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哲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510048616

10位ISBN编号：7510048613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美]罗伯特·C·所罗门

页数：560

字数：860000

译者：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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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导论>>

前言

《哲学导论》所针对的，是那些初涉哲学且不具特殊天赋的读者。
作为一本教科书，它主要供一两个学期的导论性课程用，为的是就广泛多样的问题和视角给教师和学
生提供材料。
本教程的要旨在于，就所讨论的问题给学生们提供可选择的路径，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些结论，可以是基于本教程的讨论，也可以基于课堂辩论和朋友或同学间的论证。
哲学的目的是鼓励每一个人自己独立思考，没有哪一个单一的论证或信息来源可以取代人们之间对话
和讨论。
说到底，教科书就是一部资料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应看作进一步论证的一个起因，而不应看作结果
的最终陈述。
本教程并不想要学生偏向任何具体的哲学观点，而是向他们呈现基本的哲学问题和强有力的哲学论证
，并由此鼓励他们自己独立思考。
《哲学导论》源于三十多年来我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不同学校的教学讲义。
我以为，哲学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主题，不仅专家和少数具有天赋的专业研究生可以接触，而且每
一个人都可以接触，本教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而撰写的。
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无论他或她是否念过哲学课程。
我们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同样的基本问题，运用的是同样的基本论证。
不同的是，学习过哲学的人比起没有学过哲学的人来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见识过更强有力、更多样化
的论证。
在这本教程中，过去两千五百年的主要哲学家们为学生提供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论证的来源。
因此，《哲学导论》是一本把哲学史与当前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教程，而这两种研究哲
学的方式常常是彼此对立的。
不过，哲学史是思考哲学问题的历史，而哲学问题就是那些由哲学史所形成和促发的问题。
这二者不可或缺。
因此，本教程的前面几章遵循一个大致的年代顺序，从古希腊人和早期文化，到中世纪和现代时期，
以及规定了这些时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的伟大哲学家们。
但是，在同样的这几章里，还引入和呈现了关于哲学的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比如实在的本性、上帝
的存在和本性、人类知识的可能性、真理的本性，以及自我和人格同一性问题。
这种双头并进的做法让初学的学生既直接接触到选自哲学史上重要著作的大量阅读材料，又避免面对
那些常常艰涩难懂的大部头著作，它们没有注疏，甚至没有编辑，情形就如我们看到的原书或绝大多
数文选那样。
不过，本教程并不是一个历史导论，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解答方式的导论。
因此，哲学史是为阐明这些问题及其回答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哲学的语言常常是专门的，有时还是艰涩难懂的，不过，本教程尽可能地不使用行话和专门术语。
必要时，本教程也会小心谨慎地引入最重要的并被广泛使用的哲学术语，这些术语都收集在本教程后
面的重要词汇表中，并作了扼要说明。
此外，本教程后面还对书中论及的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小传。
虽然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哲学家的观念而不是他们的生平，但是，让学生对他们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
有一个了解，也不无裨益。
致教师：如何使用这本教程《哲学导论》是为一个完备课程而撰写的教程，章节安排有一定的逻辑顺
序。
不过，在写的时候，每一章也是独立成篇的，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课程中使用这本教程，
也是可以的。
同样，在每一章中，可以选用不同的选文用作简短讨论。
比如，一些教师可能只想使用第2章（宗教）的前面几个部分，或者第4章（自我）和第6章（自由）的
一些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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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师可能想要突出多元文化的内容，还有一些教师可能选择忽视这部分内容，而集中于正统的西
方哲学。
一门完整的课程可能要包括导论和全部八章在内，不过，对于通常的一学期课程来说，这些内容可能
就过于繁重了。
相反，一门简要的课程（比如，夏季学期的课程，或者每周或一学季只上一次的课程，或者更愿意详
细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课程）可能只需用到一半篇幅的内容。
