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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诸多哲学传统的比较来显示西方哲学的特点，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
点，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背景来展开各个哲学学派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结合人类的现代处境来讨
论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全书内容覆盖像罗尔斯、罗蒂和哈贝马斯这样的当代哲学大师的哲学讨论，
其风格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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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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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附带浏览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
第二章 智者派和苏格拉底
第三章 柏拉图――理念论和理想国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自然秩序和作为“政治动物”的人
第五章 后期古典时期
第六章 中世纪
第七章 自然科学的兴起
第八章 文艺复兴与强权政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
第九章 怀疑和信念――处于中心的人
第十章 作为一个体系的唯理论
第十一章 洛克――启蒙和平等
第十二章 经验主义与知识批判
第十三章 启蒙运动――理性和进步
第十四章 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
第十五章 康德――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十六章 人文学科的崛起
第十七章 黑格尔――历史和辩证法
第十八章 马克思――生产力和阶级斗争
第十九章 克尔凯戈尔――生存和反讽
第二十章 达尔文――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和争论
第二十一章 尼采和实用主义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第二十三章 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第二十四章 社会科学的兴起
第二十五章 自然科学的新进展
第二十六章 当代哲学概观
第二十七章 现代性和危机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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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编辑推荐

　　本书初版于1972年，以后基本上每四年修订一次，最近一个修订本出版于2000年。除了挪威国内
两个语种之外，该书已被译成德语、英语、俄语、瑞典语、丹麦语、冰岛语、别兹别克语等多个语种
，该书的韩语版、土耳其语版和塔吉克语版也即将问世。其作为教材和参考读物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
了数十年时间和近十个语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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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精彩短评

1、儿子现在11岁，正在看这本书。原来他两天可以看完一本金庸的小说，这本书他一天只能看20-30
页，虽然比较难懂，但他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有深度。
2、好不容易读完。。。
3、现代哲学的部分比赵敦华的教材高出130个level，就连社会科学的部分也比国内的很多社会学理论
教材讲得清楚
4、通读了一下，以后有机会会再看一遍~
5、编排方式也很棒，思考题让我发现自己对思想体系依然称不上理解⋯⋯下午西哲考试求给力！T T
6、这是初二和初三的时候读的。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史著作，直到现在依然怀念。它引发了我对
哲学的浓厚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它清晰简明，系统而又不失流畅。
康德、马克思以及尼采在那个时候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7、起初买是因为这个封面太喜欢了。第二年哲学系恰好换此书作为本科西哲史教材，可惜自己现代
史部分都没有好好阅读。此书一大特点就是配套原著选读
8、“纪传体”  。 内容很丰富，但是貌似没讲费希特和谢林
9、好厚⋯⋯
10、就是梯利那版啊
11、各色流派看得我都抽搐了。又忘了 肿莫办呀。
12、在图书馆借了这本书的04年第三版,感觉很不错,也使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有很大提升,好书自然
要拥有一本了!
13、哲学的入门读物。需要辅之以笔记，而且还得不停地往回看，不好记忆理解区别比较，有点小吃
力~
14、现象学是啥我还是没懂。
15、相对罗素比较全面，注重社会学和科学
16、买了有小半年，书也看了几遍了， 对哲学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17、大一读的。读得苦乐交加
18、我的启蒙读物，思想史方面的第一本书，评述比较客观，但是越到后来越到现代就越简略。
19、希尔贝克这版太偏于讲背景
20、很简略的看完了= =
21、趁着五一长假，把下册读完了。当代哲学的章节太概观，能吸收营养的地方少，但之前的部分都
写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第十五章的康德讲得非常透彻。和通常的哲学史叙事相比，这本书似乎更
在意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主流叙事形成了张力。
22、一本深入浅出的教科书要是现代哲学篇幅再多些就更好了
23、非常舒服
24、入门书，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再细读哲学
25、西方文论老师推荐的书，对理解文论有帮助，同时让我爱上了探究世界本质的哲学。不过因为是
译本，在表达上外文的味道很浓，读起来不那么顺畅，尤其是康德那一节，读的我想死。。。
26、简明扼要
27、阅读快感完爆同时间段看过的所有小说，不能赞更多
28、近现代部分史料少，论述少，过于简略了
29、没有什么比精神更加不朽
30、是本好书但望能再降价
31、可以看懂的一本书，不是很枯燥的，值得看看

