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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第一卷）》

内容概要

本书是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总论”，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由叶秀
山先生撰述，作者从分析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各种概念的形
成、发展、相互关系和理论形态等，作了精要的阐述，凸现了西方哲学的深刻内涵，阐明了它的历史
影响和现实意义。下篇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中的融合”，由王树人先生撰述，作者从佛典
翻译切入，系统阐述了中西哲学融合的历史及其基本问题与特点，并从中探求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
。两篇相辅相成，体现了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中西哲学关系的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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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
一 学习哲学的态度和途径
（一）哲学之用途
（二）哲学作为自由的知识
（三）哲学与哲学史
二 西方哲学之本源——哲学作为一门科学
（一）哲学之觉醒
（二）时间与空间
（三）从时间到因果性
三 哲学的古代观念
（一）哲学与前哲学
（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辨证法
（三）古代哲学观念之大成与百科全书式的亚里士多德
四 哲学的古典形态
（一）何谓古典哲学
（二）古典哲学的知识论观念
（三）康德的先验逻辑与知识论
（四）道德哲学之古典观念
（五）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艺术论与目的论
（六）古典哲学之同一哲学观念
（七）古典哲学之完成者——黑格尔
五 哲学的当代观念
（一）黑格尔以后
（二）胡塞尔的当代现象学
（三）欧洲思想危机时代的哲学——海德格尔对当代欧洲哲学之贡献
（四）异的哲学——当代法国哲学的探索
六 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传统及当代分析哲学之趋向
（一）感觉经验与思维形式
（二）分析自身之被质疑
（三）分析学派在美国的发展
上篇参考文献
下篇 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中的融合
小结
一 融合概念之辨析
二 翻译与融合
三 明末清初中西哲学、文化之融合
四 清末民初中西哲学、文化融合的基本问题与特点
五 中西哲学、文化融合的黄金时期
结束语
下篇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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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的”“2000”“字”“评论”“被”“和谐”！
2、八卷啊  抽搐了
3、窃以为本书或许是大陆学者所撰写的“西方哲学史”类最优秀的读本之一，叶先生从分析西方哲
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梳理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脉络，而非知识点的机械堆砌。叶先生文字隽永，
特别是先生对引号的使用已入化境，先生每个引号都是有年轮的都带着哲学史的积淀，其中学识不得
不让人称叹。
4、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不过短时间看不完。。。太深了
5、老妖精+老树精
6、虽然还未认真阅读 大概浏览了一下 挺专业
7、这一套没的说！不错!
8、这一全套11册的西方哲学史是水平极高的书籍，研究或喜好哲学的人不读它实在是遗憾。本人阅读
此书源于导师推荐，但喜好此书源于书之见地。不过很糟糕的是，如此一套书，我却在当当网购买了
两套？？？？？？为何？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当当配货员给我少了两本，只得退货，再第二次下单购
买。爱书之心、读书之切，却被不负责任之人冲淡，浪费我的时间、挫伤我的热情！岂不伤感！但愿
第二次订购的书不要再出问题才好。
9、理性的道说是否能使非理性有所唤来？非理性的谵妄是否能对理性有所把捉？绝对的光自虚空投
射进世界的樊笼，抑或虚空从光中悄然潜入此在的梦？或者，生而已矣，何需言死？再者，人-此在于
此世的一切不过死亡之路上无力的呻吟？
10、不错的一套丛书。
11、路漫漫啊
12、内容不错，想具体了解的可以到网上搜索电子版的看一下再买。印刷、纸张、排版，字号（估计
是五号宋体字）、行间距，个人认为都不错。怀疑这些书是退货，这些精装书在jingdong每本都有塑
料包装，可惜这些书没有，而且书籍上有好多黑手印。希望当当要改进，不要愚弄客户，买书的人基
本都是爱书之人，尤其是精装书。这个帖子能否发出来，也代表当当今后能否坦然解决问题的态度。
希望不要屏蔽。
13、这套怎么说呢。。。其实我感觉很渣。
14、国内西方哲学史集大成之作，比较客观，适合自己的观念。
15、当初是为了准备比赛，匆匆扫过的~不过第二卷还算是认认真真看了一下，相当喜欢。理清了爱
琴文明到中世纪之前的历史，以及爱奥尼亚学派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米
利都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色诺芬尼,德谟克利特那帮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其实罗列这么多名字只
是因为周濂老师曾经
16、如醍醐灌顶
17、叶秀山先生的经典书籍  不一样的感悟  一样的感动
18、看哭我了⋯
19、学术的性质较浓，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观点
20、详细，值得好好研读。
21、本书是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总论”，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由叶
秀山先生撰述，作者从分析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各种概念的
形成、发展、相互关系和理论形态等，作了精要的阐述，凸现了西方哲学的深刻内涵，阐明了它的历
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下篇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中的融合”，由王树人先生撰述，作者从佛
典翻译切入，系统阐述了中西哲学融合的历史及其基本问题与特点，并从中探求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