下面的大纲是为不同长度、不同种类课程使用本书所提的建议：大课程（完整学期）导论；1至8章小
课程（夏季学期，业余课程，学季）导论；1至4章两学期课程第一学期：导论；1至5章第二学期：导
论；6至8章一般课程（14-16周学期；括号内的是可选章节）导论；1、2、（3）、4、（5）、6、7、
（8）章伦理学和宗教/价值课程导论；2、4、7、8章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课程导论；1、（2）、3、（4
）、5、7章有些课程可能更愿意从第2章（宗教）或第7章（伦理学）开始，并且重排各章的顺序。
不过，基本课程——适合于一般学期，即一个学期有14-16周，每周三次课的课程——安排如下：导论
；1、2、3、5、6、7、8章剩下各章可根据时间和兴趣而增加。
由于一些至关重要的章节（比如知识、自我、自由和伦理学各章）过长，涉及内容过多，许多教师更
愿意选定其中一些部分而不是整章。
例如，一些教师可能更愿意只讨论三种标准的真理学说，而略去随后的关于欧洲哲学（康德及其后继
者）的内容。
其他一些教师则可能更愿意略去这些真理学说，而直接从关于休谟的论述进入康德。
因此，有些教师可能更愿意讨论上帝存在的论证，而略去恶的问题；有些教师可能想只谈论自由VS决
定论的基本问题，而不愿让学生陷入（比较而言）微妙难缠的各种“弱决定论”之中。
其他一些教师可能只想讲授伦理学简史（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密尔），而不愿论述诸如伦理相
对主义这样的一般主题。
一些教师可能强调哲学的全球性和跨文化性质，而另一些教师可能完全不顾多元文化的内容，而只集
中于西方哲学的历史。
还有一些教师更愿意只集中于当前讨论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多少有些忽略。
我自信这一版能更好地满足以上各种所需。
致学生：做哲学对于哲学的任何研究——阅读别人对于哲学的所作所为也好，自己“做”哲学也好—
—其要旨无非是力图提出自己的思想。
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思考方式，人们只要加入进来就能对它
有所理解。
因此，在阅读本教程时，任何时候都不必犹豫放下书本进行自己的思考和写作。
比如，当你在阅读形而上学部分时，你可以思考一下你会如何提出自己关于实在的观点，会如何回答
古希腊的第一批哲学家或东方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
面对一个论点时，想想你会如何加以辩护或反驳。
面对一个看似陌生的观念时，试着用自己习惯的术语加以表述，并去理解隐藏在观念背后的视野。
面对一个问题时，不仅去看早先哲学家们所提供的答案，也要提出你自己的答案。
哲学不同于物理学或生物学，在其中，你自己的答案可能与过去的哲学家们提供的那些答案一样合理
，而出自不同传统的答案可能同样值得注意。
这就是哲学乍看起来难学的原因所在，但是，也正因为此，哲学才如此地具有个人价值、令人享受。
绝大多数阅读材料和每一章后面都紧接着要你去回答的问题，你可以与同学大声争论，也可以在课堂
或写作中加以讨论，或许还可以班刊的形式或课堂笔记的形式加以记录。
绝大多数问题只是要求你清楚地表述一下刚刚读到过的观点，（或多或少）用你自己的话将它们表述
出来。
我们常常在读到新内容或难懂的内容时，就会“跳过”去读下一部分内容。
我们都有阅读长篇文章的经历，甚至为此花上大量的时间，之后却发现自己对于所读内容说不出任何
东西。
因此，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迫使你去说或写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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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是用来激发思想的，不过，绝大多数问题是为了给你提供即时反馈的。
因此，我们要求你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且把它们当作整个阅读任务的完整部分。
哲学写作只要记住了前述观念，你就会清楚为何与朋友和同学谈论哲学、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反驳以
及写下自己的观念会如此重要。
表述巩固理解，而对反驳作出回应则扩展了理解。
在任何哲学课程中，哲学论文写作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有一些需要记住的一般方针：1.文章
开头提出你的主要问题。
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思考”很有趣，但也容易迷失方向而显得漫无目的。
例如，对“自由”进行思考就涉及太多的不同问题和视角。
而探讨如下问题——“行动自由与科学决定论相容吗？
”“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自由吗？
”——则让你的思考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和展开方式。
2.面对所解决的问题时要清楚困难所在。
问题所涉的术语全都清楚吗？
确实，文章开头并不总是要确定术语。
然而，对关键术语加以定义，可能是你能达到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困难的结论。
依靠词典（哪怕是一部很好的词典）来澄清你的问题，这种做法没有什么思想内涵。
词典并非是由哲学家们来编撰的，它们常常反映的是一些流行用法——其中包括的恰恰是你试图要纠
正的哲学误解。
3.阐明你要论证的观点。
不要强迫读者（你的教师）去猜你的观点所在。
你一旦清楚所要探究的问题，就有助于阐明你想要获得的答案，反之亦然。
事实上，在写作时，你可能会多次改变想法——无论是关于问题还是关于答案，这对于在进行写作之
前只用一个晚上打草稿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实在的危险。
4.论证你的观点。
对你为何持这一观点加以证明。
对于学生论文常见的批评是“这是你的主张：论证在哪呢？
