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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第二篇 我知道什么？第五章 认识的问题第六章 意义的问题第七章 固有之理念第八章 思维的语言
第九章 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第十章 认识的极限第三篇 我应当做什么？第十一章 道德运气第十二章 
不断扩展的圆圈第十三章 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中英文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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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节选　　据古希腊神话记载,大英雄忒修斯,杀死克里特岛的米诺陶之后,他的战船每年都要开往提
洛岛做一次致意之旅.随着时间的流逝,船桁纷纷腐坏溃烂,于是渐次被换成新板,到最后原先的木板都已
不复存在。看起来此船仍旧是忒修斯所拥有的那一条，但我们也许会感到疑惑：现在它还是“同一”
条船吗？鉴于该船生命的各个阶段之间存在连续性，我们可以肯定它的确是当初启航前往克里特岛那
一条。然而，假使现在人们将已抛弃的木板收集起来，就能造出一条一模一样的新战船。如此便会有
两艘战船竞相宣称自己是“忒修斯之船”，而令人困扰的是我们无力做出裁决，尽管我们似乎对两位
候选者都了如指掌。　　　　节选2　　人们找寻本我，意在探求某种超越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对
一般的事物我们则通常不这么看待。例如，我相信自己喜爱的靠椅能久经风霜，却不曾设想它是否也
具有自成一格的“椅本我”或“椅自我”。它的特征是底座高三英尺，铺有海绵垫，盖着绿布，诸如
此类，但并不存在超越这些特征的椅子。哪怕我们将底座、海绵垫、绿布等通通取走，也不会看到一
把赤裸裸的椅子，就像上面可悬挂特征的幽灵衣架似一样。然则人类对自身的看法却往往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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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斐然成章，沉博有容。”　　——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亚里士多德、康德
和维特根斯坦等伟大哲学家所以能取得如斯地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彻底的变革，而非渐进之演变。
他们毋宁提出全新的理念和体系，也不沿用前人的素材。于是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史上，思想
家们相继在各自的主题画布上你一笔我一彩，线条之多，图像已然模糊难辨。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
某种复归。叠层得以清理，更多幼稚无知的处理得以摒弃。原有的印记显露出来，古代思想家的理念
再度大放异彩，当代人则用笔墨修复了那些最为浓重的线条。得益于论据分析的新技术、对其进行检
验的新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新近提供的原始资料，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当前正是回顾审视西方哲
学的最佳时机。本书旨在对哲学艺术的现状进行分析，综览近年来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取得的成果，
并探询对最先由古代世界所触及之问题的最新解答。为完成上述任务，我决意向世界各地几次关键性
争论的主角求教。最终，我有幸采访到了三十多位全球地位烜卓的思想家。经过起初的几次会面，我
留意到我们的谈话大抵趋于一致。他们首先扼腕兴叹自己有生之年人类在哲学认识上取得的进展微乎
其微。接下来又开始用长篇大论阐释与此相反的论点⋯⋯　　——尼古拉斯?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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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伟大哲学家所以能取得如斯地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彻底的变
革，而非渐进之演变。他们毋宁提出全新的理念和体系，也不沿用前人的素材。于是乎，在两千五百
多年的哲学史上，思想家们相继在各自的主题画布上你一笔我一彩，线条之多，图像已然模糊难辨。
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某种复归。叠层得以清理，更多幼稚无知的处理得以摒弃。原有的印记显露出
