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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哲学史》一书，是教育部师范司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专升本”教材
。
旨在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高中学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素质。
本书参编人员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审查选定。
　　为适应“师范专升本”学员在职、成人、自学为主等特点，本书力求观点鲜明、内容精当、线索
清晰、重点突出、篇幅适中、文字简洁、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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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师范司规划的中学都是“专升本”教材之一。
全书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6-18世纪西欧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以德
国古典哲学五部组成，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线索，注重各派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比较
完整、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理论。
    本书可供中学教师“专升本”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和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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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论　　高尔吉亚（约前483一前375）是智者派的另一位代表，著名
的修辞学家、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他是西西里岛的里昂提利人，传说是恩培多克勒的学生。
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曾代表他的城邦出使雅典，在修辞学和演讲术方面在雅典颇负盛名。
　　高尔吉亚在《论不存在者和自然》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三个著名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
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
”①　　第一个命题的论证。
首先他假定“有物存在”，那么它不外乎是三种情形：该物是不存在者；该物是存在者；该物既是存
在者又是不存在者。
他认为这三种情形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说该物是不存在者，等于说存在者和不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这是荒谬的，而且说不存在者存
在，也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说该物是存在者，那么它一定或者是派生的，或者是非派生的，或者同时既是派生又不是派生
的，然而这三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首先，如果说存在者是派生的，它只能从存在者或非存在者中派生。
但是，说存在者从存在者中派生，就等于说自己派生自己，也就是没有派生；而说存在者从非存在者
中派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中不能生有。
其次，如果存在者是非派生的，就等于说它没有开始，是无限的，而无限的东西是没有处所的，没有
处所的存在物也就是不存在。
再次，说该物既是派生的又不是派生的，也不能成立。
上面已经证明，该物不是派生的，也不是非派生的，所以结合二者的第三种情形也不能成立。
总之，“有物存在”的命题不能成立；“无物存在”的命题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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