32、1星给原著选读
33、过渡明晰，思路清晰，跨越面广，读过最赞的一本哲学史
34、翻第二遍哲学史的时候发现这也是本好书呢！（其实我并没有胆子去翻黑格尔和文德尔班的哲学
史）
35、很不错，启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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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36、不错，就是还没时间读完~
37、书的质量还不错 到货也不比较快  和预想中的一样
38、比较下，还是斯通普夫那本好些
39、挪威人的，作为教科书应该不错，零基础没有老师指导的话看起来大概会比较吃力，不宜当入门
书。知识梳理比较清楚，写的时候就有前后贯通的考虑，有不少点评读来很有收获。对黑-马较多正面
评价。童先生签赠，600多页没多久就看裂了（现在出了新版，不知装帧改善没有）。
40、叫西方思想史似乎更合适。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对于社会学、科学等学科都有粗略的涉及。难免
挂一漏万，但启发颇深。
41、哲学入门书，辩证法的应用
42、系统性强，脉络清晰，哲学史演变发展的过程也很清楚，梳理的视角很客观，作为一本哲学史很
成功，然而太教科书，有足够的知识摄入，却少了点哲思魅力与火花迸射（好吧，就是想说罗素好）
43、很值得细细读的书
44、此书的亲和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看完后总觉得是少了点什么，回头看了一下目录，原来把我们的
哲学家大叔给漏掉了，倒是对黑格尔有大段辩护的文字，难道作者就是黑格尔的铁杆粉丝不成？
45、编排叫好，值得推荐
46、对想了解的的初学者来说，算是不错的一本读物。
47、书很重。。。。。果然还是没什么兴趣看着一类的东西。。。。
48、大三读的，讲啥忘得差不多了
49、一部很全面的书，很容易懂，时间顺序很好
50、近现代那部分太简略了，读着很不爽。。。古代部分很过瘾！
51、循序善诱，给我以启发！
52、买了十年的书，受道长一千零一夜不停讲哲学的启发，终于读通了，读顺了，好开森。
53、最近让我很崩溃的一本书，大二读跟大一完全不一样
54、惊心动魄的思想冒险，最后我们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是我们对原点有的只是初次般的理解。
55、感兴趣的话，这本书不错
56、该书涵盖的时间范围比较广，一直到二战以后的现代哲学思想都囊括其中；而且注重对每一个哲
学家基本哲学思想进行系统且富有逻辑地阐发。较罗素的哲学史有一定难度，较我国国内编的哲学史
角度很新颖，希望开扩一下哲理性思考的朋友不妨一读。
57、哲学启蒙书
58、一般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的主观色彩会让原本就难懂的哲学更让人费解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
知识，建议先看了中国哲学家写的书以后再来来看外国作家写的如果能读原著（英文版）就更好可避
免“翻译”的局限性能够更好的理解
59、个人觉得可以比肩罗素
60、有时间去看罗素的
61、不是最好，但是最早。
62、1、史，尤其是“思想史”的完成是由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本书里亚里士多德是思
想之集大成者，可罗素就不这么待见亚#读史没有教科书#；2、列宁居然都出现在一本以哲学史命名的
书里，而这书完全没提叔本华，呃。。3、第19-25章看着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4、批判比构建容易
得多#起点的选择#5、柏拉图-鱼、亚-处、黑格尔-秤、维特根斯坦-水处命主、萨特-瓶、海德格尔-牛
，部分与太阳星座不符，待验证#初占不准#；6、想学哲学家里不同意怕难就业，就好像“想嫁穷小子
家里不同意怕受苦”，#爱情与面包#、#无关利害的快乐#
63、比罗素的版本少了些乐趣，也多了些理性，北欧民族还是喜欢读书的，毕竟光照时间短
64、这个不错啊
65、这本书还没有读，但是老师有推荐，应该不错
66、门外汉看得似懂非懂 但还是耐心看完了
67、非常好的哲学史读物。稍有一点深，辐射到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68、在南国春日的午后伴着红茶读完的一本书，太怀念那些日子。
69、: �
B5/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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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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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章节试读

1、《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64页

        柏拉图提倡广泛的男女平等。柏拉图持这种平等观，因为他认为男女的生理差别与每个人在社会
中所能胜任的工作无关：妇女生育孩子并不能证明以性别差别为依据的劳动分工的合理性。正是在这
个基础上，柏拉图被看做是对妇女权利的早期捍卫者。他反对当时的习俗，主张男孩女孩有受教育的
平等权。但是，这并不必然说明柏拉图与现代哲学家在同一意义上提倡普遍的个人权利。对柏拉图来
说，这些权利是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人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
了消灭妇女的传统领域。⋯⋯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柏拉图把公共生活置于私人生活之上，就如同他
把理智和教育置于人的生物性上一样。

