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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与智者同行-人类四大圣哲寻访录》把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苏格拉底这四位历史上最伟大
的哲学家，作为对人类心灵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介绍。
作者设计了一个圆头圆脑的小外星人，受命到地球来找寻智慧，在时光和地域里穿梭来回，和孔子、
释迦牟尼、耶稣和苏格拉底这四位哲人做了好朋友，和他们一起生活，看着他们如何生生死死，并在
和他们一起的生活里，展示了他们对生命各自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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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志强，广东顺德人，出生、求学于广州，居香港近三十年，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编辑、插画
师。
 杨志强刚到香港时便进入文化圈，做过画廊老板、流行读物的主笔、出版社的主编以及首席插画师等
工作。
同时，他还是一些国内外知名机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的客座特约插画师及撰稿人
。
从2000年起，他便不再供职，成为自由身的文化人。
 到目前为止，他发表过的文字超过二百万字，插画和漫画逾两万幅，主编的期刊不下二百期，为单行
本的书籍作插画和封面设计已超过一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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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来到地球 2．无知的智者 3．流浪的大人物 4．这就是人类 5．隐者的格言 6．有教无类 7．你也向
我学 8．为谁而学 9．不改其乐 10．流水的启示 11．温故知新 12．乐而忘忧 13．星星在引路 14．婴孩
诞生了 15．这婴孩是谁 16．白马王子 17．最大的智慧 18．苦行林 19．在静默里沉思 20．你们悔改吧
20．你找什么 22．本地姜不辣 23．旷野里的诱惑 24．神爱什么 25．清洁圣殿 26．他有麻烦了 27．经
师与经书 28．美丽的误会 29．两种智慧 30．新闻人物 31．询问出真知 32．马 虻 33．用不着谁宽恕 34
．死亡不可怕 35．面对死亡 36．求救 37．不要灰心 38．决不逃离 39．要活得高尚 40．话别 41．迎接
死亡 42．灵魂不会死 43．天鹅之歌 44．最重要的一课 45．幸福是什么 46．衣食住行 47．他也有本难
念的经 48．学会思考 49．乐在其中 50．乐山乐水 51．学做一个人 52．上善若水 53．德不孤必有邻 54
．至死方休 55．草上之风 56．和而不同 57．有容乃大 58．真强 59．荣进耶京 60．最大的诫命 61．真
正的敬拜 62．最后的晚餐 63．最后一夜 64．苦路和苦架 65．复 活 66．回到家乡 67．哲人其萎 68．另
一种智慧 69．不苦不乐 70．生命的觉悟 71．告别苦恼 72．格物明德 73．决不逃离 74．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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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无知的智者从这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石雕像看，苏格拉底可谓其貌不扬：他两眼突出，短鼻厚唇，
一付粗俗的容貌。
但在这粗糙的外形里，又蕴涵着慈祥、质朴和智慧。
正是由于这气质，使这丑陋的思想家饱受当日寸的雅典青年爱戴。
他出身平凡，父亲是石匠，母亲是接生婆。
他早年也学过雕刻，年轻时在战争中以英勇的表现广为人知，曾当选过一任雅典议会某委员会的主席
，但一生对政治敬而远之。
他说：“如果我从政，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义为准则，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苏格拉底一生寻求智慧，却从不以智者自居。
有一次，有人向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人了。
苏格拉底对这事十分困惑，便去造访许多号称有智慧的人，发现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
就是以自已所不知者为知。
他便得出这结论：“神其实是说：人们啊！
唯有像苏格拉底那么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其中有一则是：有个学生向苏格拉底请教演讲术，为了表现自己的口
才，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苏栘拉底一言下发，待他停下来，便要他缴纳双倍的学费
、青年惊诧地问道：“为什么我的学费要加倍呢？
”苏格拉底说；“因为我得教你两门功课，一门是怎样学会闭嘴，另一门才是怎样演说。
”苏格拉底虽然有许多学生，却从来不收学费，这个传说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足以展现苏格拉底幽默
和下尚虚言的风貌。
3．流浪的大人物对中国人来说，孔夫子的名字几乎无人不识，外国人写书谈中国人的智慧，也首先
由他说起。
从后人的眼光看，孔子当然是个大人物，但在他生长的年代，他只是许多“智者”中的一个。
