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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者受到所有人敬仰和爱戴，其光辉遍及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的智者呢?有人将智者定义为智虑深远、思想恢弘的人，这显然是不够
完善的，因为不同的文化会造成各个民族对智慧的理解有所歧异。
西方人习惯将理论家、发明家等列为最有智慧的人，如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而中国人则认同诸
葛亮这类人物。
诸葛亮虽不以发明创造见长，但他玩计谋、操诈术的水准堪称古今第一。
    也许西方人会反驳，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如果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
答不了，就谈不上是有智慧的人；东方人也一定会力争，牛顿要是遇到诸葛亮，就像孙悟空遇到如来
佛，被玩弄在掌心都不自知呢!因此千万别在诸葛亮面前自诩天才。
    由于东西方的智慧标准不同，出现这样的争论并不意外。
    本书欲求平息这种无休的争论，巧妙地将东、西方的智慧结晶融为一体，传达各种声音，试图中和
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价值差异。
读者不妨把它当做思想沟通的桥梁，并希望在检读之际开阔视野，用宏观的态度、从多元的角度去思
考生命中的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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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心读本》是一本即将影响你一生的好书，让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科学家用毕生的睿智来建立你的
信心基础。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爱因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
以赋予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
它们是如此神圣，以至于不能被说，只有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
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凡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难，但是要保留你自己最后的裁决——莎士比亚如是说。

    《信心读本》的作者是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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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年里，我的藏书屡经更新，有一本很普通的书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册古希腊哲学著作的选辑论。
从学生时代起，它就跟随着我，黄旧的书页几乎快被我翻破。
每次打开它，毋须阅读，我就会进人一种心境．仿佛回到了人类智慧的源头，沐浴着初生哲学的朝晖
。
    古希腊是哲学的被遗忘的童年。
人在童年最具纯正的天性．哲学也是如此。
使我明白何谓哲学的，不是教科书里的定义，而是希腊哲人的一言一行。
雪莱曾说，甫希腊史是哲学家、诗人、立法者的历史，后来的历史则变成了国王、教士、政治家、金
融家的历史。
我相信他不只是在缅怀昔日精神的荣耀，而是在叹息后世人性的改变。
最早的哲学家是一些爱智慧而不爱王同、权力和金钱的人，自从人类进入成年，并且像成年人那样讲
求实利，这样的灵魂就愈来愈难以产生和存在了。
    一个研究者也许要详析希腊各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营垒。
然而，我只是一个欣赏者，当我用欣赏的眼光观看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的哲学舞台时，首先感受到
的是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精神素质，那就是对智慧的热爱、从智慧本身获得快乐的能力，当然还有承
受智慧的痛苦和代价的勇气。
    在现代世人眼里，哲学家是一种可笑的人物，每因其所想的事无用、有用的事不想而加以嘲笑。
有趣的是，当历史上出现第一位哲学家时，这样的嘲笑也随之发生。
柏拉图记载：“据说泰利士仰起头来观看星象，却不慎跌落井内，一个美丽温顺的色雷斯侍女嘲笑说
，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忽视了身旁的一切。
”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由一个美丽温顺的女子来嘲笑哲学家的不切实际，倒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故事想必十分生动，以致被若干传记作家借去冠在别的哲学家头上，成了一则关于哲学家形象的
普遍性寓言。
    不过，泰利士可不是一个处理世俗事务无能的人，请看亚里士多德记录的另一则故事：人们因为泰
利士贫穷而讥笑哲学无用，他听后小露一手，通过观察星象预见橄榄将获丰收，便以低价租入当地全
部橄榄榨油作坊，直到油坊吃紧再以高价租出，结果发了大财。
他以此表明，“如果哲学家想发财的话，立掷富有起来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然而这并非他们的兴趣
所在”。
    哲学家经商肯定是凶多吉少的冒险，泰利士成功靠的是某种知识，而非哲学。
但他总算替哲学家争了一口气．证明哲学家不爱财并非嫌葡萄酸。
事实上，早期的哲学家几乎个个出身望族，却蔑视权势财富。
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拒绝王位，阿那克萨戈拉散尽遗产，此类事不胜枚举。
德谟克利特的父亲是波斯王的密友，而他竟说，哪怕只找到一个解释原因，也比做波斯王好。
    据说“哲学”(philosophh)一词是毕达戈拉斯所创造，他嫌“智慧”(sophia)之称过于自负，便加上一
个表示“爱”的词头(philo)，成了“爱智慧”。
不管希腊哲人对于智慧的定义有何不同的看法，爱智慧胜于爱世上一切是他们基本的精神取向。
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把哲学家称做“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是一门以求
知而非实用为目的的自由的学问。
遥想当年泰利士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戈拉斯冈为发现毕氏定理而举行百
牛大祭，我们便可约略体会希腊人对于求知本身怀有多么天真的热忱了。
这是人类理性带着新奇的喜悦庆祝它自己的觉醒。
直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的爱智精神仍有辉煌的表现，当罗马军队攻入叙拉古城的时候，他们发现
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潜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基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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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要带他去见罗马统帅．他请求稍候片刻，等他解出答案，军人不耐烦，把他杀了。
当剑迎头劈来时，他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    凡是少年时代迷恋过几何解题的人
，对阿基米德大概都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吧!自我沉潜刚刚觉醒的求知欲实在是莫大的快乐，这种享受
可以令人对旁物视若无睹。
当时的希腊，才告别天人浑然不分的童稚的神话时代，正如同一个少年人惊奇地发现了头上的星空和
周遭的万物，然后试图凭借自己的头脑对世界作出解释。
不过，思维力的运用至多是智慧的一环，且是较不重要的一环。
神话的衰落不仅使宇宙成了一个陌生而需要重新解释的目标，更使人生成了一个未知而有待独立思考
的难题。
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人们更加把智慧视做一种人生觉悟，并且相信这种觉悟乃是幸福的唯一
源泉。
    苏格拉底，这个被雅典美少年崇拜的偶像，自己长得像个丑陋的脚夫，秃顶、宽脸、扁阔的鼻子，
整年光着脚，裹着一条褴褛的长袍，在街头游说。
走过市场，看了琳琅满目的货物，他吃惊地说：“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是的，他用不着，
因为他有智慧，而智慧是自足的。
若问何为智慧，希腊哲人们往往反过来断定自足即智慧。
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智慧就在于克制对于外物需求的自觉，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且不为物役，保挣情
神的自由。
人已被神遗弃，全能和不朽均成梦想，唯在无待外物而获自由这一点上尚可与神比攀。
苏格拉底说得简明扼要：“一无所需最像神。
”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既无恒产，又无妻室，全身心沉浸在哲理的探究中。
亚里士多德则反复论证哲学思辨乃唯一的无所待之乐，因其自足性是人唯一可能过的“神圣的生活”
。
P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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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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