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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哲学史上，俄国哲学不具有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那样的经典地位，也不具有中国哲学
和印度哲学那样的独特风格。
但是，俄国哲学作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19世纪以后取得了
丰硕成果，对世界现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模式的纯粹哲学标准来取舍，而是按照广义的哲学观点来看待俄国哲学，我们就会
发现，俄国哲学有其自己的思想传统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俄国哲学史中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启
发意义。
俄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早在公元10世纪古罗斯接受东正教以后，某些俄罗斯主教、大公对基督教思想的解释中，就包含着俄
罗斯历史哲学的开端。
都主教伊拉里昂的《论律法与恩典》（11世纪）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写《旧约》（律法）和《新约》（
恩典）之关系的，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教会学说和教义，而是从基督教历史哲学的观点论述了世
界历史的进程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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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哲学的理想性思维、人中心论和道德主义特点在俄国19世纪哲学家费奥多罗夫的思想中得到突
出体现。
费奥多罗夫认为，哲学不是对世界的消极反映和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追求理想之物，是改造人类和
宇宙的“方案”和“事业”。
破坏人类幸福理想的最大之恶是死亡。
在死亡仍是必然事实的情况下，人类负有使祖先复活的道德责任。
因此，哲学和历史学不是书斋学问，而是人人都应参与的复活祖先的“共同事业”。
在此，博物馆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而且是实现普遍复活之伟大事
业所必需的现实手段。
费奥多罗夫的“自然调节”和人类走向宇宙的设想也成为俄罗斯宇宙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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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凤林，男，1964年生，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哲学、东正教及基督教哲学。
发表著作《俄罗斯宗教哲学》（2006）、《索洛维约夫哲学》（2007）及译著《雅典和耶路撒冷》
（2000）、《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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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莫斯科之春，乍暖还寒。
初到第二都城的费奥多罗夫和彼得松无依无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
他们二人只有一份家教工作，不足糊口，时常挨饿。
好在时间不长，到了1867年夏末，彼得松终于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切尔特科夫图书馆助理馆员。
生活稳定下来，他便娶妻生子，忙于家务。
费奥多罗夫独自一人又到郊区的波多尔县立中学当了一学期地理和历史教师。
1869年5月，彼得松受任坦波夫省斯帕斯克地方调节法官委员会秘书，他走马上任后，便把莫斯科的家
教和图书馆员之职留给了老师费奥多罗夫。
切尔特科夫图书馆为纪念俄罗斯第一个图书收藏家亚历山大·切尔特科夫①而得名，1863年正式建成
开放，当时是莫斯科唯一一家对所有人开放的图书馆。
可以说，图书馆是一所极好的自修大学。
它较之一般大学教育更有其独到优势：这里无须记录讲义和咀嚼现成的东西，无须被动接受，而是可
以自由摄取知识和进行独立研究。
图书馆的工作为思想家费奥多罗夫的广博和独到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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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活事业的哲学·费奥多罗夫哲学思想研究》：对于从无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的自然界来说，复
活是如此必要的和如此自然的事业，就像诞生与死亡对于盲目自然界来说是自然的一样。
自然界在人子身上，在逝去的父辈之子身上，开始意识到自身，这种意识在过农村生活的人们那里应
当认为是自然的，而在脱离了土地、离开了父辈的坟墓的城市居民来说，就像对浪子一样，意识的自
然性已经丧失了；最远离自然性、最人为性的意识是学人的意识，在他们那里“父辈的神”变成了抽
象的神，“人子”变成了无规定性的“人”，这样的人获得了完全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和目的。
——费奥多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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