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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较多现当代哲学名著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和读者的这种需要。
只是受篇幅限制，还有大量的古今哲学名著未能包容进这本书。
本书在选择现当代哲学名著时不受国内学术界流行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划分的限制；根据当代西方哲
学发展的特点，本书编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较有影响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科
学哲学等方面的部分名著，共计近80余篇。
本书汇集了从柏拉图到罗尔斯58位西方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及其力作的精髓。
本书既不是哲学原著辑录或摘要，也不同于着重评论、发挥创新见解的专论，主要是根据每本哲学名
著内容提炼出来思想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介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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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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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培根  新工具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霍布斯  利维坦斯宾诺莎  伦理学洛克  人类理智论莱布尼茨  人
类理智新论贝克莱  人类知识原理休谟  人性论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霍尔巴赫  自然的体系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黑格尔  逻辑学
叔本化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克尔凯郭尔  哲学片断孔德  论实证精神皮尔士  
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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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是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代表，古利代伟大哲学家
中的最后一个人。
他出生于埃及的来科波利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阿摩尼乌斯萨卡斯学习哲学十余年。
为了了解波斯和印度的思想，曾随罗马皇帝高尔狄安三世远征波斯。
普罗提诺极其尊崇柏拉图，为了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他说服罗马皇帝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哲学家城
”，并将其命名为“柏拉图城”，后因大臣们的反对而未成。
普罗提诺严格遵从自己的哲学思想，过着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
他耻于谈论他的肉身，毕生致力于崇高理想的追求，相传曾四次达到与神合一的迷狂境界。
普罗提诺深受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犹太、印度和波斯等东方思想的
影响，他的学说是古代所产生的最确定的、结构最完善的科学体系。
    普罗提诺50岁才开始写作，他的著作由波菲利编纂而成。
波菲利将普罗提诺的54篇论文整理成6集，每集9篇，故名之为《九章集》。
    《九章集》按照共同的主题和由易到难的顺序编排而成，6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集论人，第二集论
可感世界，第三集继续论可感世界，第四集论灵魂，第五集论奴斯，第六集论太一。
一、太一  普罗提诺认为，太一、奴斯和灵魂这三个最高实在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其中太一是
最高实在，奴斯和灵魂源于太一，最终又回归于太一，这三个实在彼此有差别但并非相互隔离，而是
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演化阶段。
太一是原初的、本真的存在，是所有其他存在的目的和源泉。
    太一首要的特征是超越性。
柏拉图在解决希腊哲学传统的中心问题时，将理念作为最高的存在。
普罗提诺由此更进一步认为，在理念世界之上还有太一，太一是万物的终极来源和最终归宿，太一的
超越性和无限性被推向了极端，同时，太一与可感世界之间的距离也被无限拉大。
太一不仅超越了这个世界，也超越了理性、心灵以及我们的一切认识范畴。
普通的认识是建立在形式和概念之上的，但太一本身是无形式的，是自身统一的，日常的概念是通过
理智来进行的，概念的对象是多而不是一。
此外，太一也不属于存在，是无属性的，所以，要想认识太一，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可能指的是对太一直接的、肯定的、明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要认识太一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认识方式，即否定的认识方法，我们只能说太一不是什么，因为任何的
肯定都是对太一的无限性和超越性的一种限制和否定，只有这种否定的方法才可以帮助我们间接地趋
近于对太一的认识。
普罗提诺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太一不是万物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事物，也不是质，不是量；既
不是奴斯也不是灵魂；既不处于运动中，也不处于静止中；既不在空间之中，也不在时间之中；它自
己规定自己，它在形式上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无形式的，存在于形式之前，存在
于运动和静止之前。
   尽管对太一的正面认识是不可能的，但间接的认识还是可以的。
因为太一是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太一会在世界中显示出自身来，我们可以用我们微弱的理智，通
过象征、比喻和类比来间接地认识太一。
对太一的称呼主要有如下几种：神、善、超越美的美、超越善的善等等。
“太一”本身是用“一”(the One)来表示的，但这个“一”绝对不是普通的数词，因为无法表述的太
一实质上是绝对的无，但当时希腊语中没有表示⋯0’(零)的符号。
所以，只能把一称作是一切数的否定，它排除了可分性。
对太一的不同称谓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太一的基本内容。
    太一虽然是超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外在性，当然也不意味着完全的他者，因
此，太一除了超越性，同时还有内在性，是二者的完美统一。
宇宙存在于灵魂之中，灵魂包含于奴斯之中，奴斯依次又包含于太一之中，太一包含了所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名著提要>>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内在性，才使太一与这个世界重新联系了起来，也使我们认识太一有了可能。
太一内在于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存在内在于太一，这是一个相互的内在。
正因为这个基本事实，才引起了所有的存在对善的渴望，也即向太一的回归，这个太一包含了所有的