来，古代思想家的理念再度大放异彩，当代人则用笔墨修复了那些最为浓重的线条。得益于论据分析
的新技术、对其进行检验的新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新近提供的原始资料，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当
前正是回顾审视西方哲学的最佳时机。本书旨在对哲学艺术的现状进行分析，综览近年来论争最为激
烈的领域取得的成果，并探询对最先由古代世界所触及之问题的最新解答。为完成上述任务，我决意
向世界各地几次关键性争论的主角求教。最终，我有幸采访到了三十多位全球地位烜卓的思想家。经
过起初的几次会面，我留意到我们的谈话大抵趋于一致。他们首先扼腕兴叹自己有生之年人类在哲学
认识上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接下来又开始用长篇大论阐释与此相反的论点⋯⋯　　——尼古拉斯·
费恩　　　　过去的哲学家们早已闻名遐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维特根斯坦，他们对
生命的最根本问题的回答，已有数不胜数的书卷探赜与论争过。然而，当今的哲学家们是如何解答“
人是什么”这个最古老的问题的呢？　　尼古拉斯·费恩将旅行见闻与哲理探讨融为一体，踏遍全球
，就“我是谁？”、“我知道什么？”和“我应当做什么？”这三个主题寻访了三十多位享誉世界的
思想家，其中包括约翰·塞尔、马莎·努斯鲍姆、伯纳德·威廉姆斯、丹尼尔·丹尼特、理查德·罗
蒂、彼得·辛格、希拉里·普特南和诺姆·乔姆斯基，从而奉献给我们这样一部睿智卓煊、饶有趣味
的引导我们理解哲学艺术之现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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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章节不错~有些章节没懂。。。
2、容易阅读，但是书中没有深入探讨问题。
3、看不下去
4、07年9月3-20日
5、译的实在是太晦涩了，不过书还不错，充满了引用与探寻，相比厚厚的能砸死人的哲学典籍，这
本不会吓到人。耐心读完，对于哲学很多基本问题就可以入门了。
6、此书思想实验多，例子多，当代哲学家出镜率高，每当读这种导论性质的书总汗颜自己的哲学史
知识不扎实，积累不够，看到某个论题无法回忆起哲学史中的整个争论，这以后可怎么当老师呢。
7、最古老最根本的问题
8、本书作者采访了数十位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思想家，意图通过此书呈现当代哲学界对最古老问题的
最新解答，介绍在世的哲学家们如何看待自我、灵魂、意义、生命等等这些终极悬疑。我们理应知道
，除了那些死去的鼎鼎有名的哲学大师，现世还有人在努力延续先贤的使命。
9、我一直以为哲学大厦已经建成，当代哲学家们只是在做一些修补工作⋯⋯
10、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
11、不深入，文字较为随意化，有点类似于知识普及读物。
12、哲学的另类解读
13、反求诸己抑或反求于外，都是一种修行的哲学。20多年的经历似乎告诉我，人之命运逃不脱"认"
之一字，认命也好，只是认知的极限不同而已。而我们的认知能力似乎本身即受天赋生理构造等限制
，神秘主义的调调虽有逻辑的不自恰处，但不失为一种对哲学终极意义难求的解释。
14、有特色的哲学读物
15、通俗易懂，嗯。
16、道德运气~嗯⋯⋯
17、当然是一本很棒的书，而且翻译地非常学究，至少揭开了我伪文化人的面纱，因为很多成语或是
词语我都不会读。。。
18、作为科学水平太低的人，只好读哲学啦.
读完了，读不懂，完蛋啦
19、主要展现哲学的前沿学术现状，启发人深思。对哲学五次大变革总结得精彩。
20、nice，语言不太流畅，其他不错
21、脑子打开
22、值得一看。
23、书不错，送货也很快！！
24、首先翻译得很好，读得很顺畅～侧重对计算机时代的思考，还有语言学
25、采访了许多当代的美国哲学家，主要是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的。但我认为对问题
的回答并无新意。哲学仍然是古老而又常新的。
26、翻譯文字矯糅做態，可惡。
27、我越来越觉得，哲学应当是一门能够使人豁达开朗的学科。
28、基本问题与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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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问当今世界科学的最新进展，或者已经取得较大成功的科学理论，或许每个人都能扯上相对
论、量子力学或者其他更新的科学成果，发表一段八九不离十的言论；但要问当今世界哲学的最新进
展，或者已经取得较大成功的哲学理论，则或许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一二分来。由此可见，我们的“哲
普”工作做得多么不足。哲学之所以令人困惑，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书中所说，历史上哲学家，尤
