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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已经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在它们之中再加上一部。
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
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这一目的就要求我们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
我还发觉这一点对于一般读者未必是很熟悉的那儿段时期，尤其必要。
经院哲学的大时代乃是十一世纪改革的产物，而这些改革又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的颓废腐化的反作用。
如果对于罗马灭亡与中古教权兴起之间的那几个世纪没有一些知识的话，就会难于理解十二、三世纪
知识界的气氛。
在处理这段时期时，正如处理其它时期一样，我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就造成哲学家们的时代而言，
以及哲学家们对于其形成也与有力焉的那些时代而言，一我认为是若想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时，有
必要加以叙述的一般历史。
　　这种观点的后果之一就是：它给予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往往并不就是他的哲学的优异性所应得的
地位。
例如，就我来说，我认为斯宾诺莎是比洛克更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影响却小得多；因此我处理他
就要比处理洛克简略得多。
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一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
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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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要使本书免于受到多于其所应得的严厉的批评（毫无疑问，严厉的批评是它所应得的）的话，作
一些辩解和说明就是必要的。
 　　向研究不同学派和个别哲学家们的专家们，应当说几句辩解的话。
对于我所论述的每一个哲学家，莱布尼兹可能例外，都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
然而，如果要写一部涉及广泛范围的著作，这种情况就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我们并不是不死的神仙，
则凡写这样书的人，其对于书中任何一部分所花费的时间，势必比一个集中精力于一个作者或一个短
时代的人所能花费的时间要少。
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
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
但是许多作者的合作是有其缺点的。
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末，为了把它
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
一个研究卢梭的学者在正确叙述其和柏拉图与普鲁塔克书中的斯巴达的关系方面可能有困难，一个研
究斯巴达的历史家未必就能先知般地意识到霍布斯、费希特和列宁。
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显示这样的关系，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进行广泛范围的考察才能完成。
 　　哲学史已经很多了，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部其目的与我为自己所定的完全相同。
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
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
制度信仰的原因。
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
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象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
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容许的范围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
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
人。
 　　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
如果没有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些知识，就没有人能够理解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如果不具备一些从
第五世纪到第十五世纪基督教发展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经院哲学。
因此，我简单扼要地叙述了在我看来对哲学思想最有影响的主要历史梗概；对于某些读者可能不很熟
习的历史，我还作了极为详尽的叙述——例如，在初期中世史方面。
但在这些历史性的篇章里，我已严格地摒除了任何看来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没有、或很少有关系的情节
。
 　　在象本书这样一部著作里，材料的选择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如果没有细节，则作品就会空洞而乏味；如果有细节，又有过分冗长令人难以忍受的危险。
我寻求了一个折衷办法，这就是只叙述那些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哲学家；关于他们所提到的则
是这样一些细节，即使其本身不具有基本重要性，却有着阐明或使描绘显得生动的性质，因而是有价
值的。
 　　哲学，从远古以来，就不仅是某些学派的问题，或少数学者之间的论争问题。
它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就是试图这样来考虑它的。
如果本书有任何贡献的话，它就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得来的。
 　　本书的问世，应归功于巴恩斯博士；它原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巴恩斯基金讲座撰写的，并曾部分
地在该处讲授过。
 　　正如在最近13年以来我的大多数著作一样，在研究工作和其他许多方面，我曾受到我的妻子巴特
雷西亚·罗素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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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素（1872—1970），当今时代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言人，是西方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见证人
。
