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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剑》

内容概要

《哲学动态》杂志评论：    赵汀阳的《思想之剑》闪耀着一种寒光，犀利的思想之光。它专谈哲学中
的方法，它认为方法就等于功夫，而功夫是武学的核心。在整套书中，《思》与现代哲学的关联最深
，思辨性也最强。赵汀阳的通俗化叙述并没有损害问题的纯洁性，至少没有败坏《走出哲学的危机》
的口胃。而他的个人研究的色彩更能凸现在这种通俗读物中，会使学生大有面对一种独门武功的感觉
。这更是那些平庸的通俗读物所望尘莫及的。

    哲学是一种元"思"状态，它只能被接受，不能被穷尽，也不能被占有；哲学要求的是能被它吸引的
人不断走向它，要求被它吸引的人始终在路上。于是，那些被吸引的人首先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些
有真实价值的起点。《画》就是那种起点。按他们的想法，《画》是写给"聪明的中学生"看的但我想
，能消受得起它的大学生也算是有福的了。(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

注：《思想之剑》赵汀阳著，《画说哲学》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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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剑》

作者简介

赵汀阳：哲学家，主要研究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广东汕头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北京
大学应用伦理中心研究员等。出版哲学著作十余部。 

主要著作： 
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 (1994；2004 伦理学)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2005 政治哲学）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政治哲学论文集 （2003 政治哲学.文化哲学） 
一个或所有问题 （1998 元哲学理论） 
论文集：人之常情； 二十二个方案； 直观； 赵汀阳自选集 
主编丛书：论证丛书(1.2.3.)； 年度学术丛书(2003.2004.2005.) 
漫画集：观念图志； 思想之剑； 非常姿态； 脑袋书本及其它

Page 3



《思想之剑》

书籍目录

前言思想的功夫开路而行平常心，异常思追问之一追问之二诡辩怀疑剃刀还原分析辩证解释消解诗化
正名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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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剑》

精彩短评

1、已买
2、通俗,有益
3、早期风格。
4、可爱的  关于哲学入门的小册子
5、通俗易懂的哲学小书
6、　　此书评来源： 2006.03.21.  王占阳：黎鸣的愚蠢与赵汀阳的聪明 
　　
　　
　　(说一下子，《思想的原创性要求》一文可是我今年(2006年)春节期间照着纸本敲成电子版本的
哦~~~~)
　　
　　
　　    ⋯⋯⋯⋯⋯⋯⋯⋯
　　
　　
　　    二、赵汀阳先生的聪明
　　
　　
　　　　有意思的是，当黎鸣先生目空一切地高声责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国为什么
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时，中国的一位富有自信心的哲学家却在勇敢地宣称自已是一位“哲学家
”。这位真正的哲学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先生。赵汀阳先生无疑是很聪明的。赵先生的聪
明不仅表现在他在纯哲学领域的创造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唤醒国人的创造力方面的做法也是“美
国式”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而绝不是愚蠢的“黎鸣式”的。赵先生的这种聪明，在他所撰写的《
思想的原创性要求》一文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赵先生何以是聪明的，相信大家耐心看过这篇通俗
易懂、平易近人、富于理智和智慧的文章，自然也就明白了。
　　
　　
　　                     赵汀阳：《思想的原创性要求》（转贴）    
　　
　　
　　　　在90年代的学术规范讨论中，不知道怎么就慢慢形成了一种通常以委婉方式表达出来的看法
，按照这种看法，思想原创似乎被认为是一种“不能太多”的奢侈品（本来人们的正常感觉是，原创
的东西是“不可多得”的），甚至似乎在学术规范之外。这种感觉确实有些怪诞，因为本来人人都知
道，创造性恰恰是学术规范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个最重要的要求。今天居然需要强调创造性，这说明
事情已经很变态了，就像当年弗洛伊德“发现”了性冲动必须被重视一样说明文明已经很变态了。不
管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是政治家、企业家，当然都是那些有创造性的才是最好的，例如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凡?高、马赫、莎士比亚、爱迪
生之类（这些伟大人物太多，懒得罗列了）。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人失去了对创造性的朴素敬意？为
什么许多人不再有衷心赞美的心情？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性导致的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之类
观念的夸张发展使得许多人只以自我为标准，而不再超越自我去尊重作为“别人”的伟大人物和伟大
思想；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所允许的太过容易的创造与涂鸦分不清楚，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更
不正常的原因，比如说学术政治。在中国，由于失去自信，还产生了一种“贵而贱目”的文化仆从心
理，即不相信今天中国人自己会有创造，创造者在西方。随便一本西方人的书好像都刻意好好学习、
活学活用。大概是11年前，有个中国学者拿着他的书对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同行说道，你们为什么一眼
都不看我的书？为什么康德的书你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你们刻意指出我的书完全错了，但不能一眼不
看。我以为这是一针见血的质问。没有道理地侮辱自己的同胞就是侮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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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剑》

