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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言集：我与他》汇集了古今中外许多哲人有关人的本质、人生意义、人类社会的特性以至人
和人的关系、两性关系、种族和民族关系、友谊和暴动、爱和恨、家庭和教育等等问题的思考和论述
。
　　《哲言集：我与他》不仅辑录了古代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和一些宗教经典
的有关论述，而且辑录了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如康德、叔本华、卢梭、伏尔泰、蒲鲁乐、费希特、马尔
库塞等人的有关论述，特别是辑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诗人歌
德和席勒等人的有关言论。
　　《哲言集：我与他》根据主题内容的不同分为十四章，依次为：人、不合群的群体的本质、相互
交往的文化、你的兄弟在何处、在人看来，人是一头狼吗？
、创造和平、疏远和亲近、创造男人和女人、家庭、世代、劳动、业余时间，节日、众所难免－－死
亡、生活环境、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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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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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人小语:我与他>>

章节摘录

　　用一句简明的话来回答就是说：只有在划清界钱、在陌生人、在他人存在旁边我们才提高我们自
己的意识。
男人在妇女旁边体验到自己是男人，正如妇女在男人旁边体验到自己是妇女一样；算得上生活的幸福
和富裕需要——也就是基本的——在他人存在下的相互证实。
这不仅适用于性别之间，而且适用于不易预测的许多领域。
因此除了对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的恐惧之外，还有好奇心、对遥远和陌生事物的兴趣也属于作为人的
人。
现代文明一方面使与遥远和陌生的东西相会无限地容易，甚至不言而喻像以前任何时代所未能做到的
那样；另一方面它正因此使弄平区别的倾向变得十分强大；只是还在受雇的旅游工业中，妇女化装起
采跳舞和男子打鼓当作其实早已不再是的“土著人”，这是现代文明的佯谬之处。
都处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在睡眠或者半醒状态。
这层纱幕最先在意大利被揭开；一般地觉悟到要对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考察；同时
，主体性也强有力地突出出来：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认识自己是这样一种个体。
　　雅各布·布克哈特用上述著名语句描述了文艺复兴的重要过程。
然而远远地从原则上超越它的一般是西部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
不仅在远古的生活方式中而且在高度的文明中，集团与个人相比较原则上一直保持优先地位，尽管通
常理由和方式看来多么不同。
相反地只是在西方发现了个体，即这个找是最基本的现实。
对此相互合作的许多因素起了作用，犹太人的一神教、古希腊人的精神、罗马人的法律思想、中世纪
的城市发展连同它们的市民社会的前期形式、市场活萨和资本经济。
结果则是一个具有空前效果的进程，因为与之俱来的是发现世界是原则上可以控制的客体。
人摆脱了自然界的，至少是自然界被体验过的规则和联系的保护他为自己感到骄傲。
人们可以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把这赞美为解放或谴责为第二次原罪。
　　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唯一的应力关系——个体和集体、向前追求自由和向后追求失去了的
安全之间的应力关系，这种应力关系不可能最终地明确地解决。
从而人与他人关系中的深不可测的多义和矛盾在广泛的领域变得显而易见。
伊曼纽尔·康德谈到我们的“不合群的群体”，而叔本华用语言形象地描述冻得哆嗦的豪猪的情况：
它们为了取暖，试图接近和相互靠拢。
但是当它们这样做时，它们身上的剌使它们疼痛和流血。
于是它们寻求隔开的距离，尽管这是以寒冷为代价的，在此期间冻死的危险又开始相反的运动。
　　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有没有可以接受的平衡呢?我们必须担心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我们应
当做什么?人们能够共同生活而不至于经常面临深渊吗?　　一连串的问题，很可能甚至极为可能的是
我们将决不会找到最终的和明确的答案。
正因为我们不是与单义的事物打交道，而是与不可预见的多义的事物打交道，因此我们需要各种各样
的观点，应当倾听许多的、不同的、甚至矛盾韵意见，以便我们深思，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开头和结尾在我们应当和能够怎样和他人一起生活这个疑难问题上关键的是这一个问题——按照康
德的说法，一切其他问题都汇入到这个问题什么?　　自然为我们大家——希腊人和野蛮人都一样——
同等地创造了一切关系。
这可以正确认识考察一切人生来必须的事物。
这些事物以同样方式供一切人使用。
而在这一切事物中，野蛮人与我们并没有区别，希腊人也是如此。
我们大家毕竟都要通过嘴和鼻呼吸空气，我们大家毕竟都要甩手吃饭。
　　就是说正如我们大家是彼此不同的那样，没有其他东西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是多么相似、多么相同
。
但是如果习俗形成的扭曲、如果无意义的幻觉没有歪曲脆弱的心灵并转变它所一直向往的方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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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像所有人那样没有人会类似本人自己。