2、《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612页

        审美阶段的特点是从一种远距的和自我放纵的视角出发来体验的生活。在此阶段，我们并不以伦
理的方式严肃地介入生活，而只是被动的观察者，其态度就如同对于艺术那样。我们观赏悲剧和喜剧
，但不真的参与其中。这是反思的、不介入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他追求优美和崇高，却不卷入作为
伦理阶段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之特点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唯美主义者既是优越的，也是沮丧的：优越
是因为超然于混乱和义务之外，沮丧是因为这种生活形式是空洞的、充满绝望的。唯美主义者像蜜蜂
一样在花朵间飞舞。他们在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角色之间徘徊，今天选择这个，明天选择那个。他
们无休止地寻找新东西，寻找新的经验。唯美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调适得很好的公民，并不是因为唯
美主义者爱美，而公民却不爱美，而是因为唯美主义者与生活有一种反讽-反思的关系。公民们自发地
去从事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担忧，而唯美主义者对所有这些事情却保持一种
超然的态度。在唯美主义者看来，所有这些世俗的选择，根本上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后果
是什么，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面前的唯美主义者都不会首先是一个享受生活、热爱美和快乐的
人，而是一个与生活保持一种内在距离的人，一个认识到生活是没有伦理内容——因为从根本上说，
任何事物都是同等有效的（gleich-gültig）——的人。唯美主义者远非一个直接享受生活所提供的乐趣
的人，相反他更接近于一个反思的犬儒主义者，他像英雄一般地坚持着，尽管生活实际上毫无客观意
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唯美主义者的内在的绝望，正是这一点，把唯美主义者同忙忙碌碌、
古道热肠的公民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

3、《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78页

        柏拉图以诉诸理性的要求批评实际状况；他认为政治的任务是使实际状况更接近理想的状况。相
反，亚里士多德从已有国家形式入手；对他来说，理性是分类和评价已有国家形式的手段。这意味着
柏拉图早在超越已有的秩序中追求崭新的秩序。他的思想更具现实性，因为更适合当时城邦的政治状
况。

4、《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65页

        在雾里走遍每座山，每一条道路、山岭和山谷，然后再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远处来清晰观看这座
山。沉浸于细节，直至完全熟悉了每个部分，然后有一天将它们联系成一个整体。

5、《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98页

        对欲望的放纵将政体由贵族政治一路拖至民主政体，然而不断燃烧的激情终将统治众人。大众劫
掠富人，推强人为头领，国家便堕入寡头统治的深渊。

6、《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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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比鸠鲁主义
伊壁鸠鲁主义对如何确保每个人的幸福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享受生活，但要深思熟虑。其人生哲
学可概括为以下两点：1.存在着的唯一的善是快乐。2.要确保最大的快乐，我们必须只享受我们能够支
配的快乐。

7、《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66页

        柏拉图是一个特别强调统一的哲学家。他强调的是辩证综合，而不是区分和差别。统一和结合优
于分离。因此他是一个“整体论者”。也因为他没有对不同的领域和工作进行区分，所以他不能容纳
这些领域所能够提供的自由。

8、《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30页

        万物的本源是水

9、《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365页

        第一节 先验哲学——认识论
启蒙运动，文化更新，大学得到加强
休谟，知识没有确定性
康德：空间和时间、因果性，存在于人类心灵
经验论怀疑，唯理论独断
直接经验和归纳并不提供必然的普遍有效的东西
赋予秩序的能力在主体当中，即我们自己，这是不成问题的事情

