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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在年幼的时候，大多会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惊奇，这种惊奇催生了一连串不
停的刨根究底的追问，这些追问往往是我们自诩为更智慧的大人们不耐烦回答或者其实无法回答的，
因为它们来自未受俗世尘烟浸染的最干净的眼睛和心灵，所以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这些问题往往
直抵本质，恰恰揭示了世界和人生本来的样子！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哲学就像人生之初一样，来自于人类对世界止不住的惊奇，因此与
其说它是智慧的结晶，毋庸说是对智慧的永恒追求。
在词源上，“哲学”也正是“爱智慧”的意思。
爱智慧，而不是已经实际拥有了智慧，正是这一点，却恰恰决定了哲学成为智慧之学。
就像苏格拉底所宣称的：我之所以智慧，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很无知。
在这里，承认自己无知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谦虚，承认自己学而有涯、学有不逮，等等，而是揭示了
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生存状况，那就是关于“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宇宙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这些关涉人生意义和本质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人们苦苦追寻，
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在今天大部分成年人的世界里，这些问题通常销声匿迹了，取代它们的是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困扰。
形形色色的生计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是成年人思考和探询的主题。
然而事实是，无论我们否认还是逃避，哲学问题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和选择。
我们对人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乃至日常的行为处世等等，都是在自己的一
套观念系统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套观念系统的来源可能非常复杂，有从小的家庭教育，学校老师的教
导，朋友、同事的影响以及个人特殊的成长经历等等，无论任何一套观念系统，都包含着对许多哲学
问题的反思和解答，比如“人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财富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善
、美”，“人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感觉可靠吗”，“人的思维能够认识世界吗”等等。
有些人觉得哲学离我们很遥远，而且老是提出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让人自寻烦恼，但其实哲学问题始
终隐身于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对自己已经接受的观念太过于熟悉了，以至于想当然地觉得一切理当
如此、不得不如此、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不是生活中突然出现什么大的变故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契机，一般人是很少主动用哲学的方式思考
问题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熟知非真知”，哲学就是对人们熟知而非真知的问题的反复思考。
与成年人的世界相反，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所以孩子们往往能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思考世界上的大
问题；与成年人在消费世界、世俗世界中寻找安慰奶嘴的做法相反，孩子们往往是直面人生的，他们
的追问比我们更直接、更勇敢、更纯粹，因此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孩子们往往比大人更接近哲学
，更有智慧。
　　夜阑人静时刻抚心自问，惊悚于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无常，追问自己一生何为，意欲何为，几乎
是每一个人曾有过的经历。
所以，不管我们是逃匿还是嘲笑哲学思考，那些最古老的哲学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宿命
。
　　这是一套自称“愚蠢的哲学家”写给聪明的孩子看的哲学书。
作者以简单无滞涩的文字，用一个个小故事、小问题，让那些历史上最爱思考的心灵和孩子们一起探
究、追问，一起步入智慧的殿堂，其中既有思考方式的点拨，更有人生态度的铺垫；既有灵犀点通时
的拈花微笑，更有满怀赤子之心对人生问题的严肃思考。
这是一套写给那些好奇且求真的大小朋友们的不俗的哲学入门书！
