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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作家言论的结集。
他以自己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学求精的治学态度向人们讲述了关于人生、社会、思想、道德、法制、
教育、青年、爱情、婚姻、女性、子女、写作等诸多方面的看法，引导人们以深入和科学的思想方式
去认识问题。
这是一本富有教益和充满知识、智慧和人格美感的大书。
     该讲演录是周国平将近20年所做的各种讲座、演讲的讲稿整理结集。
全书共分六辑，分别为周国平谈人文精神、谈教育和文化、谈人生、谈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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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国平，1945生于上海。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
的朝圣路》、《安静》，纪实作品《纽纽：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慷自传》等，
译有《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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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 谈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人身上最宝贵的三样东西  尊重生命  人文精神和医生的
人文素质  在凤凰卫视讲人文精神第二辑 谈教育和文化  人文精神与教育  居住文化的哲学解读  中国人
缺少什么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和欧洲哲学的接受  与中学生谈写作第三辑 谈人生  人生的哲
学难题  信仰和人牛的意义  现代人的幸福观和财富观  哲学与人生第四辑 谈哲学  哲学是永远的追问  哲
学与精神生活  哲学的精神  尼采的哲学贡献  尼采伟大在哪里  与企业家谈哲学  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
世界第五辑 性爱四讲  第一讲 谈爱情  第二讲 谈婚姻  第三讲 谈女性  第四讲 谈孩子第六辑 言论和访谈  
中国没有真正的尼采研究  要有追求但不要强求  无止境的浪漫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哲学是弃妇又是梦中
情人  父爱是永恒的  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  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谈教育片断  
没有什么我不能面对  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经历的态度  第一要看做事情的质量  我不是一个光有灵魂的哲
人  女人为什么不宜搞哲学  真正有灵魂生活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大家都“小资”，
我就不“小资”了吧  敬畏自然，保卫黄河  农民的权利和黄河的权利  哲学家看航天  快乐工作的能力  
孤独比交往更重要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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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
为了解说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好奇心。
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
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
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
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
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
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
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
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
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接触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
着某种秘密。
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
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
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
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
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
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
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
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
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
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
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
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
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
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闪而缺
乏推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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