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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史不提供现成的真理，它“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的展览”。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们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理解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首先理解他
的问题。
为了体现这样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西方哲学简史（修订版）》选择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关
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提出、转变和持续，以及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和所达到的结论，正是《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西方哲学简史（修订版）》的线索所在
。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西方哲学简史（
修订版）》自2001年初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本次作者在综合十多年来读者反馈和教学体会
的基础上做出修订。
增加了一些近年来较热门的哲学话题，如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皮罗主义的不可知论，文艺复兴时期关
于人的局限的哲学反思，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观，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观点；改写了
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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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
会理事长。
著有《基督教哲学1500年》、《圣经历史哲学》、《回到思想的本源》、《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
、《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当代英美哲学举要》、《西方哲学通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西方哲学简史》等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获“第五届高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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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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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柏拉图哲学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作品概要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
第二节 两个领域的区分
分离学说的论证
“四线段”的比喻
太阳的比喻
洞穴的比喻
第三节 理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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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和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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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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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转化的关系：事物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这种变化。
当我们肯定一事物是如此这般时，它已变化成另外一个事物。
“万物皆变，无物常驻，如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 （2）和谐的关系：对立的状态或相反的性质共存，产生出和谐。
比如，不同的颜色绘出逼真的肖像，不同的音调造成动听的曲调，元音和辅音拼出完整的句子，琴弓
和琴弦之间的张弛配合。
 （3）同一的关系：对立面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比如：医生治病所用的恶的手段（割、烧等）和善的效果、圆周上的终点和起点、上行与下行的道路
，都是同一的。
 （4）相对的关系：对事物某一方面的取舍有不同的标准，事物的性质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比
如，海水相对于鱼是有益的，相对于人却是有害的；驴喜欢草料，人却珍视黄金；最美的猴子相对于
人来说也是丑的。
 生成中事物的转化、和谐、同一和相对的关系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的一般表达
形式是：“A既是自身，又不是自身。
”赫拉克利特的一些格言采取了这种表达方式。
比如“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不朽的有朽，有朽的不朽”，“惟有
智慧是一，它既不愿意又愿意被人称作宙斯”。
这种表达方式成为后来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话题。
巴门尼德否认了它所表达的变化观，柏拉图认为它只适用于不可靠的感觉对象，亚里士多德则以形式
逻辑的矛盾律否定了它的可能性，但后人却从中发掘出辩证法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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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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