其是大师们，往往喜欢在观点上另起炉灶，他们各执己见、自成一派，使得哲学的图画凌乱不堪。人
们往往难以厘清其中的脉络，因此对哲学家争论的对象敬而远之。另一原因在于，人们对神秘事物的
喜好，使得待解状态的哲学问题比哲学解答的传播更广泛，例如，芝诺悖论与对芝诺悖论的科学解释
相比，前者的魅力显然要更大。长期如此，便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很多哲学问题都是无解的。本书
作者采访了数十位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思想家，意图通过此书呈现当代哲学界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
，介绍在世的哲学家们如何看待自我、灵魂、意义、生命等等这些终极悬疑。我们理应知道，除了那
些死去的鼎鼎有名的哲学大师，现世还有人在努力延续先贤的使命。本书应当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
并非哲学天才，又只沉浸在经典的哲学文本中企图寻找答案，而不去了解科学的进步、哲学的前沿思
想以及后人的梳理总结，纵使必然能够从经典作品中得到不少启发，但终归也如同狗追着咬自己的尾
巴，陷入一个感觉答案近在眼前却又永不可及的怪圈。其实最新进展也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哲学学
科如同其他很多古老学科一样，难以再掀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后人所做的工作，多半是依附科学进
展继续探讨遗留问题，并且发展相关的理论。与此同时，哲学界依旧对很多问题争论不休。幸运的是
，尽管现状如此，哲学的进展仍然得出不少能令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本身就对哲
学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不过，另一方面，只去关注最新观点也是带有危险的，尤其是快餐媒体上带有
哲学色彩的只言片语。这些目前盛行的所谓哲学观点，很多只不过是现代人一厢情愿的信仰观点而已
，其实经不起推敲。这类所谓对世界和人生的答案，没有经过逻辑的筛选，终会堆叠出明显的自相矛
盾之处，从而引起更多的困惑。人们往往念叨着诸如存在、人生和意义这些词，却往往只是陈词滥调
或者文字游戏，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进步。新的观点应该要么在科学进展中找到支持，要么能在经典
哲学理论中找到依托；至少，要有一定体系且能自圆其说，否则，我们就要对该观点的负责度提高警
惕了。并且，目前后现代哲学家遍地开花，虚无主义萦绕不去。那些关注哲学而又似懂非懂的人们，
很容易就陷入诸如“一切都没有意义”之类的难堪境地。因此有必要了解，哲学的进步如何帮助人类
寻找更为浩大的慰藉。其实，哲学应当是一门使人豁达开朗的学科，而不是使人混乱纠结、忧心忡忡
。即使是悲观主义的哲学家，也应该接受自己相信的既定的宿命而坦然处事。我心目中的可靠哲学家
，应该是一位白发苍苍、童心未泯、声音洪亮、经常笑呵呵的老头为最。
2、序言对很多主题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事实上，哲学作品惯用的表达方式令我困惑不解。哲学著
述都写得仿佛作者确信它们就是对其主题最终的结论。——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思想家
的五次巨大的观念革新：1.柏拉图的理型世界2.伊曼努尔·康德：人类越是熟知自己头脑的能力，真正
的认识离我们就越近。我们只能通过探寻人类思想的极限来获知世界的极限。3.约翰·洛克和大卫·
休谟的经验主义：人类只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经验范围内的事物。理性本身无法发掘任何新颖之物，而
仅能把感官已经提供的认识再度结合起来。4.乔治·黑格尔：在创造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远胜过理性
的历史力量，倡导人们研究“人能成为什么”，而不仅仅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尼采
：价值的真实性源自个人的“权力意志”，而非借助于任何的佐证或观察，尼采一举奠定了被称为“
后现代主义”之反哲学的根基。5.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主张思想的轮廓是由它借以开展之语言的
极限勾画出来的。评定真理的标准不在于尘世之外，亦非头脑的界限，而是公众惯用的语法。维特根
斯坦及其追随者认为，哲学家们想象自己正探究事物的本质时，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将字词从
上下文拎取出来。在柏拉图那里，研究的特有客体是半神性存在物；黑格尔探讨的则是意识的结构。
如此一来，“分析”哲学家们探讨的对象就被还原成了人类用以往来沟通的咕噜声以及肢体语言。为
鼓舞士气，他们也许会穷追猛打直至根除形而上思维的痕迹，并宣布问题被“解除”。第一章 本我的
问题在我看来，当我进入我称之为本我世界的最深处，我总会蹒跚于各色各样的概念间，关于冷与热
