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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作者给研究生开设的“西方哲学经典概论”课程整理而成的讲课实录。作者用十五次课的时
间，分别选取了两方哲学吏上从古希腊到近代的九位著名哲学家，根据《西方哲学经典名著选读》所
选著作分析各哲学家的思想，阐发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
本书并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而是着意于经典，通过对经典哲学家的解读引导学生思考，重历思想
的产生过程，并注重与学生的课堂对话和交流，在课堂上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作针对性的讲解。在对
经典哲学家的阐述中贯注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不少地方提出了一家之言，颇有独到之处。
不止如此，作者还以身说法，对如何解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给予了方法上的指导。一睹此书，我们
或可反省自己读书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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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作者简介

赵敦华，男，1949年8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
系主任、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哲学分会主席，另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等。已发表的著作有《柏罗丁》（世界哲学家丛书）、《当代英美哲学举要》
、《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基督教哲学1500年》、《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劳
斯（正义论）解说》、《两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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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讲　西方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简介
一、书写西方哲学经典的文字
二、西方哲学经典的整理、编辑、翻译和出版
三、读懂外文著作是基本功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二讲　读西方哲学经典的四个境界
一、初学境界
二、入门境界
三、批判境界
四、创造境界
五、课程要求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三讲　《理想国》的政治哲学
一、柏拉图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现代诠释
三、波普尔的分析性建构
四、利奥的叙事性解读
五、对利奥的评论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四讲　柏拉图与民主问题
一、历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理想国》的？
二、柏拉图是不是要把政治道德化？
三、启蒙运动是不是虚幻的理想主义？
四、柏拉图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吗？
五、柏拉图为什么批评民主制？
六、用历史的观点分析民主制的功与过
七、《法律篇》——《理想国》的续篇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五讲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一、最早的哲学导论和哲学史
二、Being的意义问题
三、《形而上学》是本体论还是神学？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六讲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
一、答疑解惑
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不是目的论？
三、关于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
四、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
五、如何理解思辨生活是最高幸福？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七讲　《上帝之城》的本体论、神正论和政治哲学
一、《上帝之城》的主要内容
二、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
三、神正论和“自由意志”辩护
四、“平庸之恶”和“恶的缺乏因”
五、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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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第八讲　《神学大全》的神哲学
第九讲　《第一哲学沉思录》
第十讲　帕斯卡的《思想录》
第十一讲　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批评与反批评
第十二讲　《未来形而上学导言》选讲
第十三讲　《精神现象学》的“导言”和“序言”
第十四讲　学位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附录主要学术著作主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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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编辑推荐：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
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
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
负面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大学名师讲
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
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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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精彩短评