　　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就是永恒思考，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套书里，我们读到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对一个又一个孩子气十足的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甚至很
多问题到今天都没有答案，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是对那些我们已经熟知而非真知的观念
的颠覆，启示着我们生活可以有另一个角度、另一个高度，因此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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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再固执己见的时候，宽容和包容变得如此顺理成章！
　　对那些对事物喜欢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大朋友来说，夜深人静时刻的捧读，相信会帮助你从那些似
是而非的观念和繁琐绕身的杂事中抽身而出，让身心澄静下来，尝试着心如稚子般审视生活，也许会
有一份平实而安宁的意外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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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当然知道，宗教就是信神。
然后你也许要问：“不教哲学家既然研究宗教，那他们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有没有神？
究竟什么是神？
如果没有神，信宗教的人去信一个没有的东西，不是太傻了吗？
听说牛顿和爱因斯坦还有别的一些大科学家也信神，他们怎么会那样傻呢？
”对于你来说，追问这些问题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但是这些真的是一些很重要的宗教哲学命题呢，而
且历史上那些拥有聪明大脑的哲学家们曾经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你呢，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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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光沪，1950年出生。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何光沪自选集》、《天人之际》、《月映万川》、《百
川归海》等；译有《宗教哲学》、《20世纪宗教思想》、《全球伦理》、《现代基督教思想》、《系
统神学》、《基督教神学原理》等；编有《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蒂里希选集》、《大学精神
档案》、《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与世界”丛书、“宗教学译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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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 引起问题的问题1.忧什么？
怕什么？
2.答案？
 3.“证明”？
 4.“论证”？
 5.打赌？
道德？
6.全能？
全善？
7.天灾？
人祸？
8.有没有园丁？
9.永远有理？
10.游击队员说得对吗？
11.死时方能证实？
12.为什么不可能有“前世”和“来生”？
13.事实还是象征？
14.“上帝存在”也是象征吗？
15.“无心插柳柳成荫”？
16.什么是奇迹？
17.世界就是奇迹？
18.宗教与迷信有何区别？
 19.信仰的根据何在？
20.自由还是宿命？
21.你是谁？
22.结束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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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引起问题的问题　　有一部德国电影叫《英俊少年》，不知你看过没有。
我看过很久了，总还想再看一遍，因为我很想重温那颗少年的心——纯净少年的心，它能温暖长满青
苔的石头，能融化最大的冰山！
　　电影里有一首歌，你即使不会唱，也听过吧？
我非常喜欢，我那正值少年的女儿也很爱唱：　　小小少年　　没有烦恼，　　目艮望世界　　乐陶
陶！
　　小小少年　　在长高，　　随着他的时间飞跑，　　他的烦恼　　增加了！
　　奇怪，小时候望着世界，“乐陶陶”；长大了望着的，还是这个世界，怎么就添了“烦恼”呢？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小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懂，懂得越多，烦恼越多。
　　所以大人总有很多烦恼，所以有人说“我不愿意长大”，所以宋朝大词人辛弃疾写道：　　少年
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你恐怕会皱眉头反对这首著名的词：“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
难怪你们大人不理解我们！
”对！
我也反对这首词的第一句话。
而且，我还怀疑最后一句话：辛弃疾说“天凉好个秋”，是想回避“愁”，也就是“烦恼”的问题，
可是，烦恼能回避得了吗？
烦恼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正如快乐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一样。