性。两篇相辅相成，体现了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中西哲学关系的总体把握。
22、读后有畅快淋漓的感觉。这是一部任何喜欢哲学的人所必读的专著。
23、讲解非常细致
24、这一套书是很好的参考书。
25、国内能出版这套哲学经典是我们的福气，感谢凤凰出版社。  第一卷相对难于理解，但是第二卷开
始就是分别讨论哲学在各国的发展历程，值得一读！当然，这本虽然比较枯燥，仔细啃下来还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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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帮助的。我断断续续花了3个月才看完。汗！
26、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两者之间差别不小！
27、叶老师的西方哲学史深入浅出，浑然一体
28、很感谢能买到这本书，好好补一下专业基础！包转很好，快递很快！
29、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可能看起来很枯燥 不适合教科书
30、送来的时候书的封皮（还有封面，硬的），被刮得有点惨不忍睹啊，一看就是丢在地上被摩擦的
，书角也被磕得明显。封面是白色的。纸张有点那种黄而有点薄硬的那种，不太适合长时间阅读。像
是以前译林名著那种纸张，感觉不怎么好。至于内容~~~没看，想想，能全部读下来应该有很多收获
吧。
31、就看了第一卷，觉得这是我目前看过的最好的哲学史了。作者功底深厚
32、叶秀山所撰的前半部分不错。
33、匆匆掠过，叶秀山怎么都不好好写文章，排版看的都累。
34、内容较为详尽充实，不愧是学术版，对于哲学家的成长背景以及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有详细介绍，
颇有其背后深入研究的价值。
35、这销魂的引号。。。
大部分内容都没读明白，毕竟我目前的水平还远远不足。。。
36、内容简单，通俗易懂。
37、国内最好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学术版，卷帙浩繁，整整八卷，远远甩开了那些骗项目经费、罗列
知识点的课本教材，以及课堂讲稿整理出来的通识读物。
38、哲学会为你重新建构世界，对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
39、大致翻了下，貌似很偏重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块另外对中西哲学的融合，西学东渐的论述比较详
细，比较生动
40、写的很流畅 尤其是前半部分 很见功底
41、当当发货很快！谢谢！
42、感觉又快又好,谢谢.
43、非常专业的哲学书，专家作品
44、文章优美，引人入胜。到底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比翻译过来的要容易读懂很多，不过也会掺杂一
些作者个人的想法，但这些个人的想法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45、“理路”、“开显”。。。
46、前半部叶的总论其实是欧陆哲学的总论；后半部是王对西学东渐的综述。
47、后面那篇长文讲中西哲学交流与翻译的，颇泛，不够翔实。
48、想下手，不过卓越上的这套书为什么有的是32开本的有的是16开本的？还有颜色也不一致啊?求解
啊！！！
49、叶秀山好喜欢用引号哦
50、叶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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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对比几个版本罗素和文德尔班的太主观了，希尔贝克和斯通普夫的完全就是教科书模式，科普看
看就是，同步在读的剃力的版本貌似挺中肯的。本书是七卷本西方哲学史的总论，上篇用对整个西哲
历史的脉络做了整理，倒是厘清了我之前的很多误读及理解不能，下篇对西哲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历史
的、形而上的介绍。这个对比我之所以比较重视还是因为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之前四本都是西
哲语系的人所写，但是我阅读的仍旧是翻译版本，所以一直比较疑惑是否语言早已将我带上了完全不
同于西哲的道路，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对西哲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上的理解不能。国人的书写毕竟是
在同一个语系中作讨论，意识形态之说当然无法回避，但是回到“通往语言之途”，我是认为语言之
物在表象的世界里空无一物的，如果执着于“词”、概念之类，最终只会把人引向表象的胡乱堆砌。
关于德勒兹的部分看得比较仔细，感触较深的还是他哲学之墙、创造概念这两个说法。推倒哲学之墙
和创造概念其实两者是很难分离来讨论甚至应该是无法分离的，如果创造概念只是为了重砌哲学之墙
，而没有挖哲学之墙的坟墓即那堵墙的根基，那么还是“柏拉图的太柏拉图的”。2.理性的道说是否
能使非理性有所唤来？这个疑问的产生是因为尼采。普遍的说法是将德国哲学排成“康德-叔本华-尼
采”的，但是作为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班则是持“康德-叔本华-洛采”的观点，甚至与在他的哲学史
教程里面是相当贬抑尼采的，尼采更多的被放到了文学那个范畴，哲学之途算是被归到了旁门左道之
流。所以从文德尔班出发质疑一下康德的三个批判，理性的道说是唤不来非理性之音的，换言之康德
的三个批判本身就是陷进了二律背反的，于是理念的僭越、降格之说都成了一纸空文。记得阿多诺写
了道德哲学的问题，讨论的就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篇阅读实在空洞无物最终给出的命题竟是“错
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因而推而广之我发出这个疑问。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尼采那儿入手
，用一下叔本华的相关表述，这个疑问句作为一个问题来到我们这个表象世界，但是这个来到是无足
轻重的，更根本的是如何来到即对那个意象的世界的追问，这个追问指向的是对整个西哲的颠覆，恰
是尼采的工作。3.非理性的谵妄是否能对理性有所把捉？这里想到的是福柯，不甚了了地读过他的古
典时代疯狂史，感慨那些疯癫的人的头脑中是否尚存一丝理性之光呢，是否他们看到了与我们完全颠
倒的世界呢，疯癫之后的尼采或许是过得更好了吧，然后结合2.3是否真的可以像李泽厚那样说一句该
中国哲学登场了呢。4.绝对的光自虚空投射进世界的樊笼，抑或虚空从光中悄然潜入此在的梦？这个
留给上帝。5.生而已矣，何需言死？根源上说存在存在着无也存在着，所以存在最本质的构成因不过
是奔赴死亡即回归虚无，那么我特么这会儿在干嘛，所以引出问题66.人-此在于此世的一切不过死亡
之路上无力的呻吟？不吐槽了= =
2、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氏出身平民，