，光与阴，爱与恨，苦与乐⋯⋯不论何时，没有概念我便丧失了本我，甚而我的眼里永远只有概念。
——大卫·休谟人的肉体是其灵魂的最佳写照。——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你透过双眼进入大脑，行
至视觉神经，环绕于皮层上，回顾每一个神经元，而后倏地刺穿一个神经冲动运动原、出现在日光下
，挠着头纳闷本我何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人们找寻本我，意在探求某种超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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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对一般的事物我们则通常不这么看待。例如，我相信自己喜爱的靠椅能久经风
霜，却不曾设想它是否也具有自成一格的“椅本我”或“椅自我”。它的特征是底座高三英尺，铺有
海绵垫，盖着绿布，诸如此类，但并不存在超越这些特征的椅子。哪怕我们将底座、海绵垫、绿布等
通通取走，也不会看到一把赤裸裸的椅子，就像上面可悬挂特征的幽灵衣架一样。然则人类对自身的
看法却往往正是如此。摒弃此种虚妄的想法使得我们与托马斯·内德那个时代有了莫大的差别。一旦
人们认定有着某种非物质的灵魂，一元本我的存在也就不在话下了，个性特点于是成了灵魂的脚印—
— 个人同一性的标志，指向本我的符号。如今人类对此有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个性特质被视作“是”
个人的本我，因为，除此之外，科学所认可的本我无处可寻。问题由此变成了哪些特质最具有代表性
，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呈予我们人类所探求之物。对个人同一性的争论刚好表明了省却灵魂将导致怎样
的结果。在帕菲特（Derek Parfit）看来，其结果相当令人释怀。他写道，当他把自己的存在视为一种
有别于肉体与心理连续性的事实时，他仿佛被“囚禁”在本我之中。“生活就像是一条玻璃隧道，我
穿梭其中的速度每年都明显加快，隧道的尽头则是无尽的黑暗。”然而：我改变观念后，那玻璃隧道
的外壁消失不见了。如今我徜徉在露天底下。我的生活与别人的仍有差异，但已不似先前那般显著了
。他人与我的距离拉近了。我对自己的余生担忧得少了，对他人的生活则投以更多关怀。另一种回应
方式也许是详述一直以来人类生命的短暂性被拔到了怎样的高度。人类不仅不断地生衍、逝去，甚至
在一次人生当中也要经历无数次生生死死。我们似乎异常地虚无缥缈。第二章 自由意志与命运【精彩
绝伦的一章】崇奉命运是最为悲惨的奴役；另一方面，坚信上帝终会为我们的切切祈祷所感动而堪以
告慰。——伊壁鸠鲁我们希望自己的信仰皆来源于世间相应的事实——因为它赋予我们知识，指引我
们无往不利——然而我们对自己是否根据这些事实行事并不热衷如许，即便要付出焦熬投石之代价。
——罗伯特·诺齐克假定某一神明能够于瞬间领会令大自然生机勃勃的一切因子，洞悉大自然千姿百
态的组成部分—— 一个广大到足以解析这些资料的神明——则它可将天地间最庞大的生物和最微小的
原子之变化包含在同一个公式中。对它而言，没有什么是不甚确定的，而未来，连同过去，都已呈现
在它的眼前。——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
唐⋯⋯正如常人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把后者视作一次行动，视作一种他们称其为闪电之主体的行
动那样，常人的道德同样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仿佛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可自由选择是
否表现强力的中立的基础似的。可事实上并不存这样的基础；行动、影响和过程的背后并没有一个“
存在”；“行为者”不过是人们加诸行动的一种虚构——行动就是一切。常人实际上使行动加倍了；
看见闪电发光，那是行动中的行动：他们把同一件事一会儿称为原因，一会儿又叫做结果。——弗里
德里希·尼采相容论认为物质领域决定论和人类主观的自由体验是彼此兼容的。无需用高墙来关押的
囚犯不啻是奴隶；无需用鞭子来扭曲其意志的奴隶与木偶没什么两样，而木偶不过是其操控者的附属
品罢了，根本称不上是行为主体。也许我们万分不幸地沦为了阶下囚，但这与其说是我们的形而上本
质出了问题，不如说是他人的干涉使然。再消沉的意志却也是意志。与此相反，决定论者认为我们其
实都是奴隶。然而，这种观点隐含着某种尚未发生的暴力因子。决定论者说你的某项选择已“决定”
了时，“决定”这个强有力的字眼暗指你的意志可能有悖于社会的意志，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后者总比
前者更为强势，足以压倒前者。17世纪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描述过如斯情景：一个人“在熟
睡之际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头坐着一位他梦寐以求想与之见上一面、促膝长谈的人，而且他被牢牢锁