我们的生活少不了欢乐，也少不了忧愁。
谁能逃脱烦恼呢？
谁能免除忧伤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嗨，你看那个小姑娘，成天嘻嘻哈哈，绝对是无忧无虑的！
”可是，假如她心里有烦恼，别人是否都知道？
假如她枕边有泪痕，别人是否都看到？
别人能否一天24小时，一小时3600秒不停地观察她？
就算观察到很多现象，那些现象是否都表现了她的内心？
毕竟，正如美国诗人朗费罗(H.Longfellow)所说：“事物的真相与外表不同！
”(Thingsarenotwhattheyseem！
)　　烦恼或忧愁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得低分啦，挨老师批评啦，朋友间闹别扭啦，父母又吵架啦⋯⋯
原因形形色色、无穷无尽！
另外还有一些，可以说是“无名的忧愁”、“无端的恐惧”：好像没出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忧的理由
、惧的对象，但就是不痛快，会让人坐在桌旁不安心写作业，躺在床上不立即入梦乡⋯⋯这是什么道
理呢？
　　这就是引起宗教哲学问题的问题。
因为有好多思想家认真地思索了这个问题，思索了如何摆脱烦恼(或接受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同人
的信仰有关系，信仰又同宗教有关系。
所以，又有好多哲学家为了解释信仰的意思或说明宗教的本质，就去研究宗教，研究的结果叫做宗教
哲学。
　　宗教哲学不是宗教，就像科学哲学不是科学，艺术哲学不是艺术一样。
它是一种哲学，是研究宗教的哲学。
因为哲学的出发点是理性，宗教的出发点是信仰，所以宗教哲学看宗教，有点像站在庐山外看庐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需要走出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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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所以也需要走进去看一看。
毕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岂不是天造地设的胜境吗？
　　1忧什么？
怕什么？
　　要回答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烦恼或忧惧都是为什么，那当然答不完，也没有意思。
比如说，这次是为挨批评而烦恼，那次是为要考试而忧愁，还有一次是害怕爸妈又吵架。
每一次都说对了，但却没有用。
千千万万的人想要的是“摆脱烦恼”，还有些人不但想自己摆脱烦恼，还想要大家都摆脱烦恼。
　　释迦牟尼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也许听说过他，他是古印度的一个王子。
因为想要大家都摆脱烦恼(他称之为“苦”)，他苦修了好多年却想不出办法，后来又到一棵树下坐着
沉思了好多天，想出了一套道理。
相信他这套道理的人被称为佛教徒，他则被称为“佛陀”。
“佛陀”本是觉悟者的意思，后来被神化成了无所不能的“如来佛”。
佛教讲的摆脱烦恼的方法，是要看清楚世间万物的“空”，所谓“空”不是说世间万物不存在，而是
说万物都依赖一定的条件才存在(即“因缘和合”)，当然，条件一变化，它们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就不必过于执著和操心，也就不必烦恼或忧惧了。
　　也许你还听说过基督教的《圣经》，那里面的《传道书》也有类似说法：“凡事都是虚空，”劳
碌是虚空，享乐是虚空，富有也是虚空⋯⋯那意思也不是说世上的事物不存在，而是说它们都不是永
恒存在的，都没有最终的意义。
　　你可能觉得，光说虚空太消极了。
确实，光说虚空是很消极的。
不过，佛教叫人要慈悲，基督教叫人要仁爱，这些却并不消极。
前面提到的《传道书》还说：“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　　你可能会说：“考试啦、批评啦、吵架啦，这些事情还是挺实在的，就算它们会过去，可我现
在还是烦恼，还是害怕呀。
害怕得坏分数，害怕在班上丢脸，害怕吵架的紧张气氛。
何况，前面也说了，有时候没有这些事，人也会不高兴，忧什么？
怕什么？
说也说不清！
”　　有的哲学家总结说：人的忧惧万万千，归根到底只是一怕——怕“虚无”。
什么是“虚无”？
“虚无”就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怕得坏分数，就是怕“没有”了好分数；怕丢脸，就是怕“没有”了别人的尊重；怕紧张气氛，就是
怕“没有”了轻松的气氛，等等。
有时候，什么事也没有，人也会怕“没有”——“没有意思”，或者“没有意义”。
有时候，人还会怕“没有”了自己！
　　记得我小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想：人人都会死，这真可怕。
我先是想到自己躺在棺材里，多黑暗、多憋闷，又永远没有人来打开，太可怕了！
后来一想，死了怎么会感觉黑暗或憋闷呢？
既然死了，就已经没有“我”去感觉了呀！
啊！
世上会“没有”了“我”，想到这里，真正的害怕几乎淹没了我！
我赶紧睁开眼看周围，竭力不去想这件事。
这样就发现自己还活着，觉得真好！
　　确实，真正可怕的事情，是虚无。
而世上的一切，包括太阳、地球和我们自己，都是会归于虚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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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如果只有这一面，人生就只有忧惧而没有了快乐，甚至没有了平静。
然而，我们又明明看见，我们自己也体会到，生活中不但有平静，也有快乐的时候。
那么，人又是靠什么战胜忧惧，正常地、甚至勇敢地生活的呢？
　　2答案？