”若考题要求你“批判地”论述一个观念或一段引文，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你抨击它或找它的错，而是
说你必须思考它的优点和可能的不足，想想有什么支持它的理由，以及你自己对于它的看法及其理由
。
5.考虑那些针对你的观点和论证的反驳，并对相反的观点加以抨击。
如果你不清楚你所反对的观点，那你无疑也不清楚你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无法设想人们可能会怎样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你可能并没有彻底想清楚自己的观点。
6.不要为自己幽默、迷人、真诚和个性化担心。
那些最有力的哲学作品，那些历经数世纪而不衰的哲学作品，常常反映了作者最深层的关注和生活态
度。
然而，请记住，没有任何哲学作品能够仅仅是幽默、迷人、真诚和个性化。
确保你写的每一个字——包括一个笑话——都与你所处理的主题有关。
你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哲学味，在于它包括一般关注，以及为了证明一个重要观点、回答一个古老的问
题所作出的小心谨慎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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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罗伯特·所罗门编著的著名哲学教材，它以实在、宗教、知识、自我、心灵与身体、自由
、伦理学、正义八个哲学核心议题为经，以历代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纬，以作者自己对议题和
文献背景的细致评注和解释为引导，使之成为一部以哲学经典文献为核心、以强调通过阅读原典学习
哲学为特色的优秀哲学导论。

　　书中选取的文献时间跨度约2500年，选取范围包括最古老的哲学残篇至最前沿的女性主义、多元
文化主义、认知科学领域的论著，囊括了从柏拉图、孔子、笛卡尔、康德至艾玛?高曼、弗洛伊德、爱
因斯坦、马尔科姆?艾克斯等历史上最重要哲学家的作品，使读者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哲学既扎根于过去
，又活跃于现在。

　　在每一个议题的展开中，随着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作品的展现，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并包的视
角——包括分析哲学、大陆哲学、女性主义和非西方的观点等，这种并置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不同观
点之间的对话之中，对其进行仔细的评估，并通过回答作者给出的超过300个章节提问来检测自己的消
化程度。
每一章最后还提供了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材料，方便学生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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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Solomon，1942—2007）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教师。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9世纪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尼采，以及20世纪大陆哲学，特别是萨特和现
象学，同时擅长于伦理学和关于情感的理论。
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加州大学执教。
他是著名的哲学教师和讲演者，擅长以清晰风趣且不失严谨的文风阐述艰深的哲学问题。
他出版过四十多本著作，其中包括《哲学导论》（Introducing
Philosophy）、《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激情》（The
Passions）、《在黑格尔的精神之中》（In the Spirit of Hegel）、《关于爱》（About
Love）、《哲学底线》（Above the Bottom Line）、《伦理学与卓越》（Ethics and
Excellence）以及《哲学的乐趣》（The Joy of Philosoph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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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理智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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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马斯?阿奎那，论宇宙论论证　
圣托马斯?阿奎那，论“第五种方式”　
大卫?休谟，论一个不完满的宇宙　
保罗?戴维斯，《上帝之心》　
科里?朱尔，论“精确调节”论证　
2.5　宗教、道德和恶　
宗教与“实践理性”　
伊曼纽尔?康德，论上帝和道德　
威廉?詹姆斯，《信仰意志》　
恶的问题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印度教、佛教、业和慈悲　
《薄伽梵歌》　
2.6　超越理性：信仰与非理性　
作为体验的上帝　
穆罕默德?阿尔-加扎里，《从错误中解脱》　
信仰的跳跃　
索伦?克尔凯郭尔，论主观真理　
作为终极关怀的上帝　
保罗?蒂利希，论终极关怀　
2.7　对宗教的怀疑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之彼岸》　