生活刻苦，他以自学成为一名很有学问的人，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许多青年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请教。他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具有朴实的语言，加之幽默风趣，
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他的一生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
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伦理道德等。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远近闻名
的人物。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署，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
吃饭也不讲究，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不顾自己的利益、职业和家庭，他虽
然整日为公众利益奔忙，但除曾被选入五百人会议当过一任执政官外，他基本上没有介入过政治生活
。苏格拉底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我的母亲
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曾自
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 “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 　　　　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提出了
“知识即美德”的神圣思想，他的思想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
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
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苏
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
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
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苏格拉底提出肉体
易逝，灵魂不朽，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苏格拉底在白天闹市中就常会进入到深深的禅定中，在他身上常有神迹现象出现。在古希腊，
有一回，有位叫凯勒丰的来到以准确的预言而闻名的德尔斐神庙，向神提出问题，求神谕告诉他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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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慧声誉的人，发现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
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神谕通过苏格拉底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是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
人。 　　　　公元前399年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雅典人利用雅典民主制这架机
器，处死了他们本邦引为骄傲的思想巨子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曾说：“这些年来，我把私事
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为你们的利益整日奔忙，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你们每一个人，敦促你们
潜心向善”，有位青年曾说：“在这段时间中，我开始明白你是最高尚、最伟大、最勇敢的人，这样
的人以前从未到过这儿”。苏格拉底之死，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话题，苏格拉底的思想，更为后人留
下了无穷的回味。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苏格拉底都有一大批崇拜者。与一些人类的大宗师一样，他
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他的行为与智慧，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
芬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这些著作都是以苏格拉底和别人的对话为内容展开的。在苏格拉底时代有
人描述说：“我可以公正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勇敢，也是最有智慧和最正
直的人”。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老
师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看清了雅典的民主本质，明白了群众的无知，柏氏受苏格拉底的精
神感召，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自柏拉图开始，人类开始有大学制度了。柏拉图非常敬爱他的老
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
代”。尼采称苏格拉底是西方哲人最优秀的灵魂。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赞颂说： “苏格拉底是被处死了，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如日中天，光辉照遍整个的知识长空”。
但遗憾的是：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思想家们，都只能是局限在哲学的头脑思维层面。 　　　　苏格拉
底还被称为是西方的孔子，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靠政治的力量来成就，而
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1870年哈佛法学院院长兰德
尔从苏格拉底教学法受到启发，从此“个案研究教学法”成为各大学纷纷效仿的重要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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