与生活的无奈，然而他并不想处于这种孤独中，
因为他觉得自己首先是个强者，其次才是个孤独者。于是，他便把人的存在价值依仗于自身，认为只
有庸众才依靠他人，渴望别人施舍人生意义。而他要求一些人能成为超人，就是超越人本身以外的东
西，人可以成为自己的自我，而不再依赖于他人的施舍了，他说：“你孤独者啊，你走着达到你自己
的路！你超过你自己⋯⋯”。尼采发现，上帝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用几千年的时间竖立起来的偶像，
而这个偶像在尼采看来并没有“赋予人类双脚的意义”，打倒偶像也必然是成为他自己的工作了。他
认为偶像是我们人类捏造出来的一个观念的世界，而这个观念世界太强大了，完全剥夺了他自我个体
作为生命实在的意义，也就是剥夺了人的现实意义了。因此，打倒偶像，让上帝死掉就是让人成为自
身，恢复人的地位。　　尼采反对道德的说教，撕毁了教会、基督教的假面具，使之露出否定生命的
真面目，他说：“基督教的伦理，乃是求虚伪意志之最有害的规范，是破坏人类的真实的兽性。”④
他在批判的同时，本身就是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道德体系，以超人代替上帝的地位，尽管不可抗拒的
宿命论是他一贯执奉的信条。他主张人的自由意志，倡导向怨恨宣战。从他自身来看，他的哲学完全
是来自于他对生命的看法。尼采在哲学上与叔本华是有一种默契感的，他完全明白自己所面对的世界
，他是属于那种拆毁自己家园，然后才想到故园的人。因此，也注定了在这个现实世界是没有他的家
园的。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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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哲学虽然烤不出面包，但它却能鼓舞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勇敢起来。　　——【美】威廉·
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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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编辑推荐

　　哲学家的思想各具千秋，细细品味，有的像是在喝一杯醇厚幽香的浓烈的酒；有的像是在品茗一
杯含日精月华的清新的茶；有的像是在细啜一杯苦与香交融的浓烈的咖啡⋯⋯虽然味道不同，感受迥
异，但都值得每一个关注人生、追求意义与丰富心灵的生命去认真尝读，汲取精华以滋养心灵与丰富
生命。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他们的哲学思想是20世纪关于人的思考的一道
隽永回味的风景线，是各具特色的个性与风格演绎着对人生的各种诠释，值得您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中
感到疲惫与迷茫退回心灵一隅之时细细品读。　　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不断求知的心灵，远在它天真
烂漫的童年时代，就在爱琴海之滨的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石柱上镌刻了“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始
了将人类投注的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从对浩瀚的宇宙、纷繁的物质的探索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探索与
解码：人是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生命的意义何以体现⋯⋯这一古老的斯芬克司之谜便成为人类一
代又一代的智者哲人的苦苦思考与不懈探求。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流动的思想，是心灵的追问，是
智慧的凝结，是灵魂的享受，请在阅读、思考与理解中走进这些对人生富有洞彻的哲学家，也许，我
们会从一个狭隘的天地解脱出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领悟世界与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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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精彩短评

1、内容丰富，饱含人生哲学。
2、这本书不是叶启绩和钟明华写的,而是林滨写的,这和当当网上的标有些不一致.书的内容还可以啦.
3、《20 世纪西方人生哲学》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反映，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有
较大影响的理论。20世纪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并学有解决，相反这些
矛盾还在激化。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代表人物纷纷提出各种新的理论和主张以
录求矛盾的解决，进而在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中形成了各种理论，这些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
及发展趋势。了解西方人生哲学的佳作。
4、20世纪的西方与21世纪的中国一样，面临经济飞速发展，信仰崩塌，精神极度空虚的局面，许多人
开始思考出路。这本书简要介绍了尼采，柏格森，杜威，弗洛伊德，舍勒，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
萨特，马洛斯，弗洛姆，马尔库塞，玛丽坦的主张，哲学没有现成答案，却可以启发思考。
5、编的很好
6、再次热爱柏格森
7、通俗易懂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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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精彩书评