1、貌似如果不看原著的话会看不懂⋯⋯
2、推荐！不错的一本书
3、适合入门之后的同学提高使用。
4、只看读书方法部分，读哲学的四个境界，大概可以推广，由史到原本到一系列原著再到自己的哲
学，总之是由全面接纳到批评到创新的过程。硕士处于入门阶段。之后大概也没时间再读，先表示感
谢吧～
5、书不错，继续深入可以做向导。
6、这些时间貌似挺流行这种讲课实录形式的书，这种书看上去很美，其实多半不如专门写的书来得
给力，不过这本还好了。
7、赵老师毕竟是当今哲学知名学者  浅显易懂但又不失深度  娓娓道来 融入了赵老师多年哲学体会
8、还好，可能没有预期的好。
9、哲学入门先读这本书，可以避免许多弯路.
10、至少我知道了学习哲学要懂几门外语。
11、书还没有看，
12、慢慢品尝，有难度。价格在低些好
13、看这本书中的内容可以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14、看了开头，没看完感觉不错，看的还顺畅。哲学就是要读原汁原味的原文，市面上的评说、研究
什么的，都加入了第三方的见解和立场，读的时候会先入为主，不能很好的领会古代哲学者的思维地
图。苏格拉底的辩护文，应该列入教材。独立之精神，高尚之品德，正义和良心加上智慧的闪光知道
苏格拉底很多年了，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是全新的。哲学，我们应该阅读
原文，尽量的独立思考，不受别人的观点和现成的观点所影响和左右，才能更好的吸收和理解。
15、对于西方哲学的专业问题给出了许多澄清，也提出了一些学习的建议，不过因为有些问题过于细
节化，不推荐给非本专业的读者。
16、这个版本的质量还不错，要是再附送一个光盘就更好了，看累了可以看光盘，也可以把光盘和书
本结合起来看，这样更便于理解。
17、哲学是一门阐述世界本源的学科，回答的问题总是围绕自然和人，而又是最切实际。本书讲述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闪烁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巨星，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极大发展，对后
世也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中国正是从那里引进了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才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
潮，不断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漫天繁星我会是哪颗，如何去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人类逐
步远离痛苦和饥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平等相待，没有压迫、欺凌和陷害；功利性不那么强
烈；人人都各尽其能的、无私的为社会贡献，为人民服务，社会经济繁荣，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
术先进，国家统一强盛，国与国礼尚往来，消除战争，争端能和平公正的得到调节；人口稳定增长，
人人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爱情甜蜜，朋友相敬如宾，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人类社会开放进步，
帮贫扶困，急难救危，人人都献出爱心，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本书线条清晰，讲述内容充实，诙谐幽默，作者及他们的著作归纳恰当，中心思想明确，给人一目了
然之感，而却久久回味，挥之不去，是一本哲学爱好者或从事哲学研究的良师益友。
18、不知道这种书要来干吗？
19、还不错。
20、如同听赵敦华教授讲课，内容非常不错，而且也有很多教授自己的心得体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是研究生上课实录，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
21、挑了几个名家，各挑一个重点问题或著作，一些观点还很新，还是不错的，但解读类著作我一向
不推荐买，借阅就行了。
22、没什么说的，书的质量一般，封面上还粘着一小块儿胶，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也。
23、因为是给研究生学习的，所以很难的感觉，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24、其实是教授的课堂“录音”记录，看一遍，是否当听了一堂课呢？
正在以身试验中。。。。
25、这些讲演很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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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26、挺好的，读后很受启发
27、赵敦华先生是西学研究的大师，此书对于研究西方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28、很有启发。
29、实实在在的好书。能够让人得到想到的信息。不过如果能够有一定的哲学基础的就好理解了。
30、统揽西哲的全文。。概览一下。。再细细读读。。
31、很好，学哲学就要这样学，直接研习几位哲学大师的思想，而不是读那些通论
32、本书并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而是着意于经典，通过对经典哲学家的解读引导学生思考，重历
思想的产生过程，并注重与学生的课堂对话和交流，在课堂上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作针对性的讲解。
在对经典哲学家的阐述中贯注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不少地方提出了一家之言，颇有独到之处。不止如
此，作者还以身说法，对如何解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给予了方法上的指导。一睹此书，我们或可反
省自己读书之误。
33、还是有点散，火候可能过了，味道又偏生老。
34、赵敦华在西哲界的地位也可以，读这本书等于在北大上了硕士生的哲学原著课
35、前面讲的是学习西方哲学的方法等等很有启发
36、包含内容丰富，可以多加学习
37、我个人极为推崇老赵的这本讲演，溢出了他另两本哲学史目录林列的范式，深入了西方哲学经典
的更深处，作为进阶读物可谓不凡。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大家在北大条件真是得天独厚，差得只是
个人奋斗了！在小学的基础上随冯友兰和王国维拾级而上怎能不望尽天涯路？柏拉图哲学分波普尔与
斯特劳斯两种读法，可惜我看都有过解之嫌。亚里士多德在诸先贤开天后继而辟地，Being的气魄凛凛
。中世纪哲学向被忽略，黑格尔也有小过，神哲学其实承前启后甚至比现代哲学还重要。笛卡尔的怀
疑做方法论革新启近代哲学山林。帕斯卡显隐非理性主义传统。休谟的因果关系怀疑主义被康德的先
验想象合目的性做战术转移，胡塞尔內时间意识结构终于消解百年休谟问题。黑格尔导言和序言共照
思辨秘密，马克思谈的则是另一码事。尼采疯罗素傻。大哲学观筚路蓝缕。哲学课就该这么上
38、没想象那么难
39、= =....又是赵敦华...还好吧....
40、是赵敦华老师上课是的讲演录，比一般二手资料好懂，语言亲切，感觉就像大师手把手教自己哲
学。
41、对于本书的写作方式，非常觉得认可，也非常有收获。一方面，保证了介绍哲学思想的系统性，
可以给读者一个完整和有逻辑的了解过程；另一方面，对一些关键问题也提出了较为深入的看法，有
争议和批判，提供了继续阅读和研究的线索。觉得此书很有好处，建议先阅读一遍，然后再辅助以原
著和二手资料，认真找1～2个课题研究下。
42、这本书其实就是老师上课时的讲义，其中不乏很多很好的老师对怎么研究哲学或其他学问的建议
和启发，值得一读。
43、有些问题太细节了 不进阶或者不专业研究的方向 会读来没有意义
44、总体说还可以，不过书里学生发言的部分比较多，虽不乏有见地的观点，但如果是老师系统的讲
解那会更好。
45、VeryGood!!......................................................
46、很好的导读，澄清了不少基础性的学理常识
47、楼上褒贬不一啊，至少赵教授唤起了我对帕斯卡那种带点神学带点神秘主义的兴趣
48、粗看也没什么，仔细读来意味尤穷！！值得一读
49、到休谟那一章的时候就我不行了
前面还是很好的
50、这本很好，讲解的也很详细，可以让自己从另一角度去理解哲学、去感悟生活。
51、哲学大家出的书，很有思想，值得看看
52、书内容不错，这套书应该都看看。
53、就是不喜欢对作者简介的时候说作者是哲学家，我喜欢哲学工作者的称谓，因为我们没有哲学家
54、看一点哲学吧，它使人清醒。
55、文笔和思考深度皆属泛泛之作，北大哲学研究生的课就这个水平？【图书馆藏书号：B537】
56、哲学史史料学 入门读物，很通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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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57、硕士课程啊，俺一业余爱好者，冲着《大学名师讲课实录》这几个字买的。感觉艰深啊。
58、原来研究生就学这个.
59、书的内容有帮助，但是纸张印刷好像不够精细，类似盗版，还好不影响阅读。
60、比他的那两本哲学史好多了
61、赵老师的学问做得好，书也写的好。对于了解西方哲学经典的来龙去脉，并深入其中是不可多得
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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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精彩书评

