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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雅塔下竞博雅，　　未名湖畔甘未名。
　　人生意义归何处，　　尽在倾心笑谈中。
　　——李醒民：《一塔湖图》　　今天是五一节。
窗外，旅游人潮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涌动，甚至满世界跑跑颠颠。
窗内，我正襟危坐在电脑旁，静心撰写这篇“自序”。
记得北京电视台7频道有一个节目，叫什么《7日》吧。
其广告词曰：“生活就是一个7日，接着又一个7日”。
作为一位学人，伴随7日的周而复始，我的生活节奏就是一本书接着又一本书——或读书，或译书，
或写书。
不是我不喜欢旅游，而是我讨厌凑热闹。
时间在我手头，可以由我自由支配的，何必一窝蜂地随大溜呢。
不用说，这是善于谢绝和敢于拒绝的收获，当然是以失去相当多的浮名和实利为代价的。
但是，我心甘情愿，毕竟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才是最宝贵的。
　　前不久，我按预定计划，准时向高等教育出版社交付了《科学的文化意蕴》书稿。
责任编辑看后十分满意，在晤面时祝愿我接着顺利完成第二部书稿《科学论：科学的三维形象》——
我在前一本书的“自序”中曾经和盘托出我的初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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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三编为结构框架，详细描述西方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0
世纪产生、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
本教材以哲学问题为线索，以“哲学是哲学史”、“哲学是问题史”为指导思想，意在通过哲学家们
对于哲学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引导学生通过了解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而进入哲学
运思之路。
本教材的对象是大学哲学院系哲学专业本科生，亦可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广大哲学爱好者学习西
方哲学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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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德国哲学等。
曾荣获北京市第一届教学名师奖、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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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
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
的出路呢？
简言之，原因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
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
矛盾，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
因为他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
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
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
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
这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对人类来说性命攸关。
所以，哲学问题大多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又不得不追问的难题。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例如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有关的问题。
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
的，例如认识论的问题、逻辑学的问题、伦理学的问题、美学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政治哲学的
问题等等就是如此。
不过，虽然这些问题不像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
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难以获得终极的答案。
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
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
解的难题。
哲学问题不仅有历史性，而且有时代的特点。
一方面就哲学这门学科而论，有一些一般性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必然会关注的，例如哲学
的性质、方法和它的各个部门的主要问题等等，尽管他们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甚至有时这些问题还会发生形态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因而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言
，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具有特殊性的哲学问题。
例如晚期希腊哲学以伦理学为主要问题，中世纪经院哲学以调和理性与信仰为主要的哲学问题，而18
世纪法国哲学最关注的是启蒙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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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西方哲学史》原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承担的普通高等院校“九五”国家重点教材
。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直到今天才编写完成，出版面世。
按照本书原来的设想，为了给教师讲课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准备为本科西方哲学史课程编写一部比
较简明的教科书。
但是近年来，哲学系西方哲学史课程的设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为例，以往本科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讲授一学年，其中一学期从古希腊哲学讲到
近代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一学期讲授18世纪法国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
这几年，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哲学系都在进行与国际接轨的课程改革，西方哲学史课程首当其冲。
因为国外大学哲学系中一般没有通史的课程，主要是专题研究、原著研读和断代研究等等，所以我们
改革的指导方针是压缩西方哲学史课程，增加原著选修课，形成西方哲学系列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1997级本科生开始实施新的教学方案，通史课改为一学期的西方哲学导论，然
后以四个学期的时间开设哲学原著选修课，尽量“史论结合”，即以原著“串联”哲学史。
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编写教材的设想就不合适了。
如果教师讲得比较充分，教材可以简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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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史(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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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