1、能够很好很快的了解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也引起了对社会问题反思的共鸣。对我们现在的中国社
会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对喜欢哲学的人也很有帮助，理清了脉路。
2、不知道为什么读得人这么少。 和苏菲的世界是一样性质的 启蒙的书吧 。让你对西方19， 20世纪的
人生哲学 确实 很一个大概的，清晰的了解。。然后从这本书深入读一些 更深入的。 书的排版 也很舒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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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章节试读

1、《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37页

        人生存的特点：非终极性、不可预测性、无方向性。（柏格森）

非终极性：“生命的特性永远处于实现之中，绝不会完全实现。在生命进化的前方，未来的大门一直
敞开着，生命进货实质上是起始运动永不信息的创造。”时间是一股既无开端也无终结的流，它生生
不息地向前流逝。时间性存在的人同样也既无开始又无结束，从无止境的时间流动中生成、创造。人
是以未来为指向的存在物，人的生成与创造都是向未来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但人的现实存在又使得人
不可能实现这种追求，人的一生就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中，人只可能接近目标而无法达致目标。

2、《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60页

        资本主义改良（杜威）
1.经济社会化“加强对私人工业和金融的公共控制”
“工人通过社会本身的经济组织而不是通过任何强加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尽可能直接地控制工业与
金融；同时工作不仅为安全、娱乐与文化发展的机会提供保障，而且确保参与控制，从而直接促进人
格的精神与道德实现。”
    
2.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社会1933年，罗斯福接管混乱不堪的美国政府，是时，美国社会的普遍心态是：
“对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明显的冷漠无知。⋯⋯一国之进步不仅有赖于
活力，而且有赖于并通过在各种活跃力量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对于我们自己的制度以外的
其他制度，普遍的心态是既不理性，也不宽容。⋯⋯在商业与机械工程中，人们普遍欢迎自由的试验
；涉及政府事务时，态度刚好相反，在这里传统的势力更大，提议变革视同背叛国家。⋯⋯害怕危及
现存的财产利益。
3.实验智慧引导下的社会变革用循序渐进、温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反对阶级斗争的方式。⋯⋯“
是否社会的变革一定是伴以斗争、暴力的剧烈的转变。”
       ⋯⋯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通过民主合作的方式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控。智慧
的三种方法：实验、民主、教育
实验：“观察具体的情形”；鼓励“自由探究与出版和讨论自由”；“提供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尝试
不同的措施的机会，以便能够观察其结果并相互比较”。“以同情的胸怀看待他人的智慧与品格，尽
管他们持有反对我们的意见”。
民主：“民主，即用合作探究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相信分歧、争论、冲突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
加以引导，从中双方通过给对方提供表达的机会而各有教益，而不是通过强制战胜对方——通过嘲笑
、侮辱、威胁等心理手段而实行的压制在使用暴力这一意义上并不亚于通过公开的监禁与集中营而实
行的压制。⋯⋯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是他人的权力，而且是丰富自己人生经验的手段。”教育：用教
育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是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习惯等深层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式；所有的改革，如果仅仅依赖于法规的规定、惩罚的威
胁，或某些机械的、外在的变更，都只能是短暂的、无效的；因此社会对教育的责任便是它的至高无
上的首先责任。

3、《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71页

        功利主义杜威认为功利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只注重享受结果而忽视创造⋯⋯功利主义才滑向享乐
主义，只注重占有结果，而不思创造，夸大了人的获得、占有的本能，而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在这样
的思想指导下，人的贪欲、惟利是图的心态将极度膨胀，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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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

、法律的种种罪恶。

4、《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52页

        第三章 经验、功利和人生
杜威主张，平等不是物质条件上的绝对平等，而是每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平等和为社会服务的条件
的平等
约翰.杜威（1859-1952）
针对20c30s的美国社会现实（贫富差距，不平等，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
对美国社会病的诊断与救治
资本主义改良、温和的社会变革