虽然听过他名字的人不少，而认同他的话，认为他了不起的人，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孔子由十七岁起做教师，开始时只收几个儿童，后来声望日隆，学生也多起来。
他五十一岁时才在家乡鲁国做小宮，但五年后已做到大司寇(相当于后世的相国)，但因为他的话当权
者听不进去，终于在五十九岁那年，带着学生离开鲁国，到处游说诸候行他的“道”。
他奔波劳碌十四年，到处碰壁，最后一无所获，回到鲁国，以编书、教学终老。
在周游列国时。
他的学生曾当面形容他的狼狈相，他自己则说：“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狗，实在是呀，太像了！
”孔子一生，在他最有希望的时侯，并没有产生他预期的影响。
即使在他死后，他的理想也也得不到实现，他的学说也经过许多“修饰”才能大行于世。
他的成功处，只是教导出一批学生，把他的言行纪录、阐发。
后来形成影响中国人心智至深的儒家学派。
4．这就是人类孔子所处的，可以说是一个“拳头就是真理”的年代。
所谓“春秋无义战”。
那时侯，大小诸侯爭霸，战爭连绵不断。
当权者眼中只有利，对于道义，通常只挂在嘴边，有些到了利害关头，就连装门面的功夫也懒得去做
了。
古人对于这局面常用四个字去形容：“天下无道”。
但“道”是不死的。
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天下无道”的局面，但“道”总是保存下来，并且往往在愈是“无道”
的日子，“道”却因一些人的奔走呼号更加彰显。
这些人就是读书人，亦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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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士志于道。
”孔子的继承者孟子更主张，读书人该有一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
气”。
后来的儒者说得更明白：“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人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
、人道等)的维护者。
而中国早在春秋时代，由孔子开始，已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传统。
这主张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5．隐者的格言“士”有知识而无权势。
在孔子的时代，大多数的“士”认为，最大的智慧，就是如何在乱世中保存自己，洁身自好。
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许多这样的隐主。
历代隐士最推崇的人物是老子。
传说孔子也去请教过他。
老子给他几句临别赠言：“聪明深察的人最接近死亡，因为他好非议他人：博学善辩、才能广大的人
常危害到自身，因他喜欢揭人短处⋯⋯有道德学问的人，生得合时，出门可高车驱马；若生不逢时，
最好如蓬草流转，可止则止。
经商的人只把货物摆出一部分，有大智慧的人外貌好似愚鲁。
去掉你的骄傲、多欲、态色的造作吧⋯⋯这对你没好处。
”《论语》和《史记》也记载了几个隐士讽刺孔子的故事。
最有名的一个是：孔子在路上，有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在田里耕作。
孔子叫子路上前去打听渡口的方位。
桀溺问：“你是谁？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那你是孔丘的门徒啰？
”子路说：“是的。
”桀溺说：“普天之下，哪儿都是一样动荡啊，但又有谁能改变这局势呢？
你与其跟着那位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跟着我们这种逃避整个乱世的人来得安乐自在呀
！
”说着，就自管去下种覆土了。
子路回来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孔子，孔子说：“人总该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与鸟兽在一起？
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那我也不用到处奔走想改变这种局面了。
”老子是春秋时代的智者，他的学说后来发展成道家，道教尊他为祖，后人称池为“太上老君”，也
常把他当做隐士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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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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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智慧之书，它将引导你，探访人类圣哲踪迹，寻求智慧，成为智者。
作者设计了一个圆头圆脑的小外星人，受命到地球来找寻智慧，在时光和地域里穿梭来回，和孔子、
释迦牟尼、耶稣和苏格拉底这四位哲人做了好朋友，和他们一起生活，看着他们如何生生死死，并在
和他们一起的生活里，展示了他们对生命各自独特的见解。
涉及了包括这四位哲人最重要的观点。
所持的立论，是当今主流学术界公认的持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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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智者同行:人类四大圣哲寻访录》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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