1、　　对于许多对哲学了解不深的人来说,怎么样入门是个很大的疑问,入门的时候读哪本书比较好,甚
至很多爱好哲学许多年的人,读了许多的经典哲学的书籍的人，也常常感到绕着许多弯子.最近我发现
一本07年7月才出版的&lt;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gt;,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赵郭华.我当时是抱着多
读几种意见的心态来买这本书的,今天刚开始读,只读了一点,谈到学哲学的方法问题,我觉得很有用. 　　
　　一个是不要好高鹜远，在没有哲学基础的时候就迷信去读那些哲学经典,因为这些书不容易读,就
算硬读下来也有许多误解.到时候读成夹生饭,还是要回过头来返工.再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对外语的
要求,在这本书里,作者非常感叹自己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多学几门外语,这感叹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及时听
见了,更是心中暗暗决心要多学几门外语.作者提出的外语是: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这几种语
言在西方哲学中非常常用,对于直接读原著语言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点,作者还强调了不要只读
中文翻译的版本.虽然我过去也想过用英语来学哲学，但是本人的英语水平很平常,一直未有决心去用
英语学习哲学.现在读着这本书后,觉得是该下点决心了,一来要把英语学得更加精通，二来一有机会就
要多学几门外语. 
2、我不是哲学专业人士，但我是一个天天都与书打交到的人。就此书与其他同类书相比较而论，他
让我能很轻松的理解“哲学”。很通俗易懂。我认为把学问做的谁都不明白的老师------那是假正经，
哲学讲的是人事儿吗？肯定都说事吧。是你把他讲的像天书。在学生的心目中，好老师的第一标准就
是能让每个学生听懂。
3、补课；基础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文学研究；你自己的看法（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独特见解
在哪里？）；学术研究的有意义所在；追求批判的境界；经典的哲学原典概括；喜欢其中的康德篇、
；理想国的政治哲学；帕尔斯的沉思录。
4、对于许多对哲学了解不深的人来说,怎么样入门是个很大的疑问,入门的时候读哪本书比较好,甚至很
多爱好哲学许多年的人,读了许多的经典哲学的书籍的人，也常常感到绕着许多弯子.最近我发现一本07
年7月才出版的&lt;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gt;,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赵郭华.我当时是抱着多读几种
意见的心态来买这本书的,今天刚开始读,只读了一点,谈到学哲学的方法问题,我觉得很有用.一个是不要
好高鹜远，在没有哲学基础的时候就迷信去读那些哲学经典,因为这些书不容易读,就算硬读下来也有
许多误解.到时候读成夹生饭,还是要回过头来返工.再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对外语的要求,在这本书
里,作者非常感叹自己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多学几门外语,这感叹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及时听见了,更是心中
暗暗决心要多学几门外语.作者提出的外语是: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这几种语言在西方哲学
中非常常用,对于直接读原著语言有很大的作用.第三点,作者还强调了不要只读中文翻译的版本.虽然我
过去也想过用英语来学哲学，但是本人的英语水平很平常,一直未有决心去用英语学习哲学.现在读着
这本书后,觉得是该下点决心了,一来要把英语学得更加精通，二来一有机会就要多学几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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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的笔记-第41页

        第一段段首波普尔集中批判了“哲学家王”的观点。他说，柏拉图诱使后人相信，政治中心问题
是：谁应当统治？段尾“谁应当统治”，本身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预先设定，国
家的前途是受历史规律支配的。解决“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回答“谁掌握了这一规律
”。由此可见，历史主义早就和极权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2、《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的笔记-第11页

        要学好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五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

3、《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的笔记-第19页

        初学者不要好高骛远，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哲学史基本观点的理解，因此要和哲学史著作
相互参照，多读与一个个基本观点相对照的那些选段。

4、《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的笔记-第11页

        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告诉我，要学好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五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
文和德文。在北京大学，王太庆先生真正做到了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外加俄文
，但我们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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