5、《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34页

        柏格森的人生观拒斥理性，认为人的真实就在于那不可言状的无来由的冲动，因而，每个人的人
生要由自己去体验，没必要受理性等影响。⋯⋯把握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而别让虚假的未来禁锢了人
的自由。
反对传统对人的压抑，这可以理解。但柏格森拒斥的“理性”指的是什么？生活怎么可能又怎么可以
是“冲动、感性、激烈却又真实”的，人还是需要理性和感性相伴的吧？只是要探讨理性的定义和标
准是什么。
    比较认同的是“每个人的人生要由自己去体验”，“把握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当然，这些不是
柏格森的原话，是编者对其思想的概述。）我们总是大谈未来，为了所谓的目标努力奋斗甚至偏执地
不可理喻，何必呢？未来并不真实存在啊，我们只存在于每一个当下。

6、《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32页

        第二章 理解生命 柏格森
“所谓生命，就在于记忆和延续。”

关于时间：   “典型都市人的各种关系和事务往来，通常都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能严格守时，则整
个结构就会崩溃⋯⋯如果柏林的所有钟表突然以不同的方式都失灵了，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则这个城
市的一切经济生活和交往会陷入长时间的混乱。”时间已经异化为人类生活的某种意义上的“神”，
人类要通过“冰冷”的时间与他们所生存的世界相联系。

7、《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33页

         时间是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过去、现在、未来环环相扣，生生不息，通过记忆我们可以将保存
在时间里的过去的事件、情景等带到当下的反应中，并影响到以后⋯⋯柏格森将绵延的时间视为构成
人的生命的本质要素。
36页：从人的意识活动来看，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等从表面上来看是彼此分离的，是突发的。譬如面
对如画美景的心旷神怡，挫折沮丧时的黯然神伤，但其实家家此夜持针线心理和意识活动却是以连续
性为基础的：心旷神怡是因为勾起心底的某个美好回忆，黯然神伤也可能是因为触及到意识深处的某
个伤痛。因而，过去的并未消失，它们仍以不同的形式躲藏在意识的某个角落，并暗自凝聚在现在的
力量身边，与现在融为一体。

8、《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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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要打倒的是属于生命本身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一个人存在只是周遭的配景的
一部分，其价值依赖于外在的肯定，那么当这一切取决于他人的赞扬与抚慰的热源一旦消失时，他便
会深深感到一种被社群遗弃的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便会情不自禁地诅咒人世的凄凉，人生的寂寞。
⋯⋯于是，他便把人的存在价值依仗于自身，认为只有庸众才依靠他人，渴望别人施舍人生意义。

书的第一章概述的是尼采的人生哲学。这种书适合作入门式阅读，但如果要较真确地了解一个人的思
想，或许还是得直接阅读其个人专著。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无论这本书对尼采的哲学论点概述是否准确，以上这段话的确适用现阶段的我。疑惑自己的价值在
哪，真正的追求是什么？在这社会，真能不受外界评价的影响么？

9、《20世纪西方人生哲学》的笔记-第44页

        社会性存在的人

霍布斯：在“人性恶”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国家产生之前人类是互相残杀的、互相战争的，为了人类
的共同利益和生存，人们达成协议，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组成国家的管理集团，从此，人类才能在
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国家的形成是以个体的某些权力的丧失为代价的。
柏格森：为了使人类的生存得以维持与发展，必须要抑制个体的自私自利的本性，以防止社会分裂、
解体的危险。社会对个体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个体生存提供一个相对安稳的生存环境，而且也是个体从
有限走向无限的场所。在社会的制约和影响中，个体超越了“个体我”的种种局限。
如果可以举些例子说明社会如何让个体从有限走向无限，就更好了。有些类似马哲说的社会有利于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得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很想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研究哲学理论的？跟人类学、
社会学有什么联系和不同？感觉社会学的调查实践和应用性，更易被理解和接近。哲学是依托这些学
科基础，上升到一个更抽象化的宏观理论？
高中将马哲背得那个熟，但现在到了武学小说中所说的最高境界：全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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