　　　　在这里我只想复述人人心中其实都有的关于创造性的一些基本感觉——至少我相信是人人心
中本来就有的感觉。
　　
　　　　（1）一种东西被认为是好的，首先因为人们需要它。显然，创造性思想和非创造性文献都
是需要的，前者创造观念，后者整理、解说和宣传观念，所以它们都好。当一种东西被认为是更好的
，是因为存在着比较。有些比较特别明显，因此容易理解，例如新鲜空气比污浊空气好。有些比较则
隐蔽一些，例如创造性。我们是什么觉得创造比模仿更好？这种“更好”不一定是更精致，模仿性作
品有可能比创造性作品更精致，一幅凡?高的伪作有可能和原作一眼或更漂亮，一本解释康德的著作可
能比康德自己说得更清楚。创造所以被认为是更好的，一个原因是，创造是更难的，而难以做到的东
西相当于稀缺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在此同样成立；更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创造性相当于活力
，人类文化也需要新生力量，就像生命需要活力一样。假如文化没有新生观念，那么就将“热寂”为
无文化的物理过程。
　　
　　　　（2）再从人的经验角度看，所有心有感觉的人都能体会到，永远“例行公事”（routine）是
不可容忍的生命经验，人会疯掉，或者白痴化，只有创造才能拯救经验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艺
术和哲学——文化中两种以创造性为主要特点的工作——的功能在于拯救经验和思想，它们使得人类
能够保持总会有更有意思的经验和观念刻意感受和思考。不过这里有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人类既渴望
创造又希望保守，人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两者都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从词汇表上看，创造、冒险
、征服、新奇、不凡、奇迹、革命、反叛等等是一个系列的，而保守、安全、传统、规范、平庸、齐
常、屈服、模仿、因循等等是另一个系列，分别表达两种基本需要，即人又要奇迹又要安全感。因此
，创造和制度同样重要同样正当。
　　
　　　　（3）但是有两种不正当的行为。一种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搞乱价值的自然体系，特别是把
制度所机械蕴含的东西定义为最高成就或最有价值的东西。这等于断了文化的生路。所以，制度化、
齐常化、标准化、规范化、全球化等普遍主义要求在文化上恰恰必须非普遍地成立。这意味着，任何
一个原则，包括任何一个普遍原则，都只能有限地非普遍使用。我相信这一似乎自相矛盾的原理是文
化和生活的真理。这个原理也适合用来批评另一种不正当行为，即把创造滥化为“一切都行”的涂鸦
，创造的滥化反而等于把创造制度化，最后就是无创造可言。
　　
　　　　（4）如果创造是任意的，那么就是无价值的涂鸦。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显然的，不过要证明
它居然是个理论难题。幸亏人们的直觉已经是很好的证明：为什么顺手乱画、顺嘴胡说不算创造？因
为太容易，人人都会的事情就不值钱。因此，创造在于难度。另外，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私人问题有感
悟，也许很独特，有个性，但也不是创造，就是说，个性不是创造的特征，创造必须有公共意义。就
像我们说一个人有个性，并不见得是在称赞他是伟大的。我们赞美一个伟大的作品，相当于在说“它
做了我们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在说，“它这么有个性，它做了我们并不想做的事情”。
　　
　　
7、在我大三时遇到了我的第一本哲学书，整本书都在说一个观点：正确地做事情比做正确的事情更
加重要，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生的选择都是在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做出的，所以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
追求确定性的大概率事件。
8、“哲学”这词，似乎不太该落在如今的茫茫世态。人的清楚与不清楚都要用“哲学”做拐，才能
立住。越发的含混。是需要些方法了，要徐徐的说不能太猛吓着人。难！赵汀阳做的还好，起码我是
接受了！
9、小学二年级被这一系列深深吸引了,当哲学家的理想萌发了````
10、最简单最有启发。。。
11、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哲学上的思想方法，语言朴实，又很生动有趣，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大致
的思想倾向，既有西方那种厉害的逻辑方法，又融合了中国的思想传统。
12、胖胖小人叫啥名？(⊙_⊙)？
13、“愚蠢的哲学家”写给聪明的中学生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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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算是一本比较好的哲学入门书 提供了很多思想的方法，但似乎赵汀阳更倾向于分析哲学 
15、太厉害了
想改装脑筋的赶快看罢
