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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了这套“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
，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
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
是怎么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等等，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
　　从词源上说，哲学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即“爱智慧”，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真诚热爱、
忘我追求和批判性反省”，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
但我认为，国内先前的（也许包括当前的？
）哲学教育偏离这一传统甚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哲学知识的传授上，把哲学当作了某种知识
体系、某种命题系统、某种智慧形态，哲学教育变成了上课讲条条、听课记条条、考试背条条这一习
惯的周而复始，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造成了学生对哲学课的某种反感
甚至是厌烦，在一门号称“爱智慧”的学科中，他们却感受不到多少智慧的撞击以及由此撞击出的智
慧火花。
因此，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改革，我个人认为，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
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传授
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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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一本哲学通俗读物，也是一本很不错的哲学入门书。
它以问题为线索，探讨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和
宗教哲学这八个长期以来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本书尝试解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旦我做出自由的选择，我确实在自由地行动吗？
在现代，何以解释科学之惊人的进步？
在科学时代，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吗？
抛开艺术给予的快乐，我们所重视的艺术如何？
等等。
本书旨在赋予读者一种关于何谓“搞哲学”的意识，一种对于“搞哲学”何以能吸引人的评价，以及
激发读者进一步探讨他们所发现的那些令人兴奋的问题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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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里斯·霍奈尔（ChrisHorner），英国剑桥地区学院哲学教授，主要的兴趣领域是哲学伦理学、
政治哲学和美学。
最近致力于探究康德《判断力批判》对现代政治哲学家的影响。
他的主题丰富的文章主要相发表于《思想》和《尼采研究杂志》。
　　埃默里斯·韦斯科特（EmrysWestacott），美国阿尔弗烈德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的兴趣领域是伦理
学和认识论等。
他曾探讨闲谈的伦理意义，并在《国际应用哲学杂志》发表《闲谈伦理学》（2000）；关于认识论方
面，他曾在《哲学与社会批评》发表评论性文章《希拉里·普特南：文字与生活》，另有《认识的相
对性》、《对主义》发表于《因特网哲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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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艺术判断的实质  主观主义  艺术对象第8章  宗教哲学  何谓宗教？
  何谓宗教哲学？
  上帝的实质及存在  本体论论证  宇宙论论证  设计论证  苦难问题  宗教信仰可以是理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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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卡的赌注  威廉·詹姆斯的“信仰的意志”  上帝之死术语表推荐读物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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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而上学”这个术语是由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学生们在他逝
世后编辑他的著作时创造出来的。
在其最初的用法中，这个语词的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这是亚里士多德著作集的编辑者们为
他们置于名为物理学的著作之后的专著给出的题目。
但是，目前讨论的专著在一种哲学意义上也超出了物理学的范围，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涉及比物理学和
人类研究的大部分其他学科更为深刻的问题：关于这些其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假设的问题。
因此，“形而上学”逐渐意指解答有关实在本质的基本问题的哲学分支。
例如如下基本问题：　　事物显现给我们的方式与它们真正存在的方式之间有区别吗？
　　心理的或精神的实体最终依赖于物质世界呢，还是相反？
　　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预先决定的吗？
假如是的话，会排除　　我们进行真正自由的选择的可能性吗？
　　是什么使得某个东西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成为相同的事物呢？
　　是什么使某一个人纵贯他或她生活的一生成为同一个人呢？
　　即使这几个小小的范例就能表明，形而上学涵盖了十分广泛的哲学话题，但是这些问题常常趋向
于捆扎在一起，因为它们全部与形而上学的这样一个中心问题直接相关：实在的终极实质是什么？
具体科学把精力集中于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实在。
哲学的各个分支探讨某些部分或方面的人类经验：美学探讨艺术，认识论探讨知识，伦理学探讨道德
生活和价值。
但是，形而上学则探讨的是整体——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任何事物——并且试图得出有关其基本实
质的结论。
在这简短的一章之内，我们不能希望囊括形而上学家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去通彻地
思考形而上学提出并试图解决的几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让我们从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预先决定的这个争论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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