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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各学科各派别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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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精彩短评

1、本书引导人从哲学著作中读出智慧，启发人思考。每一节的书目中也会见到一些没见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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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从报纸杂志的哲学专栏中抽取了106个问题，由本书作者阿德勒统一回
答，并最后汇编成册，遂成此书。由于所有的问题大都涉及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本书也可称之为一
个西方基本思想的简要普及读本。本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人类的基本问题，诸如：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哲学，历史的意义，什么是良心，人的尊严，上帝存在的证明，命运与自由，人的平等，人性
的不变性，生命的目的等等。从这些问题之中，单独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话题，其所能涉及到的著作
资料就足以填满一个小型图书馆。本书的作者回答每个话题也就是两三页纸的内容，所以也只能浅谈
一些基本的哲学家及其思想脉络，并精要的谈谈自己的看法。所以，本书更像是一个普及读本，那些
对于西方思想史完全没有概念的哲学爱好者来说，阅读此书可以避免在学习过程中犯一些常识性的错
误。其实这是蛮重要的：当我们满心欢喜的想提出一些自己想法的时候，至少我们很有信心，这些想
法并没有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先贤们阐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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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24页

                “一个立宪政体是基本组织与机构由法律所发布的政体。它是一个法律的政府，不是人的政府
。路易十四的‘我是国家’和希特勒的‘我是法律’都是非立宪政体的典型表现。”

2、《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57页

                “勇气的别名叫坚毅。有‘坚毅’的字义，可知勇气是基于一种坚持对抗危险，痛苦和压迫的
力量。
        ⋯⋯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认为：能够避免鲁莽和胆怯这两种相反的错误，才算得上勇敢。亚里斯多德指
出，所谓勇敢，是含有适当的恐惧，不多也不少。勇敢是要求对危险有充分的判断，或如同伊比推涂
所说，是信心与小心的综合。史宾诺莎说：‘适时地撤退正跟战斗一样，是心力的表现。’这就是勇
敢。同样一种德性使人在不同情况下，逃避危险或迎上前去。
        伟大的道德家绝不把勇敢从其他美德中单独提出来讨论。他们认为勇敢只有在自制，公正，谨慎
或智慧的人身上才能找到。他们的理由是：勇敢或受苦必须是为了正当目的。他们不会只因为强盗临
危不乱，就说他是勇者。因为他克服恐惧之为了做坏事，他只是露出了虚假的勇敢而已。”

3、《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205页

                “有人问圣奥古斯丁：‘何谓时间？’他答道：‘不问，我还知道；但要解释，我却糊涂了。
’要说明爱也是同样为难的。弗洛伊德在生命的尾声里，忏悔道：‘直到现在，我还没勇气夸述爱的
本质，我想，我们的知识尚不足以做到⋯⋯我们的确对爱知道得很少。’
         ⋯⋯
        爱含有冲动⋯⋯爱含着持续不变⋯⋯尤其，爱含着结合——肉体与灵魂的结合，或如顿尼所表达
的：
        ‘爱的神秘在灵魂里滋长，
        但肉体是他的书。’

        人最深切的需要是克服他的疏离，脱离孤独的牢狱。”

4、《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64页

                “我们说‘自然法’，意思指的是人类行为的原理，而不是物理科学所发现的自然法则。
        自然的公正秩序这个观念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概念之一，举凡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当服膺。⋯⋯
柏拉图称之为‘正义’，并且把它运用到人的灵魂与人的行为上。
        自然法的第一个律令是‘趋善避恶’。它常常是这样叙述的：‘行善于人，不伤害任何人，把自
己的给予别人。’”

5、《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124页

                “‘罪’本质上不是一个法学或道德上的名词。它是宗教上的词语，用来指人对上帝的冒犯。
离开对上帝神圣与威权的觉醒，‘罪’就没啥意义。缺少这种觉醒，就没有‘罪’的感觉，不管一个
人能否做什么。
        ‘罪’在本质上，是人脱离上帝的状态。罪的行为是一种避开上帝的不服与反叛。人以自己的意
志来对抗上帝的意志。当人把他自己与欲望置于万物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时，就会显现出顽迷的
意志与傲慢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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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奥古斯丁更进一步透漏罪后面的内在动机。他在其《忏悔录》里告诉我们，他在小孩时如何偷梨
子，只纯为了享受偷的滋味。其滋味不在梨子，而只在罪——‘反抗上帝法律的刺激’使他痛快过瘾
。此为形成罪行基础的顽迷欲望的好例子。”

6、《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55页

        
        “（人类应当具备的）主要的德性——常称为‘基本德性’——是勇气或坚毅，克己，公正和审
慎。这些德性塑成好人的道德品格。”

7、《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22页

                “根据集体主义者或集权主义者的看法，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分子⋯⋯零件只为整体的利益而工
作⋯⋯国家的利益必须永远压倒个人的利益。
        根据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个体的实现。国家只是有益于个人幸福的工具而已⋯⋯把国
家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管的越少越好。⋯⋯
        第三种理论⋯⋯中庸论者（既国家对个人有益，个人要对国家做贡献这样的废话。读者按）
        这三种观点都引起一个有关人性的基本问题——人在孤独中还是在社会中能达到圆满。⋯⋯也引
起另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形式的人类社会才能帮助人活的好些⋯⋯
        ⋯⋯
        大多数现代政治思想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寻求的完全自我统治时不可能的，人与社会便是现
在这个样子。”