16、将常识大声地喊出，在这个常识稀缺的国度。
17、　　此书评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赵汀阳 哲学家，最令人尊敬的是他用漫画的幽默表达多元和智慧的思想味道，每期《商务周
刊》的第95页，都能看到他的漫画专栏《过度诠释》
18、非常有趣的哲学入门小册子
19、可以作为哲学启蒙书
20、感觉是一本哲学入门的好书，书中的观点十分新奇富有创意，让人颇有兴趣而后又不丧失思考的
源动力，不过，话说作者是 Wittgenstein的追随者么？字里行间都对他又一种敬意
21、　　此书评作者：蓑笠翁 原发表于： 2006-3-30 
　　原文题目：购书琐记 
　　
　　
　　
　　  ⋯⋯
　　
　　   赵汀阳无疑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记得去年讲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话筒很变态，你们不
觉得吗？”他的意思是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听起来怪。他的书名都很有意思，“论可能生活”、“没有
世界观的世界”、“一个或所有问题”，这些名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李泽厚就曾说过，他的学生中
赵汀阳是最聪明的一个。
　　
　　  ⋯⋯
　　
22、该书由拼凑的感觉，不如其赵的他书精到。在火车上把这本小书看完了。以前听过两故事：一是
，林彪逃亡后，一农民愤慨：“林彪一家都吃上商品粮了，还逃啥啊”；二是，一乞丐对另一乞丐说
：“如果我当了皇帝，天天吃馒头”。赵汀阳说，我们像夜路里丢了钥匙的人，只能在路灯下找，这
就是思维的局限。这么说，阅读就有点尽量把路灯调亮的意味？
23、简单 但是富有哲理
24、我记得是赵汀阳著啊。比较浅白深动。不喜欢他对中国哲学的赞扬，对辩证法黑得不够彻底
25、“方法重于价值”——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方法重于价值，价值无处不在？
26、刚知道是李的学生.
27、很有趣的一本给中学生阅读的小书，其实内容一点也不小⋯⋯
28、自以为是的作者，哈哈
29、...忘了。
30、虽然很薄，但要言不烦，很好的入门书。
31、哲学究竟是智慧之匙 还是诡辩术？
32、　　漫画简单而又极有智慧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版权申明：这个文档的版权归该文的原作者所有）
　　
　　米尔弥冬人
　　
　　2007-11-01 21:57:38   一言难以蔽之enough is enough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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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总标题：我不和你说什么)
　　
　　    知道赵汀阳是因为《论可能生活》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大一
时自己在图书馆误打误撞地看到过，书名很喜欢，就借回去了。但是，阅读这种哲学伦理学的书对我
来说很吃力，所以细细看完前半部分之后，就开始走马观花了。后来还在浦苑听了一次“第六听书棚
”的讲座，讲的就是这本书，印象中讲座老师还援引了对赵汀阳很高的一个评价“当代中国少有的不
被西方理论霸权影响的哲学家”。今天看了97、98年的《天涯》之后，迫切想去买赵汀阳的书，不是
他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漫画书。《天涯》封二上的“学者漫画”是赵汀阳的专栏，每期两幅单格漫
画，简单而又极有智慧。他的漫画和文字都很好，分开来也互不损伤。画面喜欢用大块的阴影，不喜
欢用线条，人物要么方头房脑，要么胖胖园园，像极了企鹅。文字极简短，但是犀利处、幽默处丝毫
不少。因为是搞哲学的缘故，赵氏漫画常常拿哲学家开玩笑，画里画外都有哲学背景，像我这样的外
行只能是看看热闹。热闹确实是热闹，据说当年有很多人是因为想看赵汀阳的漫画才买《天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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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记得这本书是我姐买了放在家里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买这一套书，而且还是新的。她买了放在
家里，我看到是书，于是我就拿起来读，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哲学入门
。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它了，过了这么多年我看到豆瓣上面竟然可以搜索到这本书，于是我决定发
表一下我的评论，呵呵。这本书比较小，页数呢也比较少，而且容易坏掉。里面的内容是那么的精简
而深刻，让我那颗小小的脑袋里面开始变得不一样。书中那简单的插画也是那么的符合每个书中的内
容。思想之剑，让我在看了之后拥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它开始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