在屋里，绝对无法逃脱；结果他一觉醒来，欣喜地发现自己有了一位如此称心如意的同伴，并心甘情
愿地待在此地”。相容论者认为我们经常处在这样一个愉快的困境当中。自然界决定了在某个既定环
境下我们只能做出一种选择，可是，由于人类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这个选择总是我们所向
往的那一个。如果一个悲观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决定论者，把它叫做“束身衣”的话，他或她
应该谨记，这束身衣乃是量身定做，容许我们恣意地舒展身体。换句话说，随你而动的笼子算不上是
真正的牢笼。这也许只是在玩弄字眼，但相容论者会反驳道，语言学或概念上的混淆就是困扰决定论
者的最根本原因。第三章 心灵与机器（约翰·塞尔的“中文屋”丘齐兰德夫妇的“发光屋”休伯特·
德雷弗斯批判电脑缺乏常识丹尼尔·丹尼特相信大脑的平行线路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通常称之为
“意识流”的序列处理器杰瑞·弗多认为我们无法读懂其“最后的章节”）依我看，哲学家们最好还
是停止对人工智能问题的争论，只消拭目以待科学究竟能不能如愿以偿地发明出会话机器即可。在当
前的学术文献中，哲学扮演着两个主要角色：其一，判定如上人造机器能否具有意识；其二，预测此
种机器会不会成为可能。倘若我们对第二个问题采取的是静观其变的观望态度，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人们真的发明出了对话机器，那么人们大概就不会再为它们是否仅在模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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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争得面红耳赤了，就像现在我们已不再关心便携式计算器是不是只不过模仿计算过程那样。便携式
计算器计算起来“胜任愉快”，对话机器亦将“自如”地侃侃而谈。话筒的另一端或许未必系着一个
人，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表明对话是该机器唯一的使命，因此，若想在人与机器间分个高下，只
需要明确后者是否能够胜任人类其他一切的职责。也许有人很不以为然：计算机如今能模拟许多杂七
杂八的小事情，譬如下象棋、数字运算，没准儿哪天还能写小说、讲笑话呢⋯⋯但是，尽管它惟妙惟
肖地模拟了人脑的这项或那项功能，实际上却与大脑相去甚远。然而，一旦其所有的功能都被剥离出
去，大脑又还剩下些什么呢？会比一把座位、椅腿和靠背都被拿走了的椅子剩下的更多吗？第四章 肉
体与灵魂（大卫·查尔默斯“新二元论”，当笛卡尔搜寻幽灵时，我们应当去寻找僵尸丹尼尔·丹尼
特，认为人类意识一点儿也不神秘——它不过是个技术问题，应该能够运用认知科学加以解决）刺激
人的神经组织，便能产生像意识状态这般奇异之物，这就好比阿拉丁一擦神灯，巨灵神就闪现出来一
样魔幻。——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第五章 认识的问题形态各异的怀疑主义——从马克
思主义到柏拉图的洞穴论——所陈述的困境便是，它潜藏于不易觉察之地。哪怕是成了试管居民，或
者沦为笛卡尔笔下那恶魔的玩物，我们仍将固守现有的一切信念。如此窘困之境，若确有其事，不会
是与之“同步”的真理，正因此诺齐克才说，纵使我们对它们但信不疑，也不可能洞彻其理。单从定
义上看，它们并不容许人们采取任一方式纠正任何虚妄之念。但是，即便那些我们可标榜自己已谙熟
于心的真理，也总与我们弱水相隔，因为在人类与事实真相之间穿针引线、赋予我们知识的，恰恰是
更多的事实。只要人类与之相连的真理仍外在于我们，建立此种连接的事实也依然无法内化，虽则人
们可能间或一瞥其中离我们最近的细枝末节。对确定性的渴求，对1787年康德所称之耻辱——即我们
周围世界的存在，最终必须全凭信仰为我们所接受——做出回应的渴求，都不过是黄粱一梦。幸好有
戈德曼及其追随者，我们才可以满怀信心地畅谈自己是如何获知认识的。然则认识的基础一直外在于
我们，正像认识的对象那样——换句话说，它处于物质世界的推移过程中，而非康德所愿潜藏于人类
自身内部。值得一问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才可以从内部保证其确定性呢？只有认识的对象为人类的想
象力所创造，换言之，只有当外部环境本身被引入人类的内心世界时，我们才能够得偿所愿。对确定
性的想望与变成笛卡尔的所谓恶魔堪以比肩。第六章 意义的问题解悟我的话言话语之前，我何以晓得
自己的言下之意呢？——爱·摩·福斯特（E.M.Forster）我们哲学家常常在抵牾丛生的立场间无从抉
择，但我们很少把这些思想斗争公之于众。我们只是兀自沉溺其中，直至自己“孤注一掷”于某一种
观点；印刷品呈现的其实是我们左思右想的结果，而非饱受折磨之历程。——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倘若我们的信念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那么它们就决非人类心灵的专属领地。我们
对自己所述概念的内涵并没有最终发言权，因为这一特权取决于概念得以形成的前因后果。如若不然