8、《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217页

                “关于人性的永恒性或不变性的问题，西方思想提供了三种主要的问答：
        第一为传统的观点，人在本质上，代代相同。
        第二个观点为兴起于19世纪，并从此支配西方思想的进化论学说。站在此观点，人性已经历过去8
万年的进化发展。人的原始构造已经更易而导致人的肉体以及可能包括他的心灵显然的改变。此观点
的一些代表者认为，在人类史上最近期内已经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并且仍然继续着。
        第三个观点是历史学的或社会学的观点⋯⋯：人性乃是由于他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这种观
点一向主张，人没有先天的或独立的，永久固定不变的性格。人只是一种历史和随时改变的一种存在
。于是，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论人的中心主题。
        ⋯⋯
        这一点，我相当同意杜威的看法。我不相信，象战争这种古老的社会罪恶源自人性的遗传中。另
一方面，我同意那些认为人类的长足进步是由于制度的改良，而不是人性的升华。这是社会，而不是
人；社会在某种范围内饰可以变得完美的，而人性不可变的限制却决定了这些范围。”

9、《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142页

                “进步的基本意念是在时间的进程上，一定有更好的改变。它指谓着在人类历史上有真正的改
变，而事件不会再重演。也指谓着这改变是朝向着人类事务的改进与完美。进步可能有象不分阶级的
社会，永久和平这类固定的目标，也可能是无止境的进程。
        ⋯⋯
        不管多么轻微，已有迹象显出经过诸时代，人类良心已缓缓改善。我们目睹本世纪对人的处置，
那种不人道与残忍一如古史记载的野蛮至极。然而，今日有更多的人类比前人更为这种处置所深深震
惊。我们已较认识到人权。我们已比祖先更健全的体会到个人尊严。
        关于进步的最深问题关涉到人性自身。⋯⋯人性自身能从低层进化到高级的形式？
        德国哲学家尼采预言了超人的诞生。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展望着完美社会的来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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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产生优越的人类。宗教思想家也希望透过精神的复兴，来发展新人类。
        我持相反的看法，我认为人性是变动不已的因素，这因素限制了人所能达到的进步。但即使有了
限制，仍大有进步的余地，进步得为我们前所未见。每进一步，人就对他的潜力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

10、《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16页

        “我们就历史知识本身，可找到意义和价值。有了过去顺次而精确的景象，可以满足对客观知识
的渴望，以及跟前人沟通与合为一体的需求。不为现代所局限，确是件幸事；我们的生命因有过去而
感到充实起来。”

11、《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17页

                “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的看法是：人类历史在神圣旨意的引导下，在时间终点与历史
之外，达到上帝的王国。
        ⋯⋯
        有些宗教领袖与团体把《圣经》解释为：上帝王国即将在尘世实现。⋯⋯黑格尔把历史看作一代
复一代地朝向无限的目标，达到日耳曼基督教的世界。他的学生马克思以完全自由平等的无产阶级社
会，当做人类历史中的目标与终点。他认为要达到这目标，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战争和流血
革命。
        ⋯⋯
        历史意义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全部发现。我们对历史的想法在于，对人类本质与命运的基本看法
，对人类与上帝关系的概念，以及就整个来说，因果概念在人类世界的作用。”

12、《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8页

        
        “今天很多人以为哲学跟科学比起来毫无用处，因为既不能制造产品，也不能控制手段。但依我
的判断，哲学知识另有妙用，它的效用是在道德或指导上，而不是在技术或制造上。科学提供可用的
方法，哲学指示应该寻求的目标。
        让我再澄清最后一点，对人生及社会的指导，在于对诸如下列问题作何解答：幸福的要素为何？
我们的责任何在？何种政府体制最为公正？构成社会福利者为何？自由人应拥有什么？象这些含有对
错或好坏的问题，科学永远不能解答。
        ⋯⋯
        依我的论断，置于文化或文明顶点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因为它所能回答的问题是人生中最为重
要的。显而易见的，我们愈拥有科学，就愈需要哲学，因为我们愈持有权力，就愈需要指引。”

13、《西方的智慧》的笔记-第33页

                “有两句箴言指出了正义的精髓。第一句是‘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这是柏拉图《理想国》
与查士丁尼《罗马法典》开头所宣布的著名原则。譬如，你向某人借了100元，并答应还他。你欠了借
钱给你的人的债。这笔钱的确是他的，不是你的，虽然目前你在使用它。还钱是公道的。这就是给予
他所应得的。拒绝还钱不公道，这样就是拿了属于别人的东西。
       第二句是‘对待同状况者平等，不同状况者不等，与其不等度成比例’。法律之前的基本平等原
则就是由这句箴言而来。
        （假如你有两个孩子）两个人都不听话，且在同样情况下做了同样的事。但是你只罚了一个，却
放过了另一个。小孩子对于这方面的公道具有十分精确的见解。无疑的，被罚的那个会说‘不公平。
你处罚我，却放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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