不在简单的思考问题。思想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用心的看它，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和世界。
2、漫画简单而又极有智慧（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版权申明：这个文档的版权归该文的原作者所
有）米尔弥冬人2007-11-01 21:57:38   一言难以蔽之enough is enough BLOG(原文总标题：我不和你说什
么)知道赵汀阳是因为《论可能生活》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大一时自
己在图书馆误打误撞地看到过，书名很喜欢，就借回去了。但是，阅读这种哲学伦理学的书对我来说
很吃力，所以细细看完前半部分之后，就开始走马观花了。后来还在浦苑听了一次“第六听书棚”的
讲座，讲的就是这本书，印象中讲座老师还援引了对赵汀阳很高的一个评价“当代中国少有的不被西
方理论霸权影响的哲学家”。今天看了97、98年的《天涯》之后，迫切想去买赵汀阳的书，不是他的
学术著作，而是他的漫画书。《天涯》封二上的“学者漫画”是赵汀阳的专栏，每期两幅单格漫画，
简单而又极有智慧。他的漫画和文字都很好，分开来也互不损伤。画面喜欢用大块的阴影，不喜欢用
线条，人物要么方头房脑，要么胖胖园园，像极了企鹅。文字极简短，但是犀利处、幽默处丝毫不少
。因为是搞哲学的缘故，赵氏漫画常常拿哲学家开玩笑，画里画外都有哲学背景，像我这样的外行只
能是看看热闹。热闹确实是热闹，据说当年有很多人是因为想看赵汀阳的漫画才买《天涯》的。⋯⋯
3、此书评来源： 2006.03.21.  王占阳：黎鸣的愚蠢与赵汀阳的聪明 (说一下子，《思想的原创性要求》
一文可是我今年(2006年)春节期间照着纸本敲成电子版本的哦~~~~)⋯⋯⋯⋯⋯⋯⋯⋯二、赵汀阳先生
的聪明　　有意思的是，当黎鸣先生目空一切地高声责问“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国为什
么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时，中国的一位富有自信心的哲学家却在勇敢地宣称自已是一位“哲学
家”。这位真正的哲学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先生。赵汀阳先生无疑是很聪明的。赵先生的
聪明不仅表现在他在纯哲学领域的创造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唤醒国人的创造力方面的做法也是“
美国式”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而绝不是愚蠢的“黎鸣式”的。赵先生的这种聪明，在他所撰写的
《思想的原创性要求》一文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赵先生何以是聪明的，相信大家耐心看过这篇通
俗易懂、平易近人、富于理智和智慧的文章，自然也就明白了。赵汀阳：《思想的原创性要求》（转
贴）    　　在90年代的学术规范讨论中，不知道怎么就慢慢形成了一种通常以委婉方式表达出来的看
法，按照这种看法，思想原创似乎被认为是一种“不能太多”的奢侈品（本来人们的正常感觉是，原
创的东西是“不可多得”的），甚至似乎在学术规范之外。这种感觉确实有些怪诞，因为本来人人都
知道，创造性恰恰是学术规范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个最重要的要求。今天居然需要强调创造性，这说
明事情已经很变态了，就像当年弗洛伊德“发现”了性冲动必须被重视一样说明文明已经很变态了。
不管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是政治家、企业家，当然都是那些有创造性的才是最好的，例如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凡?高、马赫、莎士比亚、爱
迪生之类（这些伟大人物太多，懒得罗列了）。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人失去了对创造性的朴素敬意？
为什么许多人不再有衷心赞美的心情？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性导致的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之
类观念的夸张发展使得许多人只以自我为标准，而不再超越自我去尊重作为“别人”的伟大人物和伟
大思想；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所允许的太过容易的创造与涂鸦分不清楚，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别的
更不正常的原因，比如说学术政治。在中国，由于失去自信，还产生了一种“贵而贱目”的文化仆从
心理，即不相信今天中国人自己会有创造，创造者在西方。随便一本西方人的书好像都刻意好好学习
、活学活用。大概是11年前，有个中国学者拿着他的书对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同行说道，你们为什么一
眼都不看我的书？为什么康德的书你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你们刻意指出我的书完全错了，但不能一眼
