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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论希腊哲学的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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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国学者，国际著名希腊哲学专家，译注有《巴曼尼得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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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冲“陈康”二字，绝对可以称作经典，力荐之！
2、读不下去了。。。我晕，再次对陈虎平的功力膜拜。。。
3、　　 西方社会有句谚语，除了日光空气以外，无一件事物不是源于古代希腊的。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潮、马克思主义、近现代新自由主义等植根于西方的众多文化无一例外
都自觉不觉得染上了古希腊的烙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真正致力于探究西方的文化、制度，绝
不能脱离古希腊。 
　　　　 曾经与一位老年学者深入交流讨论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由于年龄、
学术背景、生活背景的不同，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极大的分歧。分歧归分歧，交流碰撞始终是不可
避免的，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碰撞也是美妙甜蜜的。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诫我：年轻人，你应该多读读毛泽东同志的书籍。你们青年人都应该牢
记毛泽东同志的告诫——不要“言必称希腊”！ 
　　　　 所谓的“言必称希腊”是毛泽东同志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到的经典论据。用
意在于告诫党内的同志不要过分的迷信于西方的“金科玉律”。中国的事情归根结底是需要中国人民
根据自身实践走出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个论断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中国
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饱受“左”倾错误之苦，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海归派”高举共产国际大旗
，用马恩列著作中摘取的个别字句作为大棒盲目指挥，给中国革命发展、中国工农军队以及共产党自
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毛泽东本人也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客观的讲，虽然时过境迁，这句话依然有着现实意义。“言必称希腊”，过分的拘泥于既往
的辉煌、过分的拘泥于理论的教条都不是可取的。 
　　　　 但是，抛开政治，仅从学术探究的角度讲。古希腊的思想是所有学者都不可规避的。不论是
社科背景还是自然科学背景的学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零碎的阅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但是由于自身能力局限以及文化背景以及
既有思维方式的影响，并没有通过阅读获得明显的提升。在中国学术界谈古希腊哲学，我们就不能回
避陈康先生。我想，我之所以关注陈康先生，也是想借助依托陈康前辈，希望前辈能成为我和古希腊
哲学之间的一块跳板！ 
　　　　 我对商务印书馆一直有异常亲切的情感，所以对商务印书馆版本的《陈康：论希腊哲学》更
是青睐有加。 
　　　　 很遗憾，我的阅读学习效果却是在是不佳，资质愚钝是一方面，而没有文化底蕴或者说语言
功底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车昂先生在德国柏林修习哲学、古希腊文、拉丁文，历时十
年获得哲学博士。而要细细咀嚼古希腊的哲学的精妙所在则必须读很好的驾驭揣摩文字。如，陈康先
生在本书中有以下几个篇目《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
（Entele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从柏拉图的“接受者”到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译文）》。面
对这些文章，我实在难以细细揣摩把握！ 
　　　　 在这里，我要着实感谢此书的编辑同志照顾了我这位低层次学子，将一些相对简单的文章录
入。如《哲学方法》、《学与思》以及今天要提到的《嫉妒分析》等。 
　　　　 陈康先生所倡导的方法—— 
　　　　 “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据，各有它的客观基础” 
　　　　 “研究前人的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 
　　　　 “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仅仅这三句话，细细揣摩即可受用终生。“人我不混，物我分清”的境界绝不是一朝一夕能
练就的。在我看来，古希腊哲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这里。皓首穷经却始终“人我想混，物我不清”却
不能自省是最大的悲哀。这不但失去了人与物，更失去了自与我！ 
　　　　 1987年3月，汪子嵩、王太庆两位先生为《论希腊哲学》所做的前言中极力推崇陈康先生这
种严谨的求学精神、求学准则。 
　　　　 正如汪王两位先生在前言中所提到的——“收入本书的最后三篇文章都是他做具体分析的实
例，可以看出他分析的细致精密；他对希腊哲学史的研究经常采用这种精细的分析方法”。而《嫉妒
