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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玛多尔，我常常有好多话想说给你听，但我始终都是一忍再忍，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因为作
为你的父亲，我已经给你带来了很多困扰，更别提我还时常会仗着哲学家的身份给你火上浇油（我猜
你有时肯定会在心底抱怨：我怎么会摊上你这个哲学家爸爸！
）。
我明白，孩子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而且我也不想再遇到我的一个加利西亚1朋友这样的经历：有一
天，他跟他五岁的小儿子，安静地坐在岸边看海。
突然，小鼻涕孩儿满怀梦想地说：“爸爸，我想跟你和妈妈一起出海，开条小船在水上散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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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父亲对15岁儿子的长篇独白，提出如何能过上好生活的建议——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别有深
意，并会时不时打动人心。
这是一本可以对孩子成长持续起作用的书，一本可以与孩子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共同分享的书，一
本所有的孩子、父母、学生、老师都应一读的书。
　　本书首版于1991年，现已译成近30种语言，发行30多个国家，单在西班牙已重印60多次。
本书曾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一起被评为“20世纪20本最有影响
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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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Fernando Savater，1947- ），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
，被誉为“西班牙的萨特”。
欧洲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被称为“西班牙的拉什迪”，2000年作为BastaYa民众运动的代言人
获Sakharov人权奖。
另外还曾获Anagrama奖、Fernando Abril Martorell奖、Cerecedo Cuckoo奖、奥尔特加·加塞特新闻奖等
。
2003年5月曾代表西班牙与哈贝马斯、德里达等7位公共知识分子一起联名发表文章，挑战美国霸权，
呼吁打造核心欧洲。
主要作品有：《尼采的思想》、《伦理与政治》、《教育的价值》，其中最有名的为普及性的《哲学
的邀请》与《伦理学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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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伦理学的起源　　有些科学研究，只是出于了解新事物的兴趣；另有一些，是想掌握制
作或使用某物的技能；总的来看，大部分都是为了得到一个工作岗位并以此谋生——如果我们感觉不
到钻研这些东西的好奇和必要，大可将其忽略不计。
很多知识都非常有趣，但要没有它们，人们一样能过得轻松愉快。
就拿我来说，既不懂天体物理学，也没有做细木工活儿的手艺——对好多人来说，它们能给他们带来
多么大的满足呀——可这并不妨碍我活到今天。
而你，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足球踢得溜溜转，却对棒球一窍不通，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你照样开开心心地看着世界杯、美洲杯和各种各样的这杯那杯。
　　所以我想说，有些东西可以学也可以不学，只是一个愿不愿意去学的问题。
由于没有人可以掌握一切（更不用说懂得一切），我们只能谦逊地作出选择，正视自身的懵懂无知。
不懂天体物理、不懂细木工活、不懂足球，甚至不会读书写字，仍然可以生存，尽管生活状况可能会
糟糕些，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地球照样转，太阳照常升起。
不过，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从六楼阳台跳下去，对身体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吃钉子（冒犯
遵从苦行主义的苦行僧人们了！
）和氢氰酸也不能让人长生不老，或者如果每次碰见邻居都拳脚相加或怒目相向，不仅自己感觉不好
，早晚也会引发事端。
类似这些事情，乍看上去似乎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足轻重，其实非常重要，活着可以有很多种方
式，但有些方式却让人不能好好地活，说得严重点就是没法去活。
　　总之，在所有的智慧当中，至少有一种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判定哪些事适合做，哪些事不适合
去做，这里所说的事，包括食物、行为、态度在内。
当然，我所说的“适合”，是建立在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人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世
界，那他的确可以喝些碱水，或者到处惹是生非，给自己树下死敌。
这里，我们把自杀的趣味尊重地放在一边，先假设大家都愿意选择继续生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适合这一目的的事物称为“好”（因为我们感觉“好”），而把所有让人感觉不
好的事物称为“坏”。
弄明白什么是适于我们的，也就是分辨好坏，正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试图寻求的能力——不管需要付出
什么样的代价。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有些东西对身体有好处，有些东西对身体就没有好处，所以必须掌握什么应
该吃、什么不应该吃；或者说要明白，火可以用来取暖，也可能烧死人，水可以解渴，也会把人淹没
。
但在有些时候，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比如某些药物能够提神醒脑、制造快感，但若持续滥用，就会让
人上瘾中毒，难以自拔。
它们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况下是“好”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就是“坏”的，也可以说：它们既适合我们
，也不适合我们。
这种界限模糊的情况，在人际关系中更容易发生。
一般说来，撒谎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语言中的信任——我们活在社会之中必须说话——使人变
得敌对不和；但有时它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好处，甚至是给人帮忙，比如对无法治愈的癌症患者，是告
诉他们真实的病况呢，还是让他们在谎言的抚慰下无忧无虑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撒谎固然不好，这时却也能办成好事。
再比如，跟人吵架一般说来也是不合适的，但我们能借口明哲保身就容忍一位少女在我们眼皮底下受
到凌辱吗？
另一方面，对于总是说真话的人，不管是谁，大家往往都会对他多多少少抱有一点戒备之心；或是认
