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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
成就。
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
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
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
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
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
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
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
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
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
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
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
野，进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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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之一，全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古代的哲学史作了介绍，具体内
容包括米利都的自然哲学、调和的若干努力、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教父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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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科学的最初问题希腊民族生活中的这种精神因素是哲学起源的关键条件，它使得哲学在公元前六世
纪初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出现了。
然而，哲学毕竟还是依赖于民族的总体文化，它的整个发展过程表现为从边缘地区逐渐移往中心地区
。
哲学的早期阶段分散在希腊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在其中，希腊人与附近民族亦敌亦友，而哲学也最早
获得完全的独立性。
此后，整个智者派的启蒙哲学汇集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随之，通过苏格拉底的伟大人格，哲学在
雅典落地生根，得到了完善，并且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学派。
从主观上来看，希腊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整体。
与所有朴素和自发的思想一样，哲学开始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哲学的最初倾向完全是宇宙论方面的，然后它从物理学问题过渡到形而上学问题。
“精神”首先在这个领域上得到奠基，同时它又受到公共生活方面的争辩之困扰，于是开始把自己当
作反思的对象。
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学阶段，在其中人成为了最值得沉思的对象，最终成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
最后，在一种更完善的趋势下，科学要求对其自身的运思法则有一种更深层的考察，并且返回到那些
老问题上，而对这些问题的克服就带来了非凡的体系化哲学。
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载于《黑格尔全集》，卷8，页188，节2，注释。
如果我们把黑格尔术语中的外表剥落——黑格尔利用它来使历史进程体系化——就会发现一种富有灵
感的洞见，通过这种洞见我们可以领会到历史现象演变的本质特征。
最初的各种科学反思出现在伊奥尼亚海岸边上的诸城邦，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它们达到了一种繁荣的
状态。
伊奥尼亚部族的快乐天性，还有一切物质上、社会上和精神上的必要条件，这些都有利于科学的滋生
。
思想上的机敏，对新奇事物时刻保持高度好奇，以及创造性才能，在这些方面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
在这里，成熟的心智第一次产生了关于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的独立判断。
关于事物关联性的观念不再按照神话的模式来建立，而是按照个人的反省和沉思来建立。
尽管如此，这些导向科学的新努力仍然源自于宗教观念的领域，因而，作为各种社会功能之一，科学
是从人类社会原始宗教生活中分化出来的。
起初，科学处理的问题也就是神话幻想所涉及的那些问题。
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它们所处理的主题，而在于它们不同的设问方式和回答方式。
在某个观念问题上，一旦因果关系取代了惊奇诧异，也就是说，永久关联性的考察取代了幻想和神话
，那么，科学就诞生了。
希腊哲学的共同任务就在于这样一种需要，即理解事物的变易，事物的产生、消灭以及转变为他者。
这种变易、发生的过程被把握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并不需要解释或追溯其原因。
它毋宁是一种描述性的、客观化的和概念化的陈述。
神话曾经通过叙事的形式涉及这个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最先存在？
神话带来的回答就是关于世界起源的描写，述说“提坦神族”（Titans）的战争以及它们如何最终造就
了这个世界。
哲学家不再对过去的描写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永恒的东西。
他们不再追问暂时的东西，而是追问“先行于”可感事物的真实存在。
面对个体事物的变幻莫测，他们追问在这些变易之中什么是永恒的东西，这表达了世界统一性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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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哲学史》作者威廉·文德尔班是著名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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