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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论》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集中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首章“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在概述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之后，
提出当代社会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反倒是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在随后几章中，卡西尔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人的定义。
在他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
物。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
成为有意义的“符号”。
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
造成这种区别的秘密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出他自己的“理想世界”：而
动物始终只能对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做出反射，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桎梏。
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构成了《人论》上篇的基本内容。
    下篇  “人和文化”全面考察了人类世界本身。
研究了人是怎样运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创造文化的。
各章依次研究了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力图以此来论证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的创造和使用符号
的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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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早年接受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训练，成为继柯亨、那托普之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曾任汉堡大学教授、校长，在此期间创立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尔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后于1945年死
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卡西尔一生著述繁富，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本世纪以来
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自由与形成》、《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语言与神话》、《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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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狄德罗的预言成真了吗？
十九世纪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否证实了他的观点？
在某一点上，他的错误是明显的。
他认为数学思想将停滞不前，并断言十八世纪的大数学家们已经到了数学发展顶峰，这些都被证明是
完全错误的。
我们现在必须在十八世纪伟大人物的单子上加上高斯、黎曼、魏尔斯特拉斯、彭加勒的名字。
而十九世纪科学的更是聚集了各种新的数学观念与概念。
尽管如此，狄德罗的预言仍然包含着某种真理的因素。
这是因为，十九世纪理性结构的革新在于数学思想在科学的等级发生了改变。
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出现。
生物学思想开始超越数学思想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仍然有一些如赫尔巴特那样的形而上学家或像费希纳那样的数学家，他们仍期望
着建立一种数学心理学。
但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这些计划骤然消失了。
此后人类学哲学的真正特征似乎是永久性地确定下来；经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人的哲学终于站
稳了脚跟。
我们再也不必沉溺于虚幻的设想中，因为我们不再寻找一个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一般定义。
我们的问题只是收集经验证据，而进化理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证据供我们支配。
　　这就是十九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共同持有的信念。
但是，对于思想通史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对进化的经验事实的理论阐释比单纯的事实更重要。
这种阐释并不是由经验的证据本身决定，而取决于某些具有明确形而上学特征的基本原则。
尽管人们很少承认，但进化论思想的这种形而上学倾向是一股潜在的推动力。
在一般的哲学意义上，进化论决不是近代的成就。
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其对有机生命的一般看法中，它早已得到了其古典主义的表述。
两者之间最突出的以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从形式的角度加以阐释，而达尔文则试图给予
一个物质上的阐释。
亚里士多德相信，为了理解自然的规律和生命的起源，低级的形式必须从较高形式的角度来阐释。
在他的形而上学里，他将灵魂定义为“一个具有生命潜力的自然物体之最初实现”，并从人的生命来
认识和解释有机生命。
人的生命的目标论特性被投射到了自然现象的各个领域中。
而在近代理论中，这个顺序被颠倒过来，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被看作为一个“无知的避难所”。
达尔文著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现代思想从这种终极因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
我们必须只根据质料因去试图理解有机自然的构造，否则我们什么也无法理解。
然而，质料因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只是“偶然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强调，通过这种偶然的原因不可能理解生命现象。
近代理论接受了这种挑战。
近代思想家们认为，在以往无数失败的尝试之后，他们绝对成功地把有机生命解释为一种纯偶然的产
物。
在一切有机物的生命中发生的那些偶然变化已经足以解释使我们从原生动物这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到最
高级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渐进转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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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一本全面阐述了人类文化哲学体系的书，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卡西尔一生中最重
要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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