弗里德里希?尼采，《敌基督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幻想的未来》　
让-保罗?萨特，《成为上帝的欲望》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3章　知　识　
伯特兰?罗素，《哲学问题》　
柏拉图，《泰阿泰德》　
3.1　理性主义者的信心：笛卡儿　
勒内?笛卡儿，《第一沉思》　
勒内?笛卡儿，《第二沉思》　
勒内?笛卡儿，《第六沉思》　
3.2　人类理智的天赋观念：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人类理智论》　
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　
3.3　经验主义的知识论　
约翰?洛克，《人类理智论》　
3.4　取消常识：贝克莱主教　
乔治?贝克莱主教，《人类知识原理》　
3.5　意气相投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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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人性论》　
大卫?休谟，《人类理智研究》　
3.6　康德的革命　
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伊曼纽尔?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3.7　康德之后的欧洲战场：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黑格尔　
G?W?F?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G?W?F?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　
叔本华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愿和表象的世界》　
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真理　
3.8　现象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1929年巴黎讲演》　
3.9　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再思考　
理查德?罗蒂，《团结还是客观性？
》　
永见勇，《文化鸿沟：我们为何会误解？
》　
3.10　女性主义认识论　
伊丽莎白?格罗兹，《论女性主义知识》　
邬玛?纳瑞安，《论女性主义认识论》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二部分 认识你自己
第4章　自　我　
4.1　意识与自我：从笛卡儿到康德　
勒内?笛卡儿，《第六沉思》　
约翰?洛克，论人格同一性　
大卫?休谟，论“没有自我”　
伊曼纽尔?康德，反对灵魂　
梅瑞迪斯?迈克尔斯，论“人格同一性”　
4.2　存在主义：自我同一性与选择的责任　
让-保罗?萨特，论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论自欺　
让-保罗?萨特，《禁闭》　
4.3　个人与共同体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交流意识　
索伦?克尔凯郭尔，论“公众”　
索伦?克尔凯郭尔，论自我与激情　
马丁?海德格尔，论“此在”和“常人”　
大卫?里斯曼，论个人主义　
抗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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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艾克斯，论作为“非洲人”　
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奥杜邦》　
雪莉?奥特娜，《女性之于男性恰如自然之于文化？
》　
安?弗格森，论雌雄同体　
G?W?F?黑格尔，论“精神”与个人　
G?W?F?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　
索伦?克尔凯郭尔，一个驳斥　
卡尔?马克思，论社会自我　
4.4　唯一自我？
任一自我？
个人“本质”概念的探析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露西?伊利格瑞，《此性非一》　
吉纳维芙?劳埃德，《理性之人》　
《法句经》　
老子，《道德经》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5章　心灵与身体　
5.1　何谓意识？
　
勒内?笛卡儿，《第六沉思》　
勒内?笛卡儿，《第三沉思》　
5.2　二元论问题　
勒内?笛卡儿，《心灵的激情》　
5.3　对二元论的驳斥　
激进行为主义　
逻辑行为主义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　
同一性理论　
J?J?C?斯马特，《感觉和大脑过程》　
杰罗姆?谢弗，驳同一性理论　
取消唯物主义　
保罗?M?丘奇兰德，论取消唯物主义　
功能主义：心灵与计算机　
大卫?布兰登-米切尔和弗兰克?杰克逊，《心智哲学》　
约翰?R?塞尔，《计算机的神话》　
约翰?R?塞尔，《心灵、大脑与科学》　
联结主义　
5.4　意识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无意识”　
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　
科林?麦克金，论“意识的奥秘”　
改变我们的心灵：整体论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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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伽林?斯特劳森，论“认知经验”　