，人类便是生活在一个语义狂想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自圆其说，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说辞根本一
无是处。第七章 固有之理念（勒奈·笛卡尔、哥特弗莱德·莱布尼茨、巴鲁克·斯宾诺莎 理性主义
者约翰·洛克则认为人出生之时白纸一张诺姆·乔姆斯基的《Verbal Behaviour》反驳以斯金纳的行为
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根柢）新语言学起初辨别了地球上所有语言所共有的抽象语法特点。乔
姆斯基本人主张，诸如此类的通用语言均系共同的遗传基因所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相同的语法
结构乃出自相同的文化传承。假如当今所有的民族全部起源于同一支小群落，那么所有的语言也极有
可能系同一种史前语衍生而来。纵使语言早已焕然一新，不同的分支间已经无法疏通彼此，某些普遍
的特征依然得以存留。即便如此，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人类——比如被父母盛怒之下关在阁楼里的双
胞胎——亦展示出独自创造语言的能力。鉴于通常在儿童培养中人们给予的刺激因素都相当有限，后
天论者实在难以厘清语言的学习过程。刺激物的完全缺失似乎恰好迎合了乔姆斯基需要解答的论题。
第八章 思维的语言说不出来的东西就是说不出来的，就是想要轻哼出来也办不到。——弗兰克·拉姆
齐（Frank Ramsey）如果词语真的带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词语扔开而只留下意义？——路德维
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如果思维要依赖于词语，那我们如何创造新词？一个孩子该从
哪里开始学习一个新词？又怎么可能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新语言？——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第十章 认识的极限（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理解能力受到了自身所在的第二重世界的局限康德认
为这些局限来自我们的想象力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局限存在于定义了这些界限的语言自身当中柯林·
麦克金认为疑问分为两种：问题和神秘事物）麦克金认为：我们之所在哲学上取得的进步如此之少，
“原因和我们在不靠任何协助的飞行方面取得进步如此之少完全一样——那就是我们缺乏这个领域的
获得能力。我们在自己的认知技能上就像在自己的运动技能上一样有着不足——尽管在这两方面，我
们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也能感受到由此而来的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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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哲学显然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
天才诺瓦利斯（1771—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
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哲学不能烤出面包；但她带来
神、自由和不朽。”诺瓦利斯认为：“哲学的肉体就是灵魂，哲学的灵魂就是精神，精神是一种纯粹
的作用。精神是灵魂之灵魂。”“真正的哲学体系必然是自由和无限，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无系统性
，尽管它被纳入某个体系。只有这样一个体系才能避免体系的错误，并且既不认为是不公正的，也不
被认为是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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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哲学》的笔记-第190页

        有的人也许会一直梗着脖子争辩自己十五年来不给妻子买结婚纪念日礼物不是存心的。但是最终
不管他怎么争辩，他的妻子必然会认为他的丈夫是因为不在乎才这么做的。

最终，行动成为意图唯一可靠的检测方法，如果没有行动，那么意图很可能是一场欺骗。

丈夫的愧疚或许是真诚的，但是他对自己缺乏行动的意图也开始疑惑起来，他想，也许她对我的意义
比我想象的要小。
至少，他缺乏德行必须的道德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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