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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内容概要

本书是供综合大学哲学系学生学习“西方哲学史”课程用的教材，也可以供自学者参考。
研究历史必须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哲学史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但是哲学原著浩如烟
海，初学者在一学年中除了听课以外，自学时间是有限的，只能在教师指导下研读其中最必要的一小
部分，作为基本训练。因此，有必要从主要哲学家的原著中重点选录有代表性的段落，以满足教学上
的需要。这就是编译本书的目的。
本书分上、下两卷，配合两个学期“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上卷包括四个部分：1．古希腊罗马
哲学；2．欧洲中世纪哲学；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哲学；4．十六到十八世纪西欧哲学。下卷包括三个
部分：5．十八世纪法国哲学；6．十八到十九世纪德国哲学：7．十九世纪俄国哲学。每一部分各分若
干章，选录主要哲学流派或主要哲学家的原著段落。
本书以选段为基本单位，每一选段力求包括相对完整的思想，并冠以标题，帮助读者思考。这些标题
有些是作者的原题，大部分是本书编者所加；凡编者拟定的标题均加方括号以示区别。为了易于检索
，本书为每一选段标了一个代号，代号中小数点前的数字表示章数，小数点后的数字表示段数，如
§10．07表示第十章的第七段。有些选段包含不止一个材料，再用加圆括号的数字标明次序。这样，
教师指定阅读或学生查阅某章某段时要方便些。
每一选段的末尾，都注明本段材料选自何书何章何节，有的还加注了该书标准版的页码，如(柏拉图：
《智者》254C－259B)，以便必要时查阅原书。
为了帮助初学者阅读，编者加了一些知识性的脚注，以供参考。
本书所选材料的译文大部分录自已经出版的书籍，作了必要的校订，小部分是新译的。各选段译者均
随文用代号标出。
教师指导阅读时可以棍据情况指定哪些选段必需精读，哪些选段可以泛读，哪些选段可以略去不读，
也可以补充本书未选的材料。
希望使用本书的教师、学生和广大读者对本书的选材、编辑和译文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寄北京海淀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收，以便再版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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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书籍目录

