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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前言

每当我走人大书店时，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出版物，面对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装帧考究的新书，我常
常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和压迫感。作为一名作者，我的书可能默默无闻地躺在某个角落里，也许没有多
少读者光顾它，也许没有多少读者购买它，即使购买了，也许没有多少读者认真地阅读它。作为一名
作者，虽然写过那么几本书，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倒是有理由生出某种惶惑、谦卑和敬畏
的心情。作为一名读者，“其生也有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其“读”也无涯，即使一辈子
全用来读书，也读不了多少书。怎么办？我想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话：“弱水三千，我只
取一瓢饮。”问题是取哪一“瓢”？我以为，最保险的办法是：面向经典，面向大师，与大师一起去
感受和思考。这就是构想此套丛书的思想背景。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
起策划、主持了这套“哲学元典选读丛书”，以作为先前出版的“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的补充。
因为如“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总序所言，当时就想在引进一本西方哲学教材时，同时引进一本与
之配套的“读本”（readings）。例如，若引进一本《知识论》，就同时引进一本《知识论读本》，前
者着重阐发该分支的基本理论，后者则选编从古至今在知识论方面有影响的论著，由此引导学生去阅
读原著，阅读经典，并与哲学大师一起去思考。由于在联系版权等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决定，干脆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编选“读本”系列，并加人中国哲学的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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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内容概要

《形而上学读本》编选了西方哲学自公元前6世纪至20世纪关于形而上学这一哲学核心领域的代表性作
品，主要包括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威廉’詹姆士、维特根斯坦、海德格
尔、卡尔纳普、蒯因、斯特劳森、戴维森、达米特和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阅读此读本，能够
使广大读者更多地通过哲学原著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了解形而上学之产生、形成、演变和兴衰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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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作者简介

张志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秘书长，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主要代表作有
《康德的道德世界观》、  《生与死》，主编《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西方哲学智慧》、  《西方哲
学史》、  《西方哲学十五讲》和《西方哲学导论》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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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书籍目录

一、古代哲学
1.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残诗》
2.柏拉图：《斐多篇》
3.柏拉图：《国家篇》
4.柏拉图：《巴门尼德篇》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近代哲学
6.笛卡儿：《第一哲擎沉思集》
7.斯宾诺莎：《伦理学》
8.莱布尼茨：《单子论》
9.洛克：《人类理解论》
10.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
11.体谟：《人类理智研究》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
1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导言”
1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16.黑格尔：《逻辑学》
三、现代哲学
17.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
18.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19.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
2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21.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22.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
23.蒯因：《论何物存在》
24.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25.戴维森：《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方法》
26.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
27.德里达：《论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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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章节摘录

“我们必定是在出生之前获得它的。”“显然如此”“如果我们在出生以前获得这类知识。带着它一
起出生，那么我们出生前及在出生之时就不仅知道相等自身、大自身、小自身，而且也知道所有这样
的事。因为我们现在的论证不仅仅涉及相等自身，而且也涉及美自身、善自身、正义、虔敬，一句话
，涉及所有在我们的辩证的回答进程中打上‘自身’标记的事物。因而我们必定也是在出生前就获得
了所有这些事物的知识。”“正是这样。”“如果获得以后，我们没有遗忘所获得的每一种知识，那
么我们必然是带着这种知识出生的，并带着它度过整个一生，因为知是获得和保存知识，而不是遗失
它。西米阿斯，知识的遗失，不正是我们所说的遗忘吗？”“毫无疑问，苏格拉底。”他说。“如果
我们生前获得的知识在出生时被我们遗失丁，随后又通过感官的运用，再次获得我们以前所具有的知
识，那我们称为学习的过程，不就是对我们本来就有的知识的恢复吗？我们可正确地把它称做回忆吗
？”“肯定可以。”“所以，我们认为一旦通过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知觉到某物，就极有可能从这
个事物记起另一个跟它相关但又已经忘记了的事物，无论它们相似还是不相似。因而，要么我们出生
时就知道这些事物并终身所知；要么在出生以后，学习的人只是回忆，学习只不过是回忆而已；两者
之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是这样的，苏格拉底。”“西米阿斯，你选择哪一个呢？我们生下来就
具有知识，还是后来回忆起在我们生前所知道的事情？”“我目前无法确定，苏格拉底。”“这个问
题怎么样？想必你能确定并回答：如果一个人知道某物，他能否对他所知的东西作出阐述？”“当然
能，苏格拉底。”“但你认为每一个人都能阐述我们刚才所谈论的一切事情吗？”“我真希望他们能
，”西米阿斯说，“可惜事实相反.恐怕明天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活着的人能适当地做这件事了
。”“那么，西米阿斯，你不认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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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编辑推荐