10、《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31页

        
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陷于四分五裂。公元400年前夕，基督教成了它的主导宗教。5世纪，日耳曼部落
大举入侵，西罗马帝国奄奄一息。古代时期告终而中世纪开始。⋯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社会状况可能
导致了某种政治懈怠和对理论哲学的兴趣索然。哲学尤其转向关注个人的伦理问题。但是在古代后期
，人们感到这种人生哲学是不够的，许多人开始寻求一种宗教回答。新柏拉图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
有后期的斯多葛主义，就表达了这种复苏了的宗教追求。基督教的生长遇上了合适的土壤。
基督教的感召是面向每个人的。它向每个人都宣示希望。每个人都有希望，而不管政治上怎么无能为
力、物质上怎么苦难重重，也不管品行怎么不良、性格怎么软弱。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
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的终点，我们可以期待此世生活的苦难和不公会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
有一位天父，他能够将仁慈和拯救一视同仁地施派给有罪的人和虔诚的人。
对第一批基督徒来说，与希腊士人的遭遇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这些士人受到希腊哲学和希腊化时
期的哲学教育，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概念世界与《圣经》的概念世界截然不同。基督徒们该如何回应
这些士人？他们应该设法把《圣经》“翻译”成这些士人的语言，以便使这些士人转信基督教呢，还
是应该将整个哲学贬斥为异教徒的愚妄，并也用《圣经》的语言对这些士人讲话？
因此，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策略。用今天的话来说，第一种策略可以称作“天主教的”（信仰加上传统
）。这种策略承认哲学传统也是由上帝创造的。基督徒因此也应该对这个传统作正面的回应，而不能
惧怕借助于哲学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我们可以把第二种策略称为“新教的”（唯有信仰）：它主张，
基督教的真理是在《圣经》中，而且只能在《圣经》中才能找到的，而这个真理切不可被像希腊哲学
那样的异教传统所玷污。后来的情况表明，第一种策略更为有效，其结果就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它设
法借助于希腊哲学和希腊化时期哲学来使《启示》为人所理解。这样，基督教神学问世的形式是护教
学；也就是说，是面对非基督徒人士的种种反对而为基督教所进行的辩护。最初出现的主要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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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综合，虽然晚期斯多葛学派也起了作用。这个神学综合在大约公元300年到1200年期
间占主导地位，覆盖了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在13世纪，亚里士多德被基督教世界重新发现，因而出
现了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综合。这个神学综合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主导哲学。
在中世纪，哲学和神学是声称导向真实洞见的学问的两个主要分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在中世纪
之前的欧洲文化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时期，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因而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中心问
题。哲学和神学这两个科学必须找到一个相对于对方的位置：哪些问题属于哲学，哪些问题属于神学
？哲学和神学在中世纪的密切关系，常常被说成似乎是神学把哲学紧紧拴住了；也就是说，哲学似乎
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完全也可以反过来说，说是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破坏了神学（基督教）
：神学学说（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说和灵魂高于肉体说，是用一种适合希腊化时期（新柏拉图主
义）哲学家的语言提出的。但是即使在人们停止用这种新柏拉图主义进行思考之后，神学仍然受这种
哲学术语的约束。因此，神学和哲学之间这种共存的结果，倒是神学“深受其害”了。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确定谁“征服了”谁。相反，需要警惕的倒是对命运的历史判断作道德化评价，因
为那样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忽视事件之中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能够提出的毋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基督教带入哲学环境和思想环境的新观点是什么？简单地说，有如下一些新概念：
1.�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人类观
2.�一种线性的历史观
3.�一种把上帝当作一个位格和一个造物主的上帝观
希腊哲学家们多数把人类看作天地中诸多造物中的一种；人当然是一种高级的造物，但仍然不具有独
一无二的地位。岩石、泥土、草木、鸟兽、人类和神祗-----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同一个有限的宇
宙之中。在基督教中，情况就不同了：上帝是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位格，而这个世界----存在
着岩石、草木、鸟兽和人类的世界----则是上帝为了人类能够被拯救起见而创造出来的。宇宙相对于
人和上帝来说是次要的。宇宙万物所围绕的中心，是人类在地球上为获得拯救而进行的斗争。
拯救和原罪的观念之站住脚跟，是以希腊传统的一些道德观念作为代价的，比如美德和好的生活的实
现。而且，拯救是对每个人而言的。人类具有比任何其他创造物高出无限倍的价值，而且全部人类在
原则上具有同样高的价值。这同时意味着，斯多葛派的自然和普世博爱与平等的观念，是与基督教观
念不约而同的：存在着一条普遍有效的法则，也就是上帝之言，而全部人类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
他们都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人类都处于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具有根
本意义的是历史，而不是自然。而历史也不像斯多葛主义那里是循环的，而是线性的。历史向前进行
着：创世、人的堕落、基督的诞生、他的生活和复活、罪和拯救之间的斗争，所有一切都预示着末日
审判的到来。

11、《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28页

        
传统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可疑的传说附会在泰勒斯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身上。 p21

虽然米利都哲学家们凭据的是科学的胸怀和气度，但他们并没有以现代科学家们可能会用的方式形成
他们的假设，他们也没有涉及任何实验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具有独断的性质——一种肯定
的断言，而不是对真正假设的试验。P11