第五部分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40 贝尔
40.01〔怀疑论仅仅对神学有害，对科学和社会并没有什么危险性〕
40.02〔无神论者也能做好事〕
40.03〔莱布尼兹的预定谐和论是有很多困难的〕
41 梅利叶
41.01〔暴政和宗教是世间一切灾难的根源〕
41.02〔宗教是谬误和欺骗，是人们捏造出来的〕
41.03〔不平等是人类的第一个大祸害〕
41.04〔神根本就不存在〕
41.05〔物质自身存在着，运动着，是万物的始因〕
42 孟德斯鸠
42.02l〔法，就是出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
42.02〔在人类进入社会之前，和平是第一条自然法〕
42.03〔战争状态是促使人间立法的原因〕
42.04〔自由就是有权去做法律所允许的事〕
42.05〔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有利于政治自由〕
42.06〔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性和制度〕
42.07〔人们的劳动和良好法律可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43 伏尔泰
43.01若干人的暴政比单独一人的暴政更可恶〕
43.02〔洛克老老实实地写出了灵魂的历史〕
43.03〔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得来的〕
43.04〔外界对象是实际存在的〕
43.05〔思想是由神授予物质的一种属性〕
44 卢梭
44.01社会秩序是由人民约定的〕
44.02〔私有制的产生是人间不平等的来源〕
44.03〔不平等状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44.04〔我存在，外物也存在〕
44.05〔我是能动的理智实体，运动的第一因不在物质之内〕
44.06〔我们天赋的良心是万无一失的善恶评判者〕
45 孔狄亚克
45.01〔天赋观念论者反对感觉，是囿于偏见〕
45.02〔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
45.03〔触觉教导其他官能对外物作出判断〕
45.04〔导源于感性观念的理性观念是知识的基础〕
46 拉美特里
46.01觉能力也是物质的一种本质属性〕
46.02〔只有观察实验才能揭明心灵是什么〕
46.03〔心灵的状态是依身体的状态为转移的〕
46.04〔人脑这个器官的构造产生了思想的功能〕
46.05〔人和动物是自然用同样的面粉团子捏成的〕
§46.06〔真正的无神论是驳不倒的〕
46.07〔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
47 狄德罗
48 爱尔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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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49 霍尔巴赫
第六部分 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
50 康德
51 费希特
52 谢林
53 黑格尔
54 费尔巴哈
第七部分 十九世纪俄国哲学
55 赫尔岑
56 车尔尼雪夫斯基
下卷 译者姓名代号如下：（按选段出现先后排列）：
1 王太庆
2 陈太先
3 陈修斋
4 顾寿观
5 王荫庭
6 管士滨
7 王玖兴
8 庞景仁
9 宗白华
10 洪谦
11 贺麟
12 杨一之
13 薛华
14 沈真
15 范扬
16 王造时
17 刘磊、荣震华
18 洪谦
19 徐小英
20 潘安荣
21 李昭时
22 辛未艾
23 周扬
24 周新
25 泽湘
26 缪灵珠
27 季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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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I.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唯一动力。还有一些别的原动力促使人们行动。对
赞美的爱慕，对恶名的畏惧，各种气质上的倾向，官府规定的赏和罚，都对人心有很大影响。谁怀疑
这一点，就必定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活动，不懂得时时刻刻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人事常规。可是谁都不致
于蠢到连这都不知道。所以，我所发表的这些关于人类行动的其他动力的看法，可以置于一般见解之
列。II.对上帝的爱慕和畏惧并非永远是比其他动力更为积极的原动力。对荣誉的爱慕，对恶名、死亡
和痛苦的畏惧，对官职的希望，对某些人来说，推动的力量要大于意图讨好上帝和害怕触犯天条。谁
怀疑这一点，那就完全不懂自己的心理活动，不明白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充满着那样
一些人，他们宁肯触犯天条，也不愿冒犯一位能使他们走运或倒霉的君主。人们每天都在违背着自己
的良心发誓赌咒，以便保全自己的财产，或者避免坐牢、充军、砍头等等。一个军人为了自己的宗教
而放弃了一切，但是感到进退两难：如果为了受到攻击而进行报复，就要触犯上帝，如果不进行报复
，就要显得怯懦，他为此安定不下来，最后还是拚着出了这口怨气，这才算完，即便冒着杀人或被杀
的危险，而且会下地狱。这些事实是谁都不致于蠢到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在一般见解当中列入这样一
条道德箴言：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汞远是人们行动的最积极的原动力。III.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
该把下面这件事情看成丢脸的、不合理的坏事，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件非常可能的常事，这就是：——
有一些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在气质的动力推动之下，再加上由于喜爱赞美、害怕耻辱，可以生活得非
常道德，胜过共他受良心的律令驱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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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是供综合大学哲学系学生学习"西方哲学史"课程用的教材，也可以供自学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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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精彩短评