分析》正是这三篇之一，此文与希腊哲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其思维方式、分析方式则尤为可贵，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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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相对简单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故而本人非常喜欢，也的确受益匪浅。 
　　　　 先将本文的分段标题依次列出： 
　　　　 
　　　　一，嫉妒乃一人对另一人在实践方面的作为 
　　　　二，此等作为只限于同时代的二人之间 
　　　　三，此同时代的二人之间必有利害接触点 
　　　　四，这利害接触点在嫉妒者心中认为是一种价值 
　　　　五，这价值乃嫉妒者所无且自知非其所能有 
　　　　六，嫉妒这对有这样价值的人不折服 
　　　　七，嫉妒者诬所认为价值的为非价值 
　　　　八，嫉妒者诬所认为价值的为非价值乃是恶意的损害 
　　　　九，这恶意损害的目的乃在预止遭嫉妒者由此价值已获得嫉妒者所欲得的其他价值 
　　　　 
　　　　 本文不是社会心理学专著，恐怕也不能对“嫉妒”这一心理现象做出最科学最权威的分析。
但是我们可以把握陈康先生这种精细的分析方法。 
　　　　 二人实践作为：1，二人——同时代二人——同时代有利害接触点二人 
　　　　 2，利害接触点——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的利害接触点 
　　　　 3，价值——甲有而乙无——无且不能有—无且不折服——不折服且诬——诬为非价值； 
　　　　 ——恶意的损害——预止乙获其他价值 
　　　　 在九条展开演绎之前，陈康先生就明确说明：正当的分析不是空洞概念的分析，乃是现象的
分析、事物的分析；正当的分析出发点即是事物，它的历程中每一步骤皆只接受事物的控制。 
　　　　 《嫉妒分析》的骨架已经列出，没有鲜活的血肉则不能称之为“生动”。骨架的建立看似简
单而难得，血肉的填充同样需要丰厚的知识及严密的逻辑。《左传》叔向之母贯穿于此文的始终。叔
向之母是“嫉妒”分析这个大实验中的“小白鼠”，通过解剖小白鼠我们能窥见整个“嫉妒”的概念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叔向之母，我们也依旧可以找到小黑鼠、小黄鼠、小灰鼠。 
　　　　 《嫉妒分析》不是一个标准、具有社会心理学学术意义的论文，也谈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哲
学著作。 
　　　　 但是，《嫉妒分析》在构建骨架、填充血肉、解剖白鼠的流程上非常顺手。完全学术分析上
“庖丁解牛”的经典范例。 
　　　　 
　　　　（完） 
　　　　 
　　　　 
　　　　注：《嫉妒分析》原载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五期
4、曾经很认真地读过这本书。
5、图书馆里发黄的页面。

6、陈康先生是真正懂希腊哲学的。从希腊语拉丁语直接研究希腊哲学，德国的哲学博士，是个人物
！
7、新版还是抓紧收藏吧
8、里程碑吧，没什么做戏，地气天心，父权母语都对得起
9、匆匆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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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西方社会有句谚语，除了日光空气以外，无一件事物不是源于古代希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
潮、马克思主义、近现代新自由主义等植根于西方的众多文化无一例外都自觉不觉得染上了古希腊的
烙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真正致力于探究西方的文化、制度，绝不能脱离古希腊。曾经与一位
老年学者深入交流讨论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由于年龄、学术背景、生活背景
的不同，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极大的分歧。分歧归分歧，交流碰撞始终是不可避免的，相互尊重基
础上的碰撞也是美妙甜蜜的。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诫我：年轻人，你应该多读读毛泽东同志的书籍。
你们青年人都应该牢记毛泽东同志的告诫——不要“言必称希腊”！所谓的“言必称希腊”是毛泽东
同志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到的经典论据。用意在于告诫党内的同志不要过分的迷信于
西方的“金科玉律”。中国的事情归根结底是需要中国人民根据自身实践走出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具有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个论断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饱受“左”倾错
误之苦，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海归派”高举共产国际大旗，用马恩列著作中摘取的个别字句作为大
棒盲目指挥，给中国革命发展、中国工农军队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毛泽东本人也
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的讲，虽然时过境迁，这句话依然有着现实意义。“言必
称希腊”，过分的拘泥于既往的辉煌、过分的拘泥于理论的教条都不是可取的。但是，抛开政治，仅
从学术探究的角度讲。古希腊的思想是所有学者都不可规避的。不论是社科背景还是自然科学背景的
学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零碎的阅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但是由于自身能力局
限以及文化背景以及既有思维方式的影响，并没有通过阅读获得明显的提升。在中国学术界谈古希腊