威廉?詹姆斯，《意识存在吗？
》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种类的天才”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6章　自　由　
6.1　宿命论与业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　
西谷启治，论命运　
6.2　先定论　
圣奥古斯丁，《论意志的自由选择》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　
杰奎琳?特里米耶，论约鲁巴人的奥瑞　
乔纳森?爱德华兹，《意志自由》　
6.3　决定论　
强决定论　
保罗?亨利?霍尔巴赫男爵，《自然的体系》　
丹尼尔?丹尼特，《休息室》　
决定论VS非决定论　
罗伯特?凯恩，《论非决定论》　
意识的角色　
弱决定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因果关系与必然性　
大卫?休谟，论因果关系与性格　
罗伯特?凯恩，论“回旋余地”　
哈里?法兰克福，《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　
6.4　强制与无知　
亚里士多德，论自愿行动　
朱迪丝?奥尔，性、无知与自由　
约翰?霍斯泊斯，《这自由是什么意思？
》　
条件作用　
B?F?斯金纳，超越自由　
B?F?斯金纳，《瓦尔登湖二号》　
罗伯特?凯恩，超越斯金纳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凯瑟琳?麦金农，论对女人的性胁迫　
6.5　实践中的自由　
哈里?法兰克福，《强迫与道德责任》　
6.6　激进自由：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论“绝对自由”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有利的利益》　
一行禅师，《打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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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三部分：善与权利
第7章　伦理学　
7.1　道　德　
圣奥古斯丁，《论自由》　
7.2　道德是相对的吗？
　
吉尔伯特?哈曼，《道德相对主义辩护》　
7.3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柏拉图，《理想国》　
7.4　我们是天生自私的吗？
一个争论　
孟子，论人性：人性本善　
荀子，《性恶篇》　
约瑟夫?巴特勒，驳利己主义　
一位当代利己主义者：安?兰德
塔拉?史密斯，利己主义的必要性（安?兰德）　
7.5　作为德性的道德：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7.6　道德与情感：休谟和卢梭　
大卫?休谟，论“理性作为激情的奴隶”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　
7.7　道德与实践理性：康德　
伊曼纽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7.8　功利主义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　
7.9　道德的创造：尼采与存在主义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作为群体本能的道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7.10　伦理学与性别　
弗吉尼亚?赫尔德，论女性主义伦理学　
约翰?科维诺，《同一的性：关于同性恋的伦理学、科学和文化争辩》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第8章　正　义　
8.1　正义问题　
8.2　两种古代的正义理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8.3　两种现代的正义理论：休谟和密尔论功利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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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论“正义与功利”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　
8.4　社会契约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托马斯?杰斐逊 等，《独立宣言》　
8.5　两种当代的正义理论：罗尔斯与诺齐克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8.6　正义还是关怀：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切希尔?卡尔霍恩，《正义、关怀、性别偏见》　
8.7　个人权利与自由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马尔科姆?艾克斯，论公民权和人权　
8.8　遵守法律：公民不服从与无政府主义　
亨利?大卫?梭罗，论“公民不服从”　
艾玛?高曼，《无政府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　
8.9　一项被忽视的权利：吃的权利　
阿玛蒂亚?森，《财产与饥饿》　
概要与结论　
本章复习题　
重要词汇　
参考文献与进一步阅读材料　
哲学家小传　
重要词汇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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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种关于实体的描述说，实体是事物的一切特性和变化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你与十年前的你是同一个人（即同一个实体），尽管你在许多方面显然有了