1、真希望现代西方哲学也有这样的选本。
2、书的质量没问题，只不过为什么没有胶膜包起？上下册价钱不一样，前后出版只是相隔一年，没
有多大影响。价钱比淘宝虽然贵那么一两块，但当当毕竟专业些，考研用，不省这点。
3、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另一大要点就死要读原著，这套书是很好的原著书籍！！
4、我想因为它的翻译太踏实，选编太细致，以至于都没有资格和北大历来活泼灵动的伟大传统相提
并论。
5、没读完
6、法国部分太多，俄罗斯部分基本可以忽略
7、西方哲学选读可真是选读，内容选是选了，都不知道哪跟哪，介绍的也不连贯，系统性不是很好
，内容选取前也不解读一下谁知道你想讲啥子玩意。。。
8、面对大哲学家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佳。
9、学习西哲或对此感兴趣的人的必备书
10、不推荐，读西方版本去
11、已买。
12、同上卷
13、好书~~
14、全面，详尽的论述了西方哲学的前世今生，还有历代名家的哲学著作及作者简介，即使是有争议
的哲学家也不避讳，灰常稀饭！
15、这是一本不错的教材。
16、2011-03-04;也算是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吧。
17、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书是毋庸赘言的好啊，就是纸张不行
18、选读算不算断章取义？
19、对了解西方哲学非常有帮助
20、好书，可惜没时间细看
21、很不错，已经读了一些
22、考研读物
23、这本书看了很久 原本想大致上看懂 果然太天真的 能做到的只有大致上划分哲学家和他的哲学思
想
24、版本为新版
25、很快，书很好！
26、这是我考研要买的专业书之一，是北大版本，很经典的，值得买的！
27、译文精当
28、书是好书，可感觉不太像正版的，还有，这本书当当网网站上说明是大32开，346页，可拿到手发
现开本和32开没区别，不知道二者是否有区别。书的页数也不一致，我这是546页。
29、大学时代就翻过的书籍，购回重新翻读，很基础很权威的西方哲学资料。
30、上下卷一起买的，内容是没话说，节选的都是不错的段。就是纸质和印刷实在一般，去书店看过
，也是如此，看来是出版社的问题啊。
31、对学习哲学很有帮助，纸张不影响书的价值，支持。
32、,,,,,,,,
33、哲学系学生居家必备
34、终于过完第一遍
35、选读
36、书很好，价格有点贵，如果能便宜一点就更好了。
37、没读呢 开起来不错
38、还需努力读完
39、法国启蒙哲学家群家伙傻乎乎的理论篇幅太大了。
40、　　西方哲学在18世纪之后就逐步的走向了没落，没有真正的大师和学派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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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变得不是哲学而是类似于科学的东西，而其他的哲学则大多在18世纪末已经初具规模，并且也初步成
型。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世纪，先后有名家辈出，精彩不断，而现代哲学家则成了古典哲学家
的脚注家。没有更多的思想产生，例如科学哲学的观点：哲学不能够证伪，只能证明为真。而科学则
相反。这个思想经波普尔重申之后变得流行起来。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然哲学》
中提出这个命题，命题原意为：“哲学和科学相反，证明证伪皆然。”可惜没有多少人注意。
41、书太脏了，而且书页被挤压的很皱
42、建议直接影印商务版的原著。
43、不错的书，值得买。怎么给分这么少
44、这书无论做为教材还是文本，都是不错的
45、这套书纸张确实一般，但是价钱还是公道的，网上买书比较方便，店家送货还比较快，还是给个4
星吧！
46、值得·~~~~~~~~~~~~~~~~~~~~~~~~~~~~~~~~~~~~~~
47、老先生的功夫
48、知道更多真哲学，而不是MAX的诡辩
49、其实书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也很明显可以看出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
50、下卷了 看选读也是好的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书还是比较有意思。最出名的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
哲学中，看的不懂，喜欢费尔巴哈和霍尔巴赫。俄国哲学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已经
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那段总结不错。
51、还没有时间看内容，但是纸质看起还不错
52、真心感觉不错，内容超赞。
53、快餐不见得都没有营养
5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印刷跟纸张的质量实在一般
55、下卷八成是没怎么读。
56、学哲学的人在读名著之前，先看这本概要有意义。值得细细咀嚼。
57、配合着哲学史看的参考资料
58、质量不错，字挺大，纸张摸起来顺。
59、学哲学必须看的，可以借，也可以买
60、为考试而看的书，却带来无数收获。
61、专业性太强，不太适合普通读者
62、内容很详细，适合学习！
63、内容很没的说，但字迹不是特别清晰。
64、需要了解一些西方哲学史
65、所以卡尔波普尔的著作很有必要看看。
66、不用多说，选本里的名著
67、我们在事物上先天地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放进事物的东西。
68、纸张印刷都很一般，买来考研的，希望能助我考上！
69、不过商务印书馆的书还是值得信赖的。买西方哲学，我信赖商务！
70、同上集
71、西哲考研必读。
72、这书很常见，这一印材质比较粗糙。
73、本科时的教材
74、内容不错，纸张印刷不太好
75、一样
76、这一本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确很难选好。两人各拼拼凑凑近百页，还是太过于零碎了。
77、略微翻了一下，内容很喜欢，至于印刷，商务印书馆一向都是这样的=_=这种书下手越快越好
78、书挺厚的，性价比挺好，就是觉得字印的太黑了
79、这本书还可以，和预想一样。当专业参考书用。只是定价太贵。
80、很好的一本书。学哲学先读它。当线索串起来。
81、康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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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82、质量好 内容好 书经典 值得读
83、诶诶
84、质量很高。哲学爱好者亦可阅读
85、这是好东西
86、同学买的，据说相当满意。。
87、烙进骨头里的影响
88、太外行的话了。。。。
89、上下一起从某个p大师兄那里收来的
90、书本精致，内容充实，是一本关于哲学的极品参考书。。。
91、让孩子从作业堆中走出一会儿，他们会一辈子受用无穷。
92、在思想领域，原著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读一读那些广受景仰的人们自己说了些什么，比起常
年在二手资料中遨游，获益要多得多。但这并不代表应当一开始就读原著，入门性的介绍还是非常必
要的，否则读原著的时候会不知所云。顺便说一下，这个选本的翻译都极为经典。
93、纸质跟印刷差了一点，内容还是不错的
94、书还不错，就是缺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内容！！
95、本书是供综合大学哲学系学生学习“西方哲学史”课程用的教材，也可以供自学者参考。研究历
史必须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哲学史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但是哲学原著浩如烟海，初
学者在一学年中除了听课以外，自学时间是有限的，只能在教师指导下研读其中最必要的一小部分，
作为基本训练。因此，有必要从主要哲学家的原著中重点选录有代表性的段落，以满足教学上的需要
。每一选段的末尾，都注明本段材料选自何书何章何节，有的还加注了该书标准版的页码，如(柏拉图
：《智者》254C－259B)，以便必要时查阅原书。为了帮助初学者阅读，编者加了一些知识性的脚注，
以供参考。
96、我认为：北大出的最好的一本书籍！
97、我的哲学启蒙
98、非常好的书，复旦大学佘碧平教授推荐的，老一辈翻译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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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精彩书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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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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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读这种书，其实不利于形成真正的哲学观念，只会产生教条。这种教科书，就是老师好出题。学
生好背题的书。没有价值。
3、西方哲学在18世纪之后就逐步的走向了没落，没有真正的大师和学派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不
是哲学而是类似于科学的东西，而其他的哲学则大多在18世纪末已经初具规模，并且也初步成型。18
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世纪，先后有名家辈出，精彩不断，而现代哲学家则成了古典哲学家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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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家。没有更多的思想产生，例如科学哲学的观点：哲学不能够证伪，只能证明为真。而科学则相反。
这个思想经波普尔重申之后变得流行起来。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然哲学》中提出
这个命题，命题原意为：“哲学和科学相反，证明证伪皆然。”可惜没有多少人注意。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目录 第五部分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40.贝尔　41.梅利叶　42.孟德斯鸠
　43.伏尔泰　44.卢梭　45.孔狄亚克　46.拉美特里　47.狄德罗　48.爱尔维修　49.霍尔巴赫第六部分　
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哲学　50.康德　51.费希特　52.谢林　53.黑格尔　54.费尔巴哈第七部分　十九
世纪俄国哲学　55.赫尔岑　56.车尔尼雪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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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章节试读