因此，有一个唯一的定义(如人们通常关于人所给予的定义那样)适用于大家。
这就足以证明，在类中不存在区别。
如果有区别的话，就不可能一个定义包含一切人。
因为理性一一我们独独通过理性超越动物，借助于理性我们通过猜想是有力量的；进行论证：驳斥，
阐述、作某些启迪和推断—肯定是共同的；在学识上有区别，在能够进行学习上是相同的。
因为一切人的感觉工具所抓住的是共同的东西，而推动感官的东西，也以同样的方式推动一切人的感
官；我以前说过的铭记在心灵中的令人关心的概念，以同样的方式铭记在一切人的心中，而精神的传
译者、演说在文字上有区别，而在意图上却是一致的。
在某个没有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部落没有这种精神，它要有一位领袖。
　　但是，人类的相似性不仅在真理中，而且在谬误中都是明显的。
因为大家都是被兴趣所征服。
即使兴趣是诱使去做丑事，那么它毕竟与一种自然财富有某种相似之处，就是说它通过轻松和舒适而
感到高兴。
于是从精神的谬误中获得所谓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人们从类似的无知中逃脱出来从而躲开了作为自然
解体的死亡，人们追求生活，因为它把我们集合在我们所诞生的地方，痛苦被列入最大的坏事，不只
因为它的严酷，主要因为随之而来毁灭本性；并且由于品　　德的光辉和荣誉之间的相似性，显得受
尊敬的事物令人感到幸福，而不光彩的事情受到鄙弃。
苦恼、欢乐、欲望和恐惧以同样方式贯穿一切人的感官，如果一个人被一种幻觉所控制而另一个人为
另一种幻觉所控制，那么崇拜狗和猫像崇拜上帝一样的人们就会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同样的迷信所折磨
。
另一方面，哪一个民族不爱好友谊，不爱好善良、不爱好值得感谢和想念善行的意识?哪一个民族拒绝
憎恨敖慢自负，恶行，残忍，忘恩负义?从这些事情可以认识到，整个人类内部在社会化，这一点是最
终的认识(人类需要哲学)，因为关于正义的生活的学说使人们更美好 。
　　在自然状态的人们中间不存在等级；它首先是通过民法引入的。
亚里斯多德虽然在他的关于政治学的第一本书中采用了这一原理：天生有一些人，即智者，或者如他
真想说的那样，哲学家(他自己就属于其中)规定成为统治者，而身体强壮、感觉迟钝的人规定成为服
从者，似乎主人和仆人不是通过普遍的同意，而是通过精神力量的不同产生的；然而理性和经验对此
进行了反驳。
一位明智的人怎么能想到，宁可受他人统治，而不是自己管理自己?只要在所谓的智者和身体强壮的人
之间发生暴力斗争，那么前者从不能或者极少能获得胜利。
因此，自然本身使人人平等，那么这种平等也必须得到承认。
即使假设自然不是平等地创造人，那么除了在乎等的条件下就不可能维持和平，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同
他人是平等的。
因此必须接受平等，而第九条自然法这样说：一切人生来就是彼此平等的。
触犯这一条法律的是骄傲。
　　我发现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
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规定的，存在于年龄、健康、体力和智慧
与心灵特点的区别。
另一种我称之为道德的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协议。
它是由人们的同意所规定或者至载入法律的。
这种不平等存在于种种不同的特权，即某些人享有导致损害他人的特权，例如比他人更富有，更有威
信，更有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要求他人服从。
　　人们不必询问：什么是自然的不平等的根源，因为回答可以在这个字的简单定义的表述中找到。
人们还更不必探索是否在这两种不平等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
因为换句话说这就是询问，命令者是否必然地比服从者更有价值，是否身体或者精神的力量、智慧或
者道德始终产生在同一些个人并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相适应。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人小语:我与他>>

这是一个在奴隶中间进行商谈(如果他们的主人倾听的话)或许有益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不适宜于寻求真理的、明智和自由的人。
　　所有人都相互生活在社会中，人人都负有同样的公正的义务、人人都是平等的；是否由此得出结
论：把爱和友谊置于优先地位是否是公正呢？
　　这要求说明。
　　我刚才设想了一种情况：一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我能够帮助他；现在我设想：同时有两个人呼
吁我帮助，我是否可以自由地、甚至必须首先帮助那个由于血缘联系，友谊，感激或者尊敬而更为亲
近的人，而冒让另一个人丧生的危险?是的。
为什么?因为在社会大众之中，对我们来说存在像个人那么多的私人社团，而我们根据社交本身的原则
，必须履行社团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条件，确切地说是根据处在我们四周的社团的亲近程度履行一切条
件。
因此，我们不得不比一切其他人优先照顾我们的父亲、母亲，孩子、朋友等等。
　　我不能对社会机器正常运转负责。
我不是钟表匠的儿子。
我看到：如果一个栎实和一个核桃并排落下，然后一方不是静止不动，以便为另一方让出地方，而是
两者遵循自己的规律，尽可能好地萌芽、生长和开花，直至最后一方把另一方遮盖起来并使之毁灭。
如果一种植物不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那它就要死亡。
人也是这样。
　　这是当前人类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视角：我们在驶向缠绕全世界的文明和看到有
可能成为后来20世纪的清醒的公民的同一时刻，第一次真切地目睹过去5万年各个时期人的生活方式的
例证广原始的渔猎者，向来以木铲向土地获取微薄收成的人们，居住在具有神权政治或者君主政体秩
