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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前言

哲学出自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人类为了提高认知能力而进行的思想
认识活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代表着智慧，哲学大师就是智慧的象征。    最早使用“爱智
慧”这个词语的是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据赫拉克利特在《论无生物》中记载，毕达哥拉斯第一
次使用了“爱智慧”这个词语，并且把自己称作philos叩hos，即“爱智者”。毕达哥拉斯还认为，在
生活中，一些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爱智者”生来为的是寻求真理。他明确地把“爱智者”归到
了自由人的行列，同时也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哲学大师是一个哲学流派的灵魂，也是一个
哲学流派的核心。他们或是一手创建了这个流派，成为某种学说的创始人。比如，毕达哥拉斯创立了
毕达哥拉斯学派，孔子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伊壁鸠鲁创立了伊壁鸠鲁学派等。或是一个哲学
流派的代表人物，对流派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对儒家文化
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对智者派的发展也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本书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在哲学史上赫赫有名、对世界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哲学大师，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了解这些哲学大师的代表性理论以及他们的一些
逸闻逸事，并在此基础上了解他们所代表的哲学流派的一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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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内容概要

《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几千年来，哲学大师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刻思考，足以为我们的人
生提供一盏指路的明灯。《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在哲学史上赫赫有名、对世
界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大师，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了解这些哲学大师的代表
性理论以及他们的一些逸闻逸事，并在此基础上了解他们所代表的哲学流派的一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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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书籍目录

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
道家鼻祖：老子
将哲学和数学结合的第一人：毕达哥拉斯
至圣先师：孔子
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
辩证法的奠基者：芝诺
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
智者派代表人物：高尔吉亚
自称哲学家的第一人：苏格拉底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
原子唯物论的创始人之一：德谟克利特
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
最博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圣”：孟子
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
伊壁鸠鲁学派创始人：伊壁鸠鲁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
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
斯多阿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诺
神学、教父哲学的代表：奥古斯丁
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
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
自然哲学家：布鲁诺
唯物主义经验论创始人：培根
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
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笛卡儿
经验论的集大成者：洛克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
科学哲学家：牛顿
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
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梅利叶
英国近代经验主义的代表：贝克莱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
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
社会政治哲学家：卢梭
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
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
历史哲学领域的开创者：赫尔德
古典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
最庞大哲学体系的创立者：黑格尔
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
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实证主义哲学家：孑L德
“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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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别林斯基
社会达尔文主义论：斯宾塞
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
科学哲学家：马赫
唯心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
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
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
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
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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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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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编辑推荐

《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为读者打造了一个极具艺术魅力的阅读空间，引导读者从多个角度解读
哲学大师的伟大思想、智慧哲理及传奇人生。这是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知识性很强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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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精彩短评

1、从书中了解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及他们的贡献
2、不错不错不错确实不错
3、买了很久了。不过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让我更多了解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及他们的贡献。还是有
用，毕竟，多读书，始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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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章节试读

1、《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69页

        构成快乐生活的不是无休止的狂欢、美色、鱼肉及其他餐桌上的佳肴，而是清晰的推理、寻求选
择和避免的原因、排除那些使灵魂不得安宁的观念。

2、《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171页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的。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
”。卢梭主张的自然教育，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其手段就是生活
和实践，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让孩子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通关感官的感受
去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卢梭还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使其学会谋生
的手段，及早地养成支配自己的自由和体力的能力，保持自然的习惯。

【双眼紧盯书本，双手得不到解放。中国基础教育失败。】

3、《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205页

        我只是反对读书读太多。人们的确不应该读太多的书，以免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受弹性。
我们最不应当由于阅读而把自己和现实的世界隔绝开来，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因为促成自我思考的
机缘和心情，来自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比来自书本要多得多。

【作者的思想只是提供了一种更多的可能，仅供参考】

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151页

        贝克莱还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认为，人们认识的对象就是观念，观
念并不反映观念之外的任何事物，而且在观念之外没有任何事物，人们平常所说的事物，不过是观念
的各种不同的结合而已，由此得出结论，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譬如一张写字台的存在，除了自
己看见它，摸到它，嗅过它，感知了它的颜色、形状和味道外，宗旨，离开了感觉，或者感觉的复合
，那么它就不存在。

【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你更记得我的什么：面孔、气味、穿过的衣服、说过的话、说话的
声音、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别的什么...】

5、《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64页

        庄子认为，大千世界复杂多样，千变万化，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变
化之中，因此，也没有永恒的真理。“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身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在庄子看来，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自我满足的存在，生命的价
值在于其自身，它不需要外在社会的价值尺度来给予肯定。道德既不是人的自然内容，也不是人的必
然社会法则。相反，社会道德对人生命构成了一种外在的、直接的压迫，只有摆脱社会的束缚，超越
道德的桎梏，人才能获得真实的自我，才能找到生命的价值。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如同四季交替一样，所以不必为死人伤心落泪。

【多么超前的理念。精神病人、变态杀人魔也有专属的快乐】

6、《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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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

        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由于认识自然的本性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
，所以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自己，即认识人自身中的“善”。

【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改变自己，包容自己】

7、《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54页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把它看做是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他总结了一千
哲学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四因说”。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有四种原因，即质料因
、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认为，只要认识了“四因”，就完全认识了事物：因为认识事物就是
认识事物的原因。质料因是事物构成的根基。形式因是决定一个事物是其所是的原因，所以它不是指
事物的外观，而是指事物的本质。动力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目的因是事物的终极目标。亚里士
多德尽管指出了这四种原因，但是他并不主张要找出任何事物的这四种原因，他认为，在自然事物中
，动力因和目的因往往与形式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认为只找出它们的质料因和形式因就可以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取过程、结果看目的，尽管目的会比结果更让人受伤。】

8、《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21页

        “那么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呢？”年轻人觉得赫拉克利特还是没有把什么事幸福的问题说清楚。
赫拉克利特说：“在我看来，幸福就是拥有智慧。”
“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熟悉很多东西。一个人要有智慧不难，就是要有认识事物的本领。但是博学并
不能使人智慧，否则智慧也变得太容易了。有智慧的人应该具有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9、《60位必知的世界哲学大师》的笔记-第144页

        这种区别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区别，并不是相对于我们的比较而言。这种规定性，必须是
内在于事物之中的，不是我们通过树叶的形状、脉理来区别亮片树叶的不同，而是树叶通过它的形状
、脉理来和其他的树叶相区别。如果两件事物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两个”，那么它们的每一
个就都是“一”，两件事物所谓的“二”，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关系。构成关系的是特定的区别本身，
这才是主要的东西。

【在一起是因为相似熟悉还是陌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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