很大的改变。
（亚里士多德说，“实体尽管保持不变，却能够容纳相反的特性”。
）结合这两种描述，我们可以说，实体无论是什么，它都如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基质”观念，对
于实在而言是最基本的。
它就是具体的个别事物，尽管它变化着，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性，却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不变。
理发前后、穿一套新衣前后，以及佩戴首饰前后，你都是同一个人。
 第三种关于实体的描述需要引入另一个新术语，它是这个世纪之前的哲学家们的一个中心关注。
实体可以根据什么是本质的来加以定义。
本质（或本质的特性）是一个个体确定其为一个独特个体的方面。
比如，苏格拉底之为苏格拉底的本质构成是，他是一个人，他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及他是智慧的
。
任何不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都不可能是苏格拉底。
当然，苏格拉底还有其他的特性，比如，他鼻子上有肉瘤。
但这不是一个本质特性。
（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一个偶性或一个偶然性质。
）没有它，苏格拉底依然会是苏格拉底。
但是，苏格拉底不能是一条蜈蚣，因为他的本质构成是人。
 实体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大致与柏拉图的形式相同，除此之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不能脱离具有这
一形式的个别事物而存在，它总是充实着某种质料。
质料是亚里士多德的发现之一。
基本上，质料就是构成事物的东西，是形式赋予其形状和结构的东西。
一艘船的质料是木头，它的形式是造船者在木头中实现的设计。
（注意，这里的“form【形式】”，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但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是与柏拉图所使用
的一样的词，即eidos。
他用来表示质料的词是hyle。
） 这就使得亚里士多德能够解释变化。
他认为，早期的哲学家们只相信依赖于自身的质料会保持同一，而柏拉图只相信形式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相信，事物以各种不同方式结合了质料和形式。
实质性的变化，即一个实体的“形成和消逝”，在质料具有一种新的形式时就会出现。
 通过这两个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他能够避免前辈们的错误，尤其是巴门尼德的错误，他责备巴门尼
德缺乏经验： 上了另一条路。
他们说，存在既不生成，也不会消灭，因为生成的东西必然或者从存在，或者从非存在中生成——而
从这两者中生成都不可能。
因为存在既然已经存在，就无法生成，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非存在中生成，因为【在一切变化和生
成中】必定有某种载体。
 事物的本质是不能变化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同一个事物），而偶性的变化几乎不具有形而上学的重要
性。
那么，变化的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说，形式和质料无法分开存在，但是它们在自然本性上处处能够区分。
人类技艺中就可以找到最好的例子。
比如，一个人可以拿一块黏土做成一个不同形状的碗。
或者，一个人可以用一块银做成一把刀叉、一把勺子、一只手镯或一对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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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或银是质料，形状和功能则规定了形式。
亚里士多德也说，质料本身也可以根据形式和质料来分析。
黏土和银的质料是基本元素——如同土、气、火和水。
形式作为形状和比例，是安排黏土或银的元素。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基本元素本身能够根据更为原始的质料——热、冷、干和湿——来分
析，正是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元素的形式。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能够知道和解释的是形式，而不是质料。
因此，我们能够分开来讨论形式和质料，并由此来理解变化。
他认为，他的前辈误解了我们用以讨论实在存在方式的方式。
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永远不能变化，质料也是如此，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能够变化。
通过改变形式，毛虫变成了蝴蝶，种子变成了果实和花朵。
因此，亚里士多德既说明了变化，又说明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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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历史意识向来发达，不仅每朝每代的官修史书蔚为大观，民间的野史稗类更是多如
牛毛，反映在西哲通识类图书的引进上，百年来主要引进的是各种哲学史，或通史或断代史，已然不
少。
哲学史如此受欢迎，自然有这种写作体裁的优势。