存在，并居住于所有的存在的内心之中，太一因此成为生活的目标。
太一是最高的实在，是万物的原因和目标，但太一并不和其他一切存在发生任何关系，它只是它自己
。
但这样的话有两个问题将无法解决：要么世界的创造活动不是由太一完成的，要么根本就不存在世界
的创造过程。
普罗提诺提出了一种比较生动形象但理论上缺乏推敲的解决办法即“流溢说”。
他认为太一是最完美的原始权能，是最完满的现实，如同水满则必然流溢，怀孕则必然生育一样，太
一由于自身的盈满也必然要向外流溢，向外喷射，这种流溢就造成了世界的生产和被创造。
这种流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在这种流溢过程中太一并不需要任何的倾向、意志或运动。
又因为太一本身是永恒的、永远完满的，所以，这种流溢也必然是永恒的。
二、奴斯    太一流溢的第一阶段或者说太一的第一个流溢产物是奴斯，具体的流溢过程是神秘而不可
知的，我们只是知道这是太一在自我追求中，通过反观自身而产生出了奴斯，奴斯最接近于太一，因
此它是太一最完好的映像，它保存有许多太一的性质，很像太一，如同阳光之于太阳一样。
但奴斯依然不是太一，它是个别的和有区别的存在中具有最高实存性的存在，因此，奴斯也被称为太
一的头生子、第二个神、第二个神圣本体等等。
    从奴斯这里，多样性开始出现了，因为，奴斯无法承受太一喷射到它身上的力量，因此就被打破了
，这种力量使奴斯变成了碎片，成为多样性，多样性的出现使奴斯产生了与太一明显的差别。
奴斯是通过理智来认识的可知世界，理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有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思想者和被思想者
之间的区别，这是导致“多”出现的一个原因。
但普罗提诺同时又认为，这种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思想和被思想者虽有区别，但同时又是同一的，因
此，奴斯的思想本质上就是对其自身的思想，奴斯和奴斯的对象、奴斯的领域以及真正的存在都是同
一的，它们构成同一种东西，是原初的存在。
  作为太一之下的最高实在，奴斯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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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西方哲学源远流长，从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第一位希腊贤哲泰勒斯起，迄今已跨越了26个世纪
，大致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以及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当代哲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哲人们留下了无数的典籍，储存了丰厚的思想内容，构成了西方文化宝库的重要内
涵。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学习和了解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典籍，已成为大家的共
识，我们编撰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这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这里我们先就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路提出一些看法。
                                一    在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哲学和宗教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哲学也和宗教一样在
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是各不一样的，西方哲学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思路。
西方哲学起始于对宇宙万物“本原”(或译“始基”)的探求，即从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出发，寻求万
物生成变化的始源、起点，这意味着想要从个别、具体之中寻求普遍、一般，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
、共同性，开创了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的追求。
西方哲学由本原论又逐步发展出关于“存在”或“是”的理论，即汉译为本体论(ontology)的学说，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当推柏拉图的理念论。
理念论阐述的是超感知世界的原理，它是建立在可感知世界与超感知世界这样两个世界划分的基础之
上的。
这种把世界二重化即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当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设定，这个理论不仅是柏拉图的而且也
是整个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我们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理解西方哲学来说，懂得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往往会从常识、从日常生活经验、从素朴实在论的视域来读书，而按照西方传统本体论的观
点，常识、经验、感觉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恰恰要求我们超越常识超越经验超
越感觉世界，从超感觉世界中寻求真实的存在、永恒的真理。
这样的存在和真理是以概念、范畴的形式表达的，这种概念、范畴是排除感觉经验的纯粹的普遍的逻
辑概念、范畴，是通过逻辑论证推演出来的。
所以，西方哲学是重逻辑的，本体论就是用逻辑方法建构起来的概念范畴体系。
从柏拉图经笛卡儿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形成了一个超感觉的思辩王国，哲学家们在这里殚精竭虑，他
们提出的概念、使用的话语令生活在可感世界中的人们难以理解是毫不奇怪的，对于生活在中国文化
背景中的中国人来说就更难理解了。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有追根究底的形而上的探求，但没有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二重世界的划分，也
没有开辟出超感觉的纯粹思辩领域，并不注重逻辑和概念范畴体系，没有形成柏拉图式、黑格尔式的
本体论，中国文化以自身独特的理路塑造中国人的思维和阅读、理解的模式。
懂得二重世界的划分也是理解黑格尔之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前提，因为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
的出发点正是反对这种二重世界的划分，并由此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要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必须理解和把握本体论或存在论,而传统本化论又与实体要领特别相关。
虽然哲学家们的实体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实体都是他们的本体论的基石或核心，而这一点是亚里士
多德在他的第一哲学即形成上学中明确表达的，在那里他把实体看作存在之为存在的核心，是首要意
义上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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