不看。我以为这是一针见血的质问。没有道理地侮辱自己的同胞就是侮辱自己。　　在这里我只想复
述人人心中其实都有的关于创造性的一些基本感觉——至少我相信是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的感觉。　　
（1）一种东西被认为是好的，首先因为人们需要它。显然，创造性思想和非创造性文献都是需要的
，前者创造观念，后者整理、解说和宣传观念，所以它们都好。当一种东西被认为是更好的，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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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比较。有些比较特别明显，因此容易理解，例如新鲜空气比污浊空气好。有些比较则隐蔽一些
，例如创造性。我们是什么觉得创造比模仿更好？这种“更好”不一定是更精致，模仿性作品有可能
比创造性作品更精致，一幅凡?高的伪作有可能和原作一眼或更漂亮，一本解释康德的著作可能比康德
自己说得更清楚。创造所以被认为是更好的，一个原因是，创造是更难的，而难以做到的东西相当于
稀缺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在此同样成立；更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创造性相当于活力，人类文
化也需要新生力量，就像生命需要活力一样。假如文化没有新生观念，那么就将“热寂”为无文化的
物理过程。　　（2）再从人的经验角度看，所有心有感觉的人都能体会到，永远“例行公事”
（routine）是不可容忍的生命经验，人会疯掉，或者白痴化，只有创造才能拯救经验和思想。在这个
意义上说，艺术和哲学——文化中两种以创造性为主要特点的工作——的功能在于拯救经验和思想，
它们使得人类能够保持总会有更有意思的经验和观念刻意感受和思考。不过这里有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人类既渴望创造又希望保守，人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两者都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从词汇表上看
，创造、冒险、征服、新奇、不凡、奇迹、革命、反叛等等是一个系列的，而保守、安全、传统、规
范、平庸、齐常、屈服、模仿、因循等等是另一个系列，分别表达两种基本需要，即人又要奇迹又要
安全感。因此，创造和制度同样重要同样正当。　　（3）但是有两种不正当的行为。一种是以制度
化的方式来搞乱价值的自然体系，特别是把制度所机械蕴含的东西定义为最高成就或最有价值的东西
。这等于断了文化的生路。所以，制度化、齐常化、标准化、规范化、全球化等普遍主义要求在文化
上恰恰必须非普遍地成立。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原则，包括任何一个普遍原则，都只能有限地非普遍
使用。我相信这一似乎自相矛盾的原理是文化和生活的真理。这个原理也适合用来批评另一种不正当
行为，即把创造滥化为“一切都行”的涂鸦，创造的滥化反而等于把创造制度化，最后就是无创造可
言。　　（4）如果创造是任意的，那么就是无价值的涂鸦。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显然的，不过要证明
它居然是个理论难题。幸亏人们的直觉已经是很好的证明：为什么顺手乱画、顺嘴胡说不算创造？因
为太容易，人人都会的事情就不值钱。因此，创造在于难度。另外，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私人问题有感
悟，也许很独特，有个性，但也不是创造，就是说，个性不是创造的特征，创造必须有公共意义。就
像我们说一个人有个性，并不见得是在称赞他是伟大的。我们赞美一个伟大的作品，相当于在说“它
做了我们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在说，“它这么有个性，它做了我们并不想做的事情”。
4、此书评作者：蓑笠翁 原发表于： 2006-3-30 原文题目：购书琐记 ⋯⋯赵汀阳无疑是个极为聪明的人
，记得去年讲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话筒很变态，你们不觉得吗？”他的意思是声音通过话筒
传出听起来怪。他的书名都很有意思，“论可能生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个或所有问题
”，这些名字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李泽厚就曾说过，他的学生中赵汀阳是最聪明的一个。⋯⋯
5、此书评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赵汀阳 哲学家，最令人尊敬的是他用漫画的幽默表达多元和
智慧的思想味道，每期《商务周刊》的第95页，都能看到他的漫画专栏《过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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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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