序的城市里的人们，与外界隔绝并不与城市文明接触而一如千年前那样生活的农民，丧失古老的，多
层次文明、取而代之的是适应低层次的、粗野的无产阶级生存方式的新文明的各民族以及越过几千年
文明、以便没有过渡地跃入现代世界的各个民族。
新几内亚的一个土著居民把一批薯蓣称之为“一堆”，因为他不能计算出薯蓣的数目，与此同时，有
人在肯尼迪角当一艘阿波罗宇宙飞船必须改变方向以便进入月球的运行轨道时，计算到了秒。
在日本，有一个制造特殊礼器的陶器工人公会，它的成员根据古老习俗甚至到今天，在13个世代之后
，既不需要搅拌陶工旋盘，也不需要培育他们手工工艺的其他形式。
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的老妇人收集草药，并试图用喃喃的咒语来安抚恐惧的年轻孕妇，而另一地方则在
实验室中研究更好的避孕法，并为此目的分析繁殖过程的每一阶段。
野蛮部落的战士到20岁时要外出，并从他们500年来敌对的人民中获取一个献祭品——而与此同时，国
际研究小组则冷静一实际地　　检查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潜力。
整整5万年的人类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发生无所不包的事件的短暂时刻为我们提供了同时观察
它们一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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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　　圣经几乎在开头，就在叙述创世、原罪和逐出伊甸园之后，讲了一个凄惨的故事：“二
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一开始就包括受他人威胁，恐怖、可怕、兄弟残杀。
　　而同时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像人那样通常要依靠人。
任何小孩没有长年和可靠的照料就必定瘦弱。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饮食、衣着、住房，不仅在于保健，而且在于人的关注，没有生活在爱之中的安全
状态就不能产生信任，而信任又反过来成为关注世界和他人的基础。
　　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活着，对他人的依靠状态就仍然存在，只是在表面上有所变化。
而这一点又是不只在物质的必要性的意义上适用，而且在所谓多余的东西（这我们也许还更迫切需要
）的意义上适用。
一个眼色，一个微笑，一个温柔的动作，一句话，某人倾听我们讲话的时刻——不管什么，问题始终
决定性地在于这不引入注目的事情，它超越冷酷的“现金支付”，超越纯粹的必要性。
因为唯有在这种多余的“奢侈品”中我们才体会到真正的关怀，证实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准备的，而
不仅仅是作为客体或者可用于交流的职能载体。
　　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他人的证实顽固地得不到，那么什么东西会使我们绝望、进攻或者甚至——人
的一种特权——自杀?一句话：因为他人的另一种存在就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人的存在的条件。
小孩起先作为他人的你才自己体会到我。
这就是说像在人们亲爱地称呼他“宝宝——饿了，宝宝——吃饭”时那样。
成为人，意味着不仅意识发展了，而且自我意识，即同自己的关系发展了——顺便指出确实是肉体的
，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有一副躯体。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家——他们高傲地观察自己的一切思考和追求，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简言之：我们同他人共同生活在我们之间，带着混杂的感觉。
　　实际状况规定了“观点的交互性”，也就是说在交替关系中同时规定反转性。
在不同情况下“我们”、“我”被肯定、赞成和认可——但是自然也可以被提出疑问、怀疑，还可能
被反对，拒绝，蔑视。
人们认识这一点，对于同他人关系中的深不可测的矛盾就可理解了。
因为我们需要由他人证实这种“多余的东西”是生活的绝对必要的东西，因此“他人”也能够强有力
地危害，或许毁坏我们的自身存在。
自开端以来的可怕事情，仇恨外人。
谴责、迫害和毁灭，不管它在任何情况下在关系疏远的观察家看来显得多么愚蠢、多么“不合理”、
多么荒谬，它在作为人的人中有它的根源、它的基础。
恰恰在防止可怕事情的尝试中不允许有幻想，因为自我意识不言而喻决不是天赋的，而总是依赖于他
人的，因此对他人的恐惧只能以人的本身的代价来消除。
但是恐惧伺机转变成为进攻。
　　正如我们可以在小孩身上清楚地看到将决定长大成人时的许多东西那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也是
如此。
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流行的、即使不是普遍的生活形式：人们通过把动物变成标记、变成图象、装扮
成动物，在舞蹈中体现它，就使自己具有一种动物——熊、狮、鹰——的神奇力量，“成了”熊、狮
、鹰。
这种体现对于组成团体、对于发现一种“我们”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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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许多哲人有关人的本质、人生意义、人类社会的特性以至人和人的关系、两
性关系、种族和民族关系、友谊和暴动、爱和恨、家庭和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和记述。
其中许多言论至今仍然闪着智慧的光芒，非常值得广大读者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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