作为哲学家，罗素的主要贡献在于数理逻辑方面，是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以此为基础的现代分析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代表作有《西方哲学史》、《神秘主义与逻辑》、《怀疑论》、《婚姻与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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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說万物是由水做成的。
这会使初学者戚到洩气的，因为初：学者总是力图——虽說也許并不是很艰苦地——对哲学怀抱一种
似乎为这門課程所应有的那种尊敬。
然而我們却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勒斯，尽管也許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当成一位近代意义上
的哲学家来推崇。
   伦理学对取治学的关系还提出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伦理問題。
假定正当的行为所应該追求的善就是整个集体的、或者最后是全人类的好处；那么这种社会的好处是
否就是个人所享受的好处的总合呢，还是它根本上乃是某种属于全体而并不属于部分的东西呢?我們可
以用人体做类比来說明这个問題。
快乐大部分是和身体的各个部分相結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們把它們认为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
我們可以享受一种愉快的气味夕但是我們知道单单有鼻子是不能享受到它的。
有些入主张在一个組織严密的集体里，也有許多优越性与此类似乃是属于全体的而不是属于任何部分
的。
如果他們是形而上学家，他們就可以象黑格尔一样地主張凡是好的性质都是宇宙整体的属性；但是他
們一般地总会补充說，把善归之于一个国家要比归之于一个个人更少錯誤些。
  这种双重忠诚所引起的大部分问题夕在哲学家们提出必要的学说之前早己在实践中获得了解决。
在达一过程中有两个很明显的阶段：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一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以圣安布洛斯达于顶点的一系列主教们的实践经验，为圣奧古斯丁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
　　⋯⋯书摘1    亚絕大多数的希腊城市里都流行着类似的情况。
    米利都正象伊奥尼亚其他的商业城市一样，在公元前七世紀和六世紀，在經济上与政治上有过重要
的发展。
最初政权属于占有土地的貴族，但是逐漸地被商人財Dg政治所代替。
后来又被僭主所代替，僭主（照例）是由民主党派的支持而获得权力的。
呂底亚王国位于希腊海岸城市的东部，但是直到尼尼微的陷落（公元前612年）为止，一直与这些城市
維持着友好的关系。
这使得呂底亚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对付西方，但是米利都通常总能够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和最
后一个呂底亚王克利索斯，克利索斯是公元前546年被居魯士所征服的。
米利都也和埃及有着重要的关系，埃及王是依靠着希腊的雇佣兵的，并且开放了一些城市对希腊貿易
。
希腊在埃及最早的殖民地，是米利都卫队所占据的一个要塞；但是公元前610—660年这段时期，希腊
在埃及最重要的殖民地是达弗尼。
耶利米和其他許多犹太逃亡者就在这里躲避过尼布甲尼撒大王（耶利米书，第43章第6节以下）；虽然
埃及毫无疑間地影响了希腊人，犹太人却并沒有，我們也不能設想耶利米对于怀疑的伊奥尼亚人除了
恐怖之外，还会感到什么別的。
    我們知道关于泰勒斯的年代最好的証据，就是他以預言一次日蝕而著名，根据天文学家的推算，这
次日蝕一定是发生在公元前585年。
其他现存的証据也都一致把他的活动大約放在这个时期．預言一次日蝕并不能証明他有什么特殊的天
才。
一米利都与呂底亚是联盟，而呂底亚又与巴比伦有文化上的关系；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經发现了日蝕
大約是每經十九年的周期就会出现一次。
他們能够大致完全成功地預言月蝕，但是在一个地方看得见的某次日蝕在别个地方却可以看不见的这
一事实却妨碍了他們对于日蝕的預霄。
因此，他們只能知道到在某一定的日期便值得人們去期待日蝕的出现，这或許便是泰勒斯所知道的全
部。
无論是泰勒斯还是巴比伦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周期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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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說泰勒斯曾經旅行过埃及，并且从这里給希腊人带来了几何学。
希腊人所知道的几何学大体上是凭經驗的，并沒有理由可以相信泰勒斯达到了象后来希腊人所发现的
那种演繹式的証明。
他似乎发现了怎样根据在陆地上的两点所做的观察去推算船在海上的距离，以及如何从一个金字塔影
子的长度去計算它的高度。
有許多其他的几何定理也都归之于他的名下，伹恐怕是归錯了的。
   他是希腊的七哲之一，七哲中每个人都特别以一句格言而聞名；传說他的格言是：“水是最好的”
。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記載，泰勒斯以为水是原质，其他一切都是由水造成的；泰勒斯又提出大地是浮
在水上的。
亚里士多德又提到，泰勒斯說过磁石体內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鈇移动：又說万物都充滿了神。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这种說法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假說，而且絕不是愚蠢的假說。
二十年以前，人們所接受的观点是：万物是由氫所构成的，水有三分之二是氫。
希腊人是勇于大胆假設的，但至少米利都学派却是准备从經驗上来考查这些假設的。
关于泰勒斯我們知道得太少了，因而不可能完全滿意地恢复他的学說，但是关于他的米利都学派的后
继者們，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設想他的后继者們的看法有些得自于泰勒斯，这是十分合理的。
他的科学和哲学都很粗糙，但却能激发思想与观察。
    关于他虽有許多传说，但是我并不以为人們所知道的多于我上面所提到这几件事实。
有几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1269a)所說的那个故事：“人們指責他的
貧困，认为这就說明了哲学是无用的。
据这个故事說，他由于精通天象，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就知道来年的橄欖要有一場大丰收；于是他以
他所有的一点錢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欖搾油器的押金，由于当时沒有人跟他爭价，他的租
价是很低的。
到了收获的时节，突然間需要許多搾油器，他就恣意地抬高价錢，于是赚了一大笔餞；这样他就向世
界証明了只要哲学家們願意，就很容易发財致富，但是他們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米利都派的第二个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比泰勒斯更有趣得多，他的年代不能确定，但是据說在公元
前646年他已經六十四岁了，并且我們有理由設想这种說法是多少近于真相的。
他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簡单的元质，但是那并不是泰勒斯所提出的水，或者是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
的实质。