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55页

        你可以把人类分成二十成，其中有十九成是由体力劳动者组成的，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一
位洛克先生；在剩下的二十分之一的人中间，又有几人是读书的？在读书的人中间，有二十个看小说
的，才有一个研究哲学的。
这可以作为我对世界读书日的看法。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康德

        我很想知道我的这些主张应该算什么，才免得算为一种唯心主义。⋯⋯我们已经证明了感性不是
什么逻辑上区分为清楚和模糊的问题，而是发生上的认识本身的来源问题，因为感性认识绝不是按照
物本身那样表象物，因此它提供给理智去思考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本身。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1页

        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费尔巴哈，我真看到了德国哲学的行进路线，
什么路线呢？
就是从知到行的进化，从神到人的进化，从人的这个本体出发，到世界的全部，
以自我的本来，到自在之物的玄思，不断的抽象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爱世界，我们爱我们自己。。。
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费希特对于康德的继承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看一个哲学家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主要是看对于贝克莱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对于宗教的排斥，对于科学的崇拜，对于行的目的论中，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的主要
的问题！！！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1页

        中西哲学辩；
我认为中国的哲学更接近于哲学这个词的本意；
但是一个哲学是爱智的话，则是一种偏见；
当实践标准说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中国哲学的胜利；
中国哲学更在乎知行合一，
什么哲学家只是一种立言者之说则似乎是孔夫子厌恶的
那个学生罢了。。。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尤其本质的原因；
爱科学在中国成了口头语的时候，
世界潮流，还是中国被打怕了缘故；
在马克思的本质社会科学自然化，导致的结果是非常的令人厌恶的！！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1页

        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的理解和判断才是真正的对于宗教的理解；
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大写的人！！！
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继承性和对于马克思的学术的理解是非常值得分析的；
马克思对于阶级性的分析，有很多偏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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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在中国的问题，很多都是那个思想的影子，我们只是学到了糟粕而不是精华！！
我真正的理解宗教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
对于上帝的赞美不过是对于人的另一个性质的赞美；
对于宗教的另一个用途不过是把人的属性更大的阐述罢了。。。。
对于宗教中起到的正面的意义，应该值得我们尊重；
从拟人化的自然和对于人的理想的崇拜，
到对于未来的畅想，到天堂的假设，
其实不全是人的梦么？
自然，人，上帝，可分不可分？？
对于中国哲学家对于宗教的误判，对于自己国家哲学的误判，
都是不应该的！！
在费尔巴哈看到了叔本华，李泽厚，看到了休谟，看到了黑格尔，同时也看到了马克思！！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1页