萨摩斯岛 毕达哥拉斯出生地，隔海相望则是米利都。 

从萨摩斯岛到克罗顿 毕达哥拉斯迁居

毕达哥拉斯相信数学是对灵魂的最好的清洁，永恒而有序的数的世界。以理性代替狄俄尼索斯崇拜（
疯狂粗野的舞蹈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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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奥林匹克比赛三种人，商人、比赛者和观众。观众最高级，他们思考分析所发生的事。（哲学家）
数意味着音乐、大小、形状，他们远远不是抽象的，而是特殊种类的实体。（数字-几何-实物）
他们倾向于把身体看作是一个音乐的装置。当生病时，和谐的调子被打破。

赫拉克利特：人们在清醒时同拥有一个有序的宇宙，但是在睡梦中（无思想无知），他们就返回到自
己的世界中。
斗争是变化的本质。
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东西造成了美的和谐。

芝诺：要么一粒粟米落地有声，要么一把种子落地无声。所以思维比感官更可靠。
运动场悖论。阿基米德追不上乌龟。有限的时间跑过无限的点不可能，所以没有运动。

诗人、哲人、教主都是一类人。

12、《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28页

        传说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他的光辉想象，恩培多克勒跳进埃特纳火山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
他的身体就不留下任何痕迹，人们会以为他升天了。

爱和斗争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过程在人的肢体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时候，身体的各部分在生
命洋溢的季节里通过爱结合成一个整体。而在另一个时候，残酷的争执把他们拆散，各自在生命的边
缘踟蹰。植物和主在水里的鱼、住在山上的野兽、展翅飞翔的鸟，全都是这样。

13、《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页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
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
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
，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刚开始读，感觉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做下笔记帮助理解。哲学，就我对这个
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
—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
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14、《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一章

        泰勒斯追问实体，开创哲学先河。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对泰勒斯进行反对，前者说“水
转变成气，气又转变成水，那就意外着任何事物都转变成任何事物”，于是他提出万物的始基是不定
者（apeiron)。后者找到泰勒斯的另一个弱点，即水的分化是如何发生的？于是他提出了“气”的概念
。赫拉克利特：“万物总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中。”实际上说的是万物运动的背后存在着一种规律
，规律是不变的，并且有对立面，对立面相互作用则创造了和谐的整体。巴门尼德：“没有任何东西
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实际上是指的变化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第一，凡是存在的，是存在着，凡
所不是存在的，不是存在。第二，反所是存在的，可以被思想，凡所不是存在的，无法被思想。第三
，万物的变化是一种预设，苹果从红变绿是一种预设，但是绿无法被思想，所以，我们不能用思想来
把握变化，因此，变化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对于我们感官所把握的变化，巴门尼德说我们必须相信理
性，感官不过是在欺骗我们。巴门尼德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我们可以几乎说他是一个一元论代表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近代化学理论惊人的相似，不过希腊人并不从事实验以确认这样的理论。此
外，如果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量上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经验到这样的东西？他提出了一个感官知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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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这个理论是预设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感官。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数学结构是所有事物
的基础：事物会毁坏，但数学概念不会毁坏。数学知识是确定的知识，因为它的主题是不变的。此外
，数学知识之所以确定，还因为数学定理是逻辑上被证明的。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在双重意义上
的理性主义者。和巴门尼德一样，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后也对世界持一种二元论的观点。印度《奥义书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欲望，获得对“业”的控制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无法打破生死循环，
我们面临着以千万种形式再生的危险。但即便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圣人，我们也有充分理由在此生尽自
己的最大努力：根据“业”的哲学，那些行善和求善的人们将在来世成为较好的生物，或将上升到高
一级的种姓。“业”的学说，转世的观念，种姓制度，形成了印度哲学中相当大部分的一个融贯单元
。佛教哲学与奥义书不同，佛陀希望平息追求或渴望。叔本华想要平息生命意志，从而不再有任何行
动的动机。叔本华对四谛的解释可能过于悲观了。在尼采哲学中，佛教成为反对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
和基督教的斗争中的盟友，佛教的理想在尼采看来是把人与”善“”恶“分开。佛教的另一个问题是
自我学说。世界必须被看作过程，而不是事物或实体。因此，我们不能谈论一个永久的自我或者”我
“，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心理实体，构成个人的基础，我们所经验到的仅仅是每一时刻构成我们人格的
转瞬即逝，倏然而往的意识状态。智者学派以前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特点是宇宙论的，关注万物的本
体，即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在”水是万物的命题中。“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是预设的。万物生于水，复
归于水也是预设的。这意味着万物是可以被理解的。