为，插手印第安纳·琼斯计划的人，哪如呆在家里吹吹口哨悠闲自在，结果弄得头破血流，又是何苦
来着。
总之，好可能是坏，坏可能是好——人世间的事，从来也没个准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伦理学的邀请>>

　　但在生存问题上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在“该做什么”这一点上，有很多相对的准则。
在数学和地理学上，我们可以区分有知者和无知者，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但在生存问题
上则正好相反——没有统一意见。
如果一个人想过充满激情的生活，他可以去开F1赛车或是爬阿尔卑斯山；如果他想选择过一种安静稳
定的生活，那就只能在街角的影碟店中去寻求刺激。
有些人说，最高尚的是为别人而活，但也有人说，最好是让别人都为自己而活；有些人认为赚钱才是
正道，也有人对用牺牲健康、闲暇、真爱、宁静换来的钞票不屑一顾。
受人尊敬的医生们一再指出，远离烟酒才能长寿，可是酒鬼烟鬼们则坚持反驳说，没有这些，他们的
日子才是漫长难耐⋯⋯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我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在所有观点上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意见又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的生活，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他自己想要的
那种样子。
如果日子全然确定、无比糟糕且无法调整，那么这些争论也就都没有意义可言。
没有人会去讨论石头该向上还是向下掉——肯定是向下，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海狸在河湾里捕食，黄蜂搭建六角形的蜂巢，没有人见过海狸去筑巢，也没有人见过黄蜂去水里捕食
。
在其生存环境下，每种动物似乎都清楚地知道，什么对自己好、什么对自己不好，在这上面它们不会
存在任何困难或有任何迟疑。
在大自然中，没有哪种动物从本质上来说是“好”或“坏”的，也许苍蝇会觉得布下陷阱想吃自己的
蜘蛛很坏，但蜘蛛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里我要给你讲一个惨烈的故事。
你知道白蚁吧，在非洲，它们常常会建起几米高、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蚁巢，远远看上去显得特别壮观
。
由于没有其他昆虫用以防身的硬壳，身体柔软的白蚁就把蚁巢当做抵挡其他敌对的强壮蚁群的共同盔
甲。
但有时因为洪水泛滥或是大象的出现（大象喜欢在蚁巢上磨牙，这有什么办法），蚁巢就会倒塌。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工蚁就会马上出动，迅速重建它们被毁坏的堡垒。
如果有庞大的敌对蚁群发动攻击，兵蚁们也会全部出动进行誓死抵抗。
由于体型和武器都无力抗衡——进攻者会用它们强有力的颚横扫一切，兵蚁们只能靠挂在敌人身上来
阻止其前进的脚步。
反应迅速的工蚁重新建巢并将之关闭，但是这样一来，也把英勇的兵蚁给隔绝在了门外。
这些小可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同伴的安全，难道它们不配至少得到一枚奖章吗？
难道不该公正地对它们称赞一声勇敢吗？
　　让我们换个场景来继续这个话题。
在《伊利亚特》里，荷马讲述了赫克托耳的故事。
尽管这位特洛伊城最骁勇的战将心里明白，暴跳如雷的阿卡亚冠军比他强壮得多，并且很有可能会杀
掉自己，然而他仍然站在城墙上，坚定地等待阿喀琉斯的到来。
他这样做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将家人和臣民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没有人怀疑赫克托耳是位大英雄，一位真正的勇士，但他的英勇，跟兵蚁们相比，难道不是同样的方
式吗？
可是它们已经演过并且还将继续上演千百万次的事迹，却从来没有一个荷马加以吟唱。
难道他所做的跟无名小蚁不是完全一样的吗？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的行为比虫虫们的更加真诚而艰巨？
这两种情况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很简单，区别在于：兵蚁们必须去战斗、去负伤死亡，在这中间，没有办法可以折中（就像蜘蛛
必须吃掉苍蝇一样）；而赫克托耳迎战阿喀琉斯，却是出于自愿。
兵蚁不能开溜、叛逃，不能起义、拒战，也不能让“别蚁”代替自己出征：大自然已经设定好它们必
须完成这项英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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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托耳则不同：他可以托词身体不适，可以假称精神不济，也许臣民们会认为他懦弱、无耻，或是
问他想到了什么别的迎敌计划，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可以拒绝做一个英雄。
不管大家对他施加多么大的压力，他总是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逃脱自身的责任。
他并非生下来就被“设定”成为英雄，没有人会天生如此，正是这一点，才凸显出他的行为的光辉所
在；而也正因如此，荷马才会用史诗般的热情为他到处传唱；同时，我们也因为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
，而把他跟白蚁区分开来，对他刮目相看。
　　经过抽丝剥茧，我们终于抵达了这团乱麻的中心：自由。
动物（现在我们不讨论矿物和植物）没有办法摆脱大自然给它们设定的命运，而去自主选择成为什么
、该做什么，它们不能逃避，也不必受到嘉奖，因为它们并不知识如何用另一种方式去履行职责。
这种被动的命运，无疑为它们节省了很多伤脑筋的时间。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人类也是被大自然设定好的，我们注定要喝水而不是碱液、无论多么忧心
忡忡终究难逃一死。
另外一种“文化”程序虽然显得不是那么专横，但也同样起着决定作用：思想被语言给定的形式所限
制（一种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语言而非我们个人的创造），我们都是在某种传统、习俗、行为习惯、
传说中受教育长大，一句话，我们从摇篮中便开始被灌输遵从一些“忠诚”而非另一些，所有这些教
导都很沉重，同时也使得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变得可以预知。
例如赫克托耳，我们刚刚谈论的那位，他的天然程序使他感到保护、隐蔽、合作的需要，这是在他的
特洛伊城中多少总能得到的利益，同样也可以理解他对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和小儿子无限
的柔情，那是出于血肉相连的纽带关系。
从文化上来看，他自觉是特洛伊城的一分子，与大家有着同样的语言、习惯、传统。
此外，他从小便接受教育要做一位捍卫自己城邦的勇者，并被告知懦弱是可耻的，不是好汉所为。
如果背叛了他的臣民，赫克托耳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众人的鄙视，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惩罚。
所以说，他的行为同样可以认为是被设定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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