        北大出书很多，
但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套书籍；
这本书籍至少是把西方哲学近代的都包括进去了；
非常的喜欢，只是晚读了很多时间！！！！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的笔记-第330页

        费希特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而这个根据必然是在经验之外的，因为如果
根据在经验内，那么根据就变成了经验，因而也就不成为根据。另外，经验 = 物（经验材料）+我（
理智），于是经验的根据就有了物、我两种取向，取前者即为独断论，取后者则是唯心论。其实就是
第一性的问题，到底是为了物的独立性而牺牲自我的独立性，还是为了自我的独立性牺牲物的独立性
。
总有一些哲学家会采取独断论的立场，也总有另一些哲学家站在唯心论的一边。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
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费希特的解答很有意思，他通过描绘独断论者的形象，来表明独断论与唯心
论的差别，很可爱。
        那么两个中间哪一个应当肯定为第一性的东西呢？从理性中不可能找出决定的根据。因为这里所
谈的不是系列中一个环节的联系，那是理性的根据足以说明的。相反，这里所谈的是整个系列的开始
，这个开始作为一种绝对最初的行为，就只能是依靠思维的自由。因此这个绝对最初的行为是任意决
定的，然而这种任意决断也应有一种根据，所以那种行为是爱好与兴趣决定的。因此，独断论者与唯
心论者之间的差异的最后根据，就在于他们的兴趣不同。
        最高的兴趣以及一切其余的兴趣的基础，就是那种为我们自己的兴趣。对于哲学家来说也是一样
。在推理的时候不要失去自己，而是保持和肯定自己，这就是那个无性中领导着他的一切思想的兴趣
。人类有两个阶段，在我们种族的进展中，在最后的阶段尚未普遍地达到以前，有着两种主要类型的
人。有一些人还不能把自己提高到充分感到他们的自由和绝对独立性的程度，他们只有在对物的表象
中见到自己；他们只具有那种散漫的、拘留在对象上的、从对象的多样性中聚拢起来的自我意识。这
些人的肖像只是通过物，就像通过一面镜子那样，投射到他们里面。如果把这些物从他们那里拿开，
他们的自我也就同时丧失了；为了他们自身起见，他们不能放弃对物的独立性的信仰；因为他们自身
就是与物共存亡的。他们的一切，是通过外在世界才成为现实的。谁在事实上只是物的一种产物，谁
对自己也绝不能有别样的看法；而且只要他仅仅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同类的人，他是有理的。独断论者
的原理就是为着他们自身而相信物，因为就是间接地相信他们自己那个散漫的、仅为对象负载着的自
我。
        但是，谁自觉到自己的独立性和对一切外物的不依赖性——人能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他独立自
主地通过自身使自己成为这样——，谁就不需要物来支撑他的自我，而且他也无所用于物，因为物将
取消上述的独立性，把它变成空洞的假相。他所据有的、使他发生兴趣的那个自我，取消了那种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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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的信仰；他从爱好出发，相信他的独立性，他用热情抓住它。他对自己的信仰是直接的。
    通常参与捍卫各种哲学体系的那种激情，也可以由这种兴趣来解释。独断论者由于他的体系受到攻
击，真有陷于丧失自己的危险。可是他并无武器反抗这种攻击，因为在他自己的内心里有某种赞成他
的攻击者的东西；因此他更加强烈而且愤恨地辩护着自己。相反地，唯心论者也忍不住要用一种不尊
重的态度渺视独断论者，独断论者所能向唯心论者说的东西，只是唯心论者早已知道病情作为错误而
放弃了的东西；因为人们纵然不是通过独断论本身，至少也是通过独断论的情调而达到唯心论的。独
断论者心情愤激，进行歪曲，并且会实行迫害，假使他掌握了这种权力的话：唯心论者是冷静的，并
有陷于嘲笑独断论者的危险。
        因此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放
弃或接受的死家具，反之，一个哲学体系因拥有它的人的灵魂而充满生气。一个天性萎靡的或是由于
精神的奴役、博学的奢侈与虚荣弄得萎靡了、随和了的性格，将永远不能把自己提高到唯心论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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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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