15、《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二章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为一个认识论命题，就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事物一直被人在特定时
候身处的环境或职责所决定而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论的视角主义。这种视角相对主义并不意味
着取消了对错之分，作为木匠，我们可以正确或错误地谈论铁锤，同样科学家和商人等也能这么做。
当我们在一个特殊情境中讨论一个物体，如铁锤，只要我们所说的是再此情境中显现的物体，那我们
说的就是对的。我们注意到，幸福者和不幸者，妄想者和狂喜者，各有各的世界。我们知道，这种说
法作为心理学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要是把这个命题说得更极端一点，声称所有被感觉到
的知识都取决于个人的不同推测，那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观点的自相矛盾：是否这个观点本身也仅仅是
个人观点的表达呢？至此，我们把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看作一个认识论命题。举例说，事物本身无
善恶，善恶是相对个人或群体的。普罗泰戈拉认为我们无法认识诸神的论据有两个：神在人的感觉之
外和人生的短促，这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感觉是人类经验的基础。苏格拉底通过谈话使得个人能亲身意
识到论题的本质。通过亲身认识到一个观点的真理，个人也就得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观点。这儿，我们
遇到了苏格拉底对智者派的一个主要批评。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参与讨论，并利用争论去说服别人
。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应该试图对论题本身有更多的了解。每个人的观点要符合他在任何时候都认为
是正确的东西。由此，苏格拉底区分了好的和坏的两种确信，区分了建立在对结论的支持理由理解基
础上的信服和对理由缺乏理解情况下的被说服。可以说，这种区分也正是通过修辞术获得的说服和通
过理性获得的信服之间的区分。柏拉图对话把苏格拉底表现为一个好奇的哲学家：他在交谈中试图发
展我们提问的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我们对很多事都不了解。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无知。在以后的体系中，这种洞见被称为有学问的无知。从这个意义说，当
我们”自知自己无知“时，我们就更容易接受他人可能有的更新更好的回答。通过他的哲学对话，苏
格拉底不仅成为寻找普遍有效性回答的先驱，而且也开启了一种哲学观，一种把哲学看作是承认我们
可错性的开放和自我批评的对话的看法。

16、《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65页

        第三节 艺术的伦理责任
柏拉图并没有在真善美——或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作明确区分——这种区分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
是现代的一个常见现象。⋯⋯从现代观点来看，⋯⋯艺术作品即使不能提升道德或真理，也可以成为
伟大的艺术。但是对柏拉图来说，这种真善美之间的严格区分是不合理的。相反，他认为理念之间相
互联系⋯⋯伦理学和美学不能分开。一方面，这意味着艺术家对社会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
着柏拉图不承认艺术是道德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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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666页

        短评字数不够只好放在这里 0-0
PDF版算上封面目录底页确实是666页，啧，真是个好数字。

这版竟然有中印哲的brief intro，提到说中国大思想家（类孔孟）几乎毫无例外是饱学的文官，已获官
僚体制的认可，“与我们今天的哲学教授相差无几”，LOL。

另p.53提到，柏拉图自己是否真的赞同“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值得怀疑的，他也许更像如奥古斯丁新
柏拉图主义者。（说他提出过一些反对理念论的有力论据，啧，仅是针对后期巴门尼德篇那些么？）

唔，篇幅不大的情况下还附加各种原著选段，加分。

p.131又出现奇异的说法，似乎是嫌黑暗时期哲学被打压得不够彻底似的。

P.182则说文艺复兴是光亮全息，噗。

另外神奇的是，p.286大部分的“的”都被换成了“底”，这纰漏 = =|||

p.307-308出现有意思的是，说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这个经验论命题本身不是经验的真理。须存在
一个理性直觉说经验论是正确的，而经验论否定这样一个直觉。高亮。这个反驳被应用于好几个论点
，堪称无敌。另外对心理的功利主义的质疑也高亮。

杯具的p.339讲埃德蒙伯克的地方扫描缺页了0-0

p.342-343 提到卢梭竟支持一党制，使我越发不喜欢他= = 

p.383 提到康德谈婚姻法，lol。

出现冯·兰科、冯·萨维尼或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这样的尚还陌生的名字真令人忧郁。古典社会
学的概要倒是大有裨益，略显乱入的达尔文独立成章，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却被分散在几个小节里感觉
好糟糕 0-0

二十五章使我确定，这本狭义上来说称为西方思想史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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