它是无限的、永恒的而且无尽的，而且“它包围着一切世界”——因为他认为我們的世界只是許多世
界中的一个。
元质可以轉化为我們所熟悉的各式各样的实质，它們又都可以互相轉化。
关于这一点，他作出了一种重要的、极可注意的論述：    “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
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間的秩序，为它們彼此間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
    正义的观念——无是宇宙的、还是人間的——在希腊的宗教和哲学里所占的地位，对于一个近代人
来說并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理解的；的确我們的“正义”这个字很难表现出它的意义来，但是也很难找
出别的更好的宇来。
阿那克西曼德所表现的思想似乎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火、土和水应駭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每种原素（
被理解为是一种神）都永远在企图扩大自己的領土。
然而有一种必然性或者自然律永远地在校正着这种平衡：例如只要有了火，就会有灰烬，灰烬就是土
。
这种正义的观念——即不能黷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是一种最深刻的希腊信仰。
神祇正象人一样，也要服从正义。
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其本身是非人格的，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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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国版序言目前巳经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井不是要仅仅在它们之中再加上一部。
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粗成部分：它井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
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这一目的就要求我们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
我还发觉这一点对于一般读者未必是很熟悉的那几段时期，尤其必要。
经院哲学的大时代乃是十一世纪改革的产物，而这些改革又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的颓废腐化的反作用。
如果对于罗马灭亡与中古教权兴起之同的那几个世纪没有一些知谶的话，就会难于理解十二、三世纪
知融界的气氛。
在处理这段时期时，正如处理其他时期一样，我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就造成哲学家们的时代而雷，
以及哲学家们对于其形成也与有力焉的那些时代而言，一我认为是若想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时，有
必要加以叙述的一般历史。
    这种观点的后果之一就是：它耠予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往往井不就是他的哲学的优异性所应得的地
位。
例如，就我来说，我认为斯宾诺莎是比洛克更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影响却小得多；因此我处理他
就要比处理洛克简略得多。
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一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
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
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
是能比得上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的。
莱库格斯如果确有其人的话，就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了。
    企图包罗的时期既然是如此之广，就必须要有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
我读过一些标准的哲学史之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过分简短的叙述是不会给读者以什么有价值的
东西的；因此我就把那些我以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完全略过不提。
在我所讨论的人物中，我只提到看来是与他们的生平以及他们的祉会背景有关的东西；有时候，我甚
至于把某些本身无关重要的细节也记录F来，只要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一个人或者他的时代。
    最后，对研究我的庞大题材中的任何一部分的专家们，我还说几句辩解的话。
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此。
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此我知道得多。
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末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
围以外的东西了。
斯巴达对于卢梭的影响、柏拉图对于十三世纪以前基督教哲学的影响、奈斯脱流斯教派①对于阿拉伯
人以及从而对于阿奎那的影响、自从伦巴底诸城的兴起直到今天为止圣安布洛斯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
哲学的影响，这都是一些只有在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著作里才能处理的题材。
根据这些理由，我要求发现我对于自已题目中某些部分的知识显得不足的读者们鉴谅，如果不需要记
住"时间如飞车"的话，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本来是会此较充分的。
    本书得以问世要归功于巴恩斯(Albert C．Barnes)博士，原稿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恩斯基金讲座
而写的，其中有一部分曾讲授过。
  正如在最近十三年以来我的大部分工作一样，我的妻子巴特雷西亚·罗素在研究方面以及在许多其
他方面都曾大大地帮助过我。
                                                        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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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介绍了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以及近代哲学的发展史，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较好读本。
通过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内涵，并在批判中加以继承一些经典的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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