对于尚未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来说，哲学史使哲学不再像是云中虚无飘渺的思绪，而是坚实的大地上
结出的果实，不过是人间世事之一种。
这种“祛魅”作用固然使哲学亲切了不少，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写法有着天然的缺陷。
哲学史自然遵循的是历史时间的线性发展，依次介绍各时段重要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但是就哲学中各
种专门问题的发展来说，却未必与这种时间速率同步。
由于各个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不一样，有些哲学大问题甚至隔了千年才有突破性的变革。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思接千载，才能在湮漫的哲学史长河中看清各大哲学问题的支流走向；稍有脑力
不济，或者眼力不够，就很容易只能看到表面浪花的喧哗。
因此，另一种哲学入门书就是必要的。
其实在西方，相较于哲学史，更为主流的是以哲学大问题为编著体系的教材。
本书作者就是编写这种教材的佼佼者，本书亦是他最经典的教材。
本书的改写版《大问题》自中文版自出版以来，广受中国哲学爱好者的喜爱，是以我们选择将作者这
本经典教材翻译过来，对于读过《大问题》却觉得不过瘾的读者，或者尚未读过《大问题》想要尝试
一下这种哲学入门书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大问题》之所以是本书的改写版，首要之处在于，本书是以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的选文为全书主干
的。
书中的大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曲折展开，主要就是在这些哲学家的经典阐述所形成的对话中完成的
。
在这些选文中，我们贴近了原汁原味的哲学，而非作者在《大问题》中的那种转述。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精彩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这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重要细节。
在这些选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以一种相同的思考韵律与伟大的哲学家们共同呼吸，哲学由此获得了最
鲜活的生命。
本书作者一以贯之的全球哲学整体视角和多元并包的态度，使得本书能够诠释哲学的独特魅力。
我们跟随作者对八个主题的探讨，看到跨越两千五百年、跨越全球各个区域、处于各种历史境遇下的
人们在思考着相同的哲学问题，给出了多种多样的答案，这种和而不同的感觉，正是哲学作为人类永
恒的追问的魅力所在。
我们接下来还会为读者精心挑选优秀的以大问题为核心的编纂导向的哲学教材。
对哲学大问题的思考和钻研，不仅是一种走近哲学的方法，更是身体力行“做”哲学的不二法门。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种教材摆脱哲学教条的刻板印象，亲身体验到爱智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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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无疑是最好的哲学教材之一。
它的覆盖范围极其广阔，它将材料沿着历史顺序和议题发展天衣无缝地整合起来，它对每一位哲学家
的选文的介绍和阐释，以及一种对比的视角完美无瑕地融合在一起。
——Christian Coseru,查尔斯顿学院罗伯特·所罗门在当代哲学中拥有最好的写作风格，阅读《哲学导
论》的乐趣主要来源于他明晰、风趣、极富激发性的文体。
——Jonathan Scott Lee,科罗拉多学院这本书非常迷人，因为它既有深度，又能让一年级新生简明易懂
。
——Dale J. Pritchard, 杰斐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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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导论:综合原典阅读教程(第9版)》书中选取的文献时间跨度约2500年，选取范围包括最古老的哲
学残篇至最前沿的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认知科学领域的论著，囊括了从柏拉图、孔子、笛卡尔
、康德至艾玛·高曼、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马尔科姆·艾克斯等历史上最重要哲学家的作品，使读
者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哲学既扎根于过去，又活跃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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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无疑是最好的哲学教材之一。
它的覆盖范围极其广阔，它将材料沿着历史顺序和议题发展天衣无缝地整合在一起。
它把对每一位哲学家的选文的介绍和阐释与一种对比的视角完美无瑕地融合起来。
 ——Christian Coseru，查尔斯顿学院 罗伯特·所罗门在当代哲学家中拥有最好的写作风格，阅读《哲
学导论》的乐趣主要来源于他明晰、风趣、极富激发性的文体。
 ——Jonathan Scott Lee，科罗拉多学院 这本书非常迷人，因为它既有深度，又能让一年级新生简明易
懂。
 ——Dale J.Pritchard，杰斐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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