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在的勇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存在的勇气>>

13位ISBN编号：9787221002358

10位ISBN编号：7221002355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者：P.蒂利希

页数：123

译者：唐蓓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在的勇气>>

前言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美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原籍德国。
191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军随军牧师。
战后在柏林、马堡、莱比锡、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等大学讲授神学和哲学。
1933年因受法西斯迫害移居美国，曾先后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
1965年病逝。
蒂利希著述甚丰。
除主要著作《系统神学》之外，还有《存在的勇气》、《圣经宗教和对最终实在的探索》、《爱、权
力和正义》、《新的存在》、《信仰的动力》、《文化神学》、《永恒的现在》等。
蒂利希的哲学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不同哲学的混杂物。
在他的著作中。
可以找到历史上各种不同思想的影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
和阿奎那的神学、斯宾诺莎关于自我肯定的思想、谢林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
尼采的权力意志、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思想，特别是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等，但总的看来
，蒂利希哲学思想的基调是基督教新教与存在主义的结合。
《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
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人类的处境；通
过对“勇气”的深入开掘，可以把“存在一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
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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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勇气？
概言之，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
《存在的勇气》成书于1952年，是一本专论勇气的著作。
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勇气”来作他的论题，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能够突出地揭示出入类的处境；通
过对“勇气”的深入开掘，可以把“存在－本身”（being-itself）的结构加以敞开，但这样一种勇气，
正如作者所说，已经超出了伦理学的范畴而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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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P.蒂利希 译者：成穷 王作虹保罗·蒂利希（1886-1965）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当
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
其哲学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不同哲学的综合，但总的基调是基督教新教与存在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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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者序第一章 存在和勇气第一节 勇气和坚毅：从柏拉图到阿奎那第二节 勇气和智慧：斯多亚学派
第三节 勇气和自我肯定：斯宾诺莎第四节 勇气和生命：尼采第二章 存在、非存在和焦虑第一节 焦虑
的本体论第二节 焦虑的类型第三节 焦虑的历史分期第三章 病理性焦虑、生命力和勇气第一节 病理性
焦虑的性质第二节 焦虑、宗教和医学第三节 生命力和勇气第四章 勇气和参与(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
第一节 存在、个性化和参与第二节 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的集体主义和半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第三
节 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的新集体主义表现形式第四节 民主顺从主义中的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第
五章 勇气和个性化(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第一节 近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第二
节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第三节 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存在主
义诸形式第四节 当代存在主义和绝望的勇气第六章 勇气和超越(接受“被接受”这一事实的勇气)第一
节 作为存在的勇气的源泉的存在之力第二节 作为理解存在一本身的钥匙的存在的勇气索引附记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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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种与智慧的勇气相冲突的便是欲望和恐惧。
斯多亚派提出了一种深刻的焦虑理论，这种理论也使我们想起新近的分析。
他们发现，恐惧的对象就是恐惧本身。
塞内加说：“畏惧之外无所畏。
”而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说：“因为可怕之物并不是死亡和苦难，而是对死亡和苦难的畏惧。
”我们的焦虑替所有的人和物戴上了可怕的面罩。
如果我们揭下这些面罩，那么，这些人和物的本相就显露出来，它们给人的畏惧也就消失了。
甚至对于死亡也是如此。
既然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要被夺走一部分——既然我们每一天都处于死亡之中，终止我们生存的最后
那一刻本身并未带来死亡；它仅仅完成了死亡的过程。
与这最终时刻相联系的恐怖只是一种起于想象的东西。
当把我们投射给死亡的恐怖面罩摘掉后，恐怖也就消失了。
那制造了面罩并将其戴在人和物之上的，是不受我们控制的欲望。
塞内加预示了后来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学说，不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内容要比前者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区分了两类欲望，一类是受限制的自然欲望，另一类起于错误的意见，是不受限制的。
其实，这类欲望并非不受限制。
在其正常的性质上，它要受客观需要的限制，因而是一种可以得到满足的欲望。
但人的有歪曲变形能力的想象能超越客观的需要（“一旦迷途，你的漫游就失去限制”）与任何可能
的满足。
正是这种想象而不是欲望本身，才产生了一种“不理智的死亡倾向”。
不顾欲望与焦虑而对人的本质存在肯定，就在创造快乐。
受塞内加的激励，卢西留斯（Lucillus）把“学会怎样感受快乐”作为他的课题。
他所指的快乐不是那种因欲望满足而产生的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是一种“严肃的东西”；他指的是
一种心灵的幸福，这种幸福是“超越任何处境的”。
快乐伴随着对我们本质性存在的自我肯定而不顾来自我们内部各种偶然因素的阻碍约束。
快乐是那种肯定人自己真正存在的勇气的情绪表现。
这种勇气和快乐的结合，使勇气的本体论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只是从伦理学角度去解释勇气，则它与具有自我实现性质的快乐之间的关系就蔽而不明了。
在对人的本质性存在作自我肯定的本体论行为中，勇气与快乐正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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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存在的勇气》中，作者以勇气的名义探讨和力图解决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消除这一历史的重大课题
，并对与其相关的个体本身、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分裂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突出地
揭示了当代社会人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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