《形而上学读本》：哲学元典选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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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精彩短评

1、一本不错的资料书
2、编得不错。可以作为对形而上学的一个了解。
3、比较喜欢，有助读者很好的了解形而上学
4、经典原著的摘录集子
5、很喜欢，我是冲着《巴门尼德残诗》来的，国内很难找这个汉译本。有点遗憾就是一些重要的书
目是选编本，尤其是《形而上学导论》，竟然把第四章略掉了，幸好之前买过全译本，没有受到选编
侧重点的影响。
6、选的段落很好地展现了形而上学演进的脉络，对于各个学派照顾全面，但是稍微有些赘余。印刷
比较精美，读起来很舒服。
7、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是哲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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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章节试读

1、《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6页

        “假如我想要在科學上找到什麼經久不變的、確然可信的東西的話，我今後就必須對這些思想不
去下判斷，跟我對一眼就看出是錯誤的東西一樣，不對它們加以更多的信任。”

2、《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9页

        在第二個沉思開篇，他就引出了他那個著名的論斷——“我思故我在”。
論據有：
1. “如果我曾說服我自己相信有什麼東西，或者僅僅是我想到過什麼東西，那麼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
。”此句的第一‘我’和‘我想’就是存在的證明，因為‘想’這個動作必須有一個實施的主體。
2. “有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的非常強大、非常狡猾的騙子，他總是用盡一切伎倆來騙我。因此，如果
他騙我，那麼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在這裡，騙子是假定的存在，而騙這個動作是需要受體的，因
此，我作為客體再次存在。
3. “而且他想怎麼騙我就怎麼騙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就總不會使我成為什麼都不是
。”儘管‘我’可以不是一個可感可觸摸的物體，但是因為我能自認為存在，所以我存在。

3、《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6页

        笛卡爾委婉又彆扭地說，很久以前就有一個全知全能且至善的上帝在他的心中。（可能是擔心宗
教迫害）可是，“有人寧願否認一個如此強大的上帝的存在而不去相信其他一切事物是靠不住的。”
因此，他打算站在這群人的角度，先暫定無上帝，並假定有一個妖怪。“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
都不過是他用來騙取我輕信的一些假象和騙局。”
因為有這樣一個妖怪的存在，使得笛卡爾不得不時時警惕，“讓他永遠沒有可能強加給我任何東西，
不管他多麼強大，多麼狡詐”
總之，笛卡爾從此打算將懷疑進行到底！

4、《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6页

        由於那些簡單、一般爾真實存在的東西的相互摻雜，“就形成了存在與我們思維中的東西的一切
形象”。（這些一般、簡單的東西是：“一般的物體性質和它的廣延，以及具有廣延性東西的形狀、
量或大小和數目”以及由“這些東西所處的地點，所佔的時間”）
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像“物理學、天文學、醫學以及研究各種複雜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學都是可疑的
、靠不住的；而算學、幾何學，以及類似這樣性質的其他科學，由於它們所對待的不過是一些非常簡
單、非常一般的東西·······因而卻都含有某種確定無疑的東西。”

5、《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4页

        破舊立新——直接把大樓的基礎拆掉，大樓就會隨之傾倒

因為感官曾經騙過他，所以他對由感官得來的知識處以不信任的態度

6、《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5页

        夢中的我與清醒中的我所經歷的事情幾乎難以分辨——都是一些虛幻的假象；
因此笛卡爾假定他經歷的所有情況，比如睜開眼睛、搖晃頭腦、伸手，都只不過是幻象。儘管如此，
他仍然認為有一些最一般的東西是真實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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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读本》

7、《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12页

        所谓“相等自身”，应该就是OO里“类”的这个概念，而相等的事物，则是“实例”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相等的事物就是相等自身的实例”。

8、《形而上学读本》的笔记-第76页

        為了不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誤入歧途，他決心更加審慎——不讓一丁點可能錯誤的慣性思維重新佔
據他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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