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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做“两希文明”。
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
一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
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
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意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
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
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
，影响别的文化。
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
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
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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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伟大的思想者和伟大的圣人总是在滋润着历史的篇章。
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里柯(Iamblichus，约公元245—325）和古罗马贵族哲人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公元480—525）两人相隔二百余年，其人生际遇、思想旨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颇为
不同；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共享着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资源，都把哲学当作人生之根本指南。
《哲学规劝录》原书以希腊语写成，作者旁征博引，或喻或证，旨在规劝人们过上一种哲学式的生活
，即理性而有美德的生活。
《哲学的慰藉》原书以拉丁文写成，作者现身说法，诗文并茂，旨在探索人生的本性、价值和目标，
劝诫人们弃恶扬善，既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又契合上帝的预知。
两书风格固有所不同，但是正好给读者提供了参较阅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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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古罗马)扬布里柯 (古罗马)波爱修 译者：詹文杰 朱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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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使用毕达哥拉斯派关于规劝的各种分析。
这个学派的弟子们最熟练和完美地追随着他们的导师。
他们将各种规劝方式划分开来，由此他们对哲学探究的规劝与其他学派有所区别。
他们只认可通过最科学的证明从前提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论，因而突出地强化和巩固了这种规劝
。
有这样一些分析：所有人都追求幸福，但是我们只有在拥有许多好东西①的时候是幸福的。
就好东西而言，有些属于身体方面的，它可能是天生就有的，如匀称、协调和力量，它也有可能是外
在的东西，例如高贵的出身、权力以及在本国的名望；另一些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例如贞洁、正义和
勇敢，尤其是智慧。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它与这些好东西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我们通过正当的行动保卫我们的福祉；这些
福祉要么来自智慧，要么来自于事物内在的能力。
但是，我们不会由于拥有这些好东西而突然变得幸福，除非它们以某种方式对我们有益处。
所以，除非我们使用这些好东西，否则它们即使摆在面前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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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规劝录·哲学的慰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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