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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百科》是一本哲学的理论史，由哲学家本身及其重要的主张、概念的介绍贯串而成，同时
以彩色的图页做具体的呈现。
本书图文并陈的系统以两页为一个单位，左页是彩色的图像，右页则是详尽的文字解说。
独特的表诠方式，严谨的內容，使得《哲学百科》自
1991 年问世以来，已译为二十余种语言，全球销量高达 500,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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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哲学&rdquo;一词源自希腊文，意思是爱智慧。
同理，&ldquo;哲学家&rdquo;一词指的是智慧之友（phil&oacute;s为朋友，soph&iacute;a为智慧），其
特色在于对各种知识的追求。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便已追问过人类本身当中作为哲学起源的本能为何，他们的答案是惊奇。
　　&ldquo;因为惊奇，自古至今不断地引发了人类的哲学思考&hellip;&hellip;问题与惊奇让人觉得自
己无知&hellip;&hellip;为了脱离无知，他便开始做哲学思考&hellip;&hellip;&rdquo;（亚里士多德）　　
人类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经验世界的现状，他会诧异，会找原因：&ldquo;为什么事物会存在？
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
我们为什么而活？
&rdquo;　　这种无时无刻不在涌现的问题让日常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变得可疑。
我们突然明白，在我们累积了许多片段的个别知识后，整体的本质与内涵仍旧可能隐而不显。
　　推动哲学思考并让它始终向前发展的力量还有怀疑。
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力、传统的价值与社会的规范都可以置于它的批判之下。
　　有人认为哲学的另一个起源是人类意识到了自己是走向死亡的存有。
随时可能逼近的终点制止我们日复一日过着毫无疑问的生活，逼迫我们反躬自省，决定人生真正的要
务何在。
　　痛苦与死亡是临界经验，戳破了人生舒适安全的表面，抛出了它的意义何在又如何实现的问题。
　　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特征在于自然本能的消退。
这迫使他以理性的规定取代其他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但这同时表示他得到了主宰自我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存在者也必须不断对自己的存在与行为实践的基础做出理性的反省。
　　&ldquo;人类这种存在者想要的总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他的能力又总是超过他应该的范围。
&rdquo;（维克勒）　　哲学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哲学思考是每个对自己负责的人的根本作为。
因此，每种哲学都可以理解为康德定义下的启蒙：　　&ldquo;启蒙意味着一个人走出作茧自缚的蒙昧
，蒙昧意味着没有能力完全不依靠他人而独立自主地使用理性。
&rdquo;　　我们无法以一个明确的概念来掌握哲学究竟是什么，因为它的性格随其选择的前进的道路
而定。
因此，以下选录几个尝试性的描述：　　&ldquo;哲学的起点是人，一个想在其内在与外在世界的谜团
中寻找方向的人&hellip;&hellip;试图在世界的万花筒里辨认出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准绳。
&rdquo;（雷波勒）　　哲学可以界定为&ldquo;为世界赋予理性的有方法而锲而不舍的努力&rdquo;。
（霍克海默尔）　　&ldquo;以今日惯常的用法来看哲学，意思是指科学地处理与世界的认识及生命的
智慧有关的一般性问题。
&rdquo;（文德尔班）　　&ldquo;哲学家不能算是一个特定的行业，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可供他人师法
的有形理想，一个哲学家存在的方式便是追求成为自己。
这样的生成过程在哲学思考的广度里得到空间、可能性与彰显。
&rdquo;（雅斯贝斯）　　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柏拉图列举如下：真、善、美。
　　到了近代，康德所表述的问题如下：&middot;我可以知道什么？
（形而上学）&middot;我应该怎么做？
（道德）&middot;我可以希望什么？
（宗教）&middot;人是什么？
（人类学）　　最后一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其他的每一个问题。
与个别科学不同的是，哲学的目标不是实在界中圈定出来的一块领域（生物学：生命；化学：物质的
组成），而是一切的存有，旨在发现事物的本质与关联网络，并为人类发掘意义与价值。
　　单项科学从不可再后退的特殊预设出发，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尽最大可能追求无预设的立足点，
其方法与对象皆非现成，而是有待它自己重新决定。
人类认清自己与世界的哲学过程没有终点，在任何时代都是根本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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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问题与对象范围的不同，哲学也被划分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学科）。
人类学　　认识人类本性的尝试乃是哲学的基本课题之一。
人类的普世通性的探索，有助于人们自我反思并认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例如他与其他生
命体的差异如何），无论就个人的自我实现还是人性社会的建立而言，都和实践有关。
伦理学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何者为&ldquo;善&rdquo;。
善决定了一个人的处世态度与实践行为。
伦理学的目标是方法性地揭露公正的、理性的、有意义的行为实践与（群体）生活的根本基础为何。
伦理学的原理与论据不应诉求任何外在的权威与习俗，必须普遍有效而具理性说服力。
因此，它的位阶高于既有的道德规范，对它保有批判性的立场。
后设伦理学的课题是重新检讨伦理学命题的语言形式与功能。
美学　　美学处理美的普遍性质、美在艺术与自然中的表现方式以及对欣赏者产生的作用。
随着自我设定的不同，它可以纯粹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
除了艺术理论外，它还可能讨论审美判断的问题以及审美感受与经验的各种形式。
我们还可以在较现代的美学中看到资讯理论与语言分析的路线。
形而上学与存有学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由于它探寻的对象是存有物作为存有物的第一原理与本源，故
称为&ldquo;第一哲学&rdquo;。
它的主题范围是存有自身（存有学）、神性的存有（哲理神学）、灵魂（心理学）以及一切存有物的
总体脉络（宇宙论）。
逻辑学　　逻辑学倡导前后一致且井然有序的思考。
形式的古典逻辑，可细分为元素论（概念、判断、推理）与方法学（研究过程与证成过程）。
现代逻辑追求形式化与数理化的最大可能，所执行的逻辑演算可理解为符号系统加上一套运算规则。
此外，它也引进了多值的系统，即命题除了&ldquo;真/假&rdquo;之外可以有其他的真理值。
认识论及科学理论　　此乃关于知识之条件、本质与界限的理论，讨论的范围为认识的主体、对象与
内容之间的关系。
科学理论探讨个别科学的知识的预设与基础，其方法、原则、概念与目标均一一予以理清与批判。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探讨语言的形成、发展、意义与功能。
维特根斯坦所开启的语言分析成了今日的主流，它又分为两大旁支。
理想语言的系统尝试通过语言批判与形式化创造一个具高度逻辑精密性的语言，以满足精确科学的要
求。
反之，&ldquo;日常语言哲学&rdquo;则分析语言原始的、日常的应用与意义。
　　此外还有一系列跨科系的学科。
　　历史哲学尝试掌握与解读历史的本质、意义与过程，并透过历史性来了解人类。
　　宗教哲学询问宗教这种现象的本质并讨论它对人类与社会的功能，或予以批判。
　　自然的整体性诠释与说明为自然哲学的主题。
在历史上，它也包括了自然科学的研究。
　　法哲学探讨的问题是法律的基础为何，特别是成文法的定规是否有位阶更高的规准作为依据（如
自然法）。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讨论国家与社会的构造、功能与意义。
在此，人被视为社会性的存有者，其自我实现乃是在社会中完成。
特别是在当代，它也包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条件的批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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