哲学，我们就不能回避陈康先生。我想，我之所以关注陈康先生，也是想借助依托陈康前辈，希望前
辈能成为我和古希腊哲学之间的一块跳板！我对商务印书馆一直有异常亲切的情感，所以对商务印书
馆版本的《陈康：论希腊哲学》更是青睐有加。很遗憾，我的阅读学习效果却是在是不佳，资质愚钝
是一方面，而没有文化底蕴或者说语言功底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车昂先生在德国柏林
修习哲学、古希腊文、拉丁文，历时十年获得哲学博士。而要细细咀嚼古希腊的哲学的精妙所在则必
须读很好的驾驭揣摩文字。如，陈康先生在本书中有以下几个篇目《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哀乃耳假
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从柏拉图的“接受者”到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译文）》。面对这些文章，我实在难以细细揣摩把握！在这里，我要着实感
谢此书的编辑同志照顾了我这位低层次学子，将一些相对简单的文章录入。如《哲学方法》、《学与
思》以及今天要提到的《嫉妒分析》等。陈康先生所倡导的方法——“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
以其对象为依据，各有它的客观基础”“研究前人的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
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
断”仅仅这三句话，细细揣摩即可受用终生。“人我不混，物我分清”的境界绝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
的。在我看来，古希腊哲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这里。皓首穷经却始终“人我想混，物我不清”却不能
自省是最大的悲哀。这不但失去了人与物，更失去了自与我！1987年3月，汪子嵩、王太庆两位先生为
《论希腊哲学》所做的前言中极力推崇陈康先生这种严谨的求学精神、求学准则。正如汪王两位先生
在前言中所提到的——“收入本书的最后三篇文章都是他做具体分析的实例，可以看出他分析的细致
精密；他对希腊哲学史的研究经常采用这种精细的分析方法”。而《嫉妒分析》正是这三篇之一，此
文与希腊哲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其思维方式、分析方式则尤为可贵，再加上相对简单适合非专业人
士阅读，故而本人非常喜欢，也的确受益匪浅。先将本文的分段标题依次列出：一，嫉妒乃一人对另
一人在实践方面的作为二，此等作为只限于同时代的二人之间三，此同时代的二人之间必有利害接触
点四，这利害接触点在嫉妒者心中认为是一种价值五，这价值乃嫉妒者所无且自知非其所能有六，嫉
妒这对有这样价值的人不折服七，嫉妒者诬所认为价值的为非价值八，嫉妒者诬所认为价值的为非价
值乃是恶意的损害九，这恶意损害的目的乃在预止遭嫉妒者由此价值已获得嫉妒者所欲得的其他价值
本文不是社会心理学专著，恐怕也不能对“嫉妒”这一心理现象做出最科学最权威的分析。但是我们
可以把握陈康先生这种精细的分析方法。二人实践作为：1，二人——同时代二人——同时代有利害
接触点二人2，利害接触点——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的利害接触点3，价值——甲有而乙无——无且不能
有—无且不折服——不折服且诬——诬为非价值；——恶意的损害——预止乙获其他价值在九条展开
演绎之前，陈康先生就明确说明：正当的分析不是空洞概念的分析，乃是现象的分析、事物的分析；
正当的分析出发点即是事物，它的历程中每一步骤皆只接受事物的控制。《嫉妒分析》的骨架已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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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有鲜活的血肉则不能称之为“生动”。骨架的建立看似简单而难得，血肉的填充同样需要丰厚
的知识及严密的逻辑。《左传》叔向之母贯穿于此文的始终。叔向之母是“嫉妒”分析这个大实验中
的“小白鼠”，通过解剖小白鼠我们能窥见整个“嫉妒”的概念。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叔向之母
，我们也依旧可以找到小黑鼠、小黄鼠、小灰鼠。《嫉妒分析》不是一个标准、具有社会心理学学术
意义的论文，也谈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是，《嫉妒分析》在构建骨架、填充血肉、解剖
白鼠的流程上非常顺手。完全学术分析上“庖丁解牛”的经典范例。（完）注：《嫉妒分析》原载于
《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五期 
2、同意陈先生的说法研究，方法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固定的结论，可以随着材料的更新有不同的
变化但是方法是相对固定的因此读先生这个集子的时候也特意留心先生运用的方法当然，这个文集收
的文字基本都是先生从N.哈特曼转向w.耶格尔之后的文字，主要还是运用的发生法的研究角度也就是
通过先生的介绍，和他本身的工作我也倾向于从发生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经典的形成和传衍毕竟从历史
角度说明经典衍生的过程，再对经典的价值意义进行判断至少感觉比任意的取经典的文字来进行演绎
宣传来的科学当然也就更可信此外，看过了台湾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还是可以看到陈先生对当时
大陆以及其他一些连带现象还是有不满的他对黑格尔研究所提出的意见也相当中肯可惜，这些文字分
属敏感不能出现在大陆编的这个名为《论希腊哲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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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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