　　至少有一些人靠的是信仰，他们相信不论世界怎样变化，总有某些东西是美好的，虽然自己终归
会死去，却总可以做某些有意义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人的信仰是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正是宗教哲学要研究的东西。
　　你当然知道，宗教就是信神。
然后你也许要问：“宗教哲学家既然研究宗教，那他们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有没有神？
究竟什么是神？
如果没有神，信宗教的人竟去信一个没有的东西，不是太傻了吗？
听说牛顿和爱因斯坦还有别的一些大科学家也信神，他们怎么会那样傻呢？
”　　哈，真厉害！
问题成串，不简单！
我们不要急，一个一个地说吧。
　　答案也不简单。
我们简单说吧：有些宗教哲学家说有神，有些宗教哲学家说没有神。
但宗教哲学家不像一般的人只管信或不信，他不论是说有还是说没有，都得说出一番道理来服人。
前一派说的道理叫有神论，后一派说的道理叫无神论。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有神论，也有很多无神论，这一点你大概知道。
但是总的说来有神论比无神论多，这一点你就不一定知道了。
　　你也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些宗教哲学家既反对无神论又反对有神论，其中有一派的理由是：人没
法知道这种事情。
另一派的理由是：“神”或“上帝”这个词的意思不清楚、没意思。
前一派被人叫做不可知论者，后一派被人叫做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理由同你在前边问的“什么是
神”有关系(你问“什么是神”就是想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边一节再谈。
　　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宗教哲学家既赞成无神论又赞成有神论！
他们赞成无神论的理由是这样的：很多宗教徒相信的神，实际上都是一种比人本事大得多的人，不管
叫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叫观世音、如来佛，还是叫真主、上帝都一样；可是一个人本事再大，
也是世上的一种事物，而任何事物都要有来源；既然“神”或“上帝”的意思是指一切事物的来源，
那么，本事再大的人也都不能叫做“神”或“上帝”了。
无神论的意思是说：世上没有那种本事极大的人或事物，所以它说得对。
你如果喜欢看科幻书，也许会动脑筋来反驳这些宗教哲学家：“咦，有人说外星人就比人的本事大得
多，你怎么能断定世上没有本事极大的人或事物呢？
”那些宗教哲学家会回答你：“即使有那种人或事物，他或它也是世上的事物之一，不是整个世界的
来源，所以你可以称之为外星人或别的什么，但不能称之为神或上帝。
”　　那么这些哲学家又有什么理由赞成有神论呢？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既然世界总得有个来源，就像树总有根，河总有源一样(根就是“本”的意思，
所以叫“本源”更好。
哲学上通常称之为“本原”)，那么，如果把世界本原称为神或上帝，那就得说有神或有上帝了。
当然，这种说法必须加一些限制，一是因为只有世间的事物才谈得上“有”或“没有”，世界本原既
然不是世间的任何事物，所以严格地说不能叫“有”，说它“有”只是比喻。
之所以可以勉强地说它“有”，是因为一切事物都靠本原才会“有”。
第二条限制是：如果一些人不愿把世界本原叫做神或上帝，那就不能说有神或有上帝了。
所以有人说：“上帝有许多名字，”比如中国的老子、庄子说世界本原是“道”，儒家说世界本原是
“天”等等。
称之为“上帝”，只不过表示对这本原特别尊重，表示为自己存在、为世界存在而对这本原有感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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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很多人对“道”、对“天”也有这种尊重和感激之心，而且，在中国最古的文字
即甲骨文里，“天”本来也是被叫做“上帝”的，从中国最古的书即《书经》、《诗经》来看，中国
人本来也是信上帝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加拿大访问时，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告诉我，她五岁的女儿同她去过一次教堂
后就问她：“牧师说上帝创造世界，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
”她问我：“那些宗教哲学家怎样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
”　　现在你知道了这类宗教哲学家的观点，你可以猜出他们的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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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就是永恒思考，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信仰之问》自称“愚蠢的哲学家”写给聪明的孩子看的哲学书。
作者以简单无滞涩的文字，用一个个小故事、小问题，让那些历史上最爱思考的心灵和孩子们一起探
究、追问，一起步入智慧的殿堂，其中既有思考方式的点拨，更有人生态度的铺垫；既有灵犀点通时
的拈花微笑，更有满怀赤子之心对人生问题的严肃思考。
这是一套写给那些好奇且求真的大小朋友们的不俗的哲学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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