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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的童年》是杨适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书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了西方哲学在其“童年”即在古希腊时期从萌发产生到亚里士多德正
式形成哲学学科的发展线索。
该书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别具一格，并在经过分析和论证而得出的理论观点上多有创见。
本文仅就该书作者为自己的研究所拟定的六条约法和规则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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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适（曾用名杨克明），安徽当涂县人。
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暨原创文化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马克思原著、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中西原创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 （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读马克思》 （四川
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哲学的童年》（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2000年
），《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另有主编《原创文化论丛》第1—4辑（中国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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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解 前言 一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目的何在？
 二研究哲学史应着重线索的理解 三对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如何理解 四我为自己当前研讨所
拟定的某些方法和规则 五关于哲学史分期问题的一些理解 第一编西方哲学在古希腊从产生到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第一部分哲学的产生问题 第一章“哲学”在古希腊的本义 第二章哲学得以产
生的思想前提：原始的思维和神话世界观 一原始思维的根本特点 二原始思维的历史基础和神话宗教
世界观的产生 三古希腊哲学同原始神话世界观的关系 第三章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向哲学转变的原因和
条件 一略论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说明 二马克思恩格斯论希腊人向文明过渡的特点 三对于哲学产生问题
的大体原则的说明 第二部分原始素朴哲学 第一章希腊世界的形成和希腊城邦制度的兴起 第二章米利
都学派 一泰勒斯 二阿那克西曼德 三阿那克西美尼 四对米利都派发展的小结性考察 第三章希腊历史在
公元前8至前6世纪间的变动和新问题、新思潮 一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的形成 二经济和
政治斗争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三新的社会思想以及宗教意识的变化 第四章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 一毕达
哥拉斯派的特色和有关它的疑难 二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团体的阶级地位和倾向问题 三哲学与生活、
宗教意识 四毕达哥拉斯派哲学的基本面貌和问题 五以量代质，以数的规定性代替质的无规定性——
向普遍规定的世界观和抽象思维迈进的重要一步 六数和感性事物的关系 七数与对立面及其统一和谐
的关系 八如何评价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想——对立面的和谐的社会意义 第五章赫拉克利特：原始素朴
哲学的光辉顶点 一研究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意义和特殊困难 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含义 三世界
秩序：一团永恒的活火 四对立统一是世界的普遍规律 五赫拉克利特论生死和灵魂 六赫拉克利特论宗
教和神 第六章小结性的分析探讨：原始素朴哲学作为一个发展的圆圈是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开端 一哲
学史“开端”的含义和确定 二原始素朴哲学作为哲学史的开端，是一个在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发展中所
形成的有机总体 三从整个哲学史发展来看原始素朴哲学作为“开端”的意义和它的局限 第三部分希
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发展——从巴门尼德直至亚里士多德 第一章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希腊精神 一希腊
文明中心移回本土和雅典与斯巴达的发展 二雅典帝国的繁荣和伯利克里时代 三希腊和雅典的衰落 四
古典希腊的自由与冲突所形成的思想特色 第二章巴门尼德和爱利亚派：古希腊哲学发展中的一次重要
转折 一巴门尼德的生平年代和思想来源” 二巴门尼德论“研究真理的途径”：哲学中最初逻辑思维
的出现，以及思维逻辑和客观逻辑不分的朴素观点一 三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
用纯概念表示的本体论体系 四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是哲学走向科学的起点 五芝诺和麦里梭的发展的
意义 第三章古典时代上升时期各派哲学的交错发展和主要问题“ 第四章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
和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一巴门尼德以后哲学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拯救现象” 二恩培多克
勒 三阿那克萨戈拉 四阿尔刻劳 五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六简要的小结 第五章智者文化、普罗泰戈拉
和高尔吉亚 一哲学研究的中心由“自然”转向“人”的重大变化 二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智者 三新
的社会历史观和“人”观 四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及其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 五高尔吉亚
对巴门尼德“存在”论的逻辑分析批判 第六章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古典希腊的衰落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
的性质、起因和结局 二在历史变动中希腊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第七章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一生平著述和思想来源 二留基波：原子论的产生 三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四德谟克利特的认识
论学说 五德谟克利特和他的时代 第八章苏格拉底对于“善”的哲学追求 一苏格拉底所自觉的使命与
他的命运 二略论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特点和时代实质 三研究苏格拉底的某些困难和我们的处理方法 
四人生和哲学的要义是认识人自己，而人自己的本质是灵魂的“善” 五苏格拉底的方法 第九章所谓
小苏格拉底各派的哲学 一犬儒派 二居勒尼派 三麦加拉学派 第十章柏拉图前期的“相论”哲学 一柏拉
图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二柏拉图哲学的思想来源 三真实存在的本体是普遍者：“相” 四柏拉图前期“
相论”对普遍者的理解是形而上学的 五柏拉图前期的“辩证法”——获得抽象的普遍者（相）的逻辑
方法 第十一章柏拉图后期在哲学上的变化和“通种论” 一哲学的真谛是“爱情”：凡人对不朽的真
善美的爱情和追求及其方式 二《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对自己前期相论的批判，以及前期“辩证法”
的发展 三在《智者篇》里的后期柏拉图的“通种论” 第十二章柏拉图及其学派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
日益融合和神创造世界说 一柏拉图哲学的最后形式 二柏拉图同毕达哥拉斯派学说的关系的发展过程 
三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考察柏拉图后期哲学中“相”和“数”的关系 四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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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质料”？
 五《菲力布篇》中哲学的（或神学的）创世说的四元素框架 六一个简略的小结 第十三章略论智者，
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一智者的哲学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发展线索里
有承先启后的转折点的意义 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与柏拉图相论的异和同 第十四章亚里士多德哲学（
上） 一评价问题 二我们研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首先应注意他的哲学体系和方法的关系 三为什么亚里
士多德认为有必要批判柏拉图？
 四《范畴篇》中对本体的初步探讨和规定 第十五章亚里士多德哲学（下） 一第一哲学的总问题 二“
四因”说的由来和意义 三在进一步分析“存在”或“是”中确定哲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什么是本体和
研究什么是逻辑的根本原理 四“本体”的含义和确定它的标准 五关于形式和质料的问题 六关于潜能
和现实的学说 第十六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同他的逻辑学 一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本体论同逻辑的一
致 二亚里士多德研究逻辑学的大体过程 三科学与哲学、本体论和逻辑的本质，都在于事物有其必然
原因，因而它们能够相通和一致 四对普遍必然原因如何探求和确立的过程 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小结
性探讨：他的哲学同他研究哲学的方法 哲学和人类思维发展的童年——第一编代总结 一古希腊古典
时期的哲学也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它同原始素朴哲学的关系 二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同宗教和科学
的关系 三人类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的关系 [附录]资料来源和参考所用的文
献书目 一资料来源 二其他文献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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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已作过研究，有重要发现，他们甚
至想到了数和对立面的关系。
但是他们把数量规定当做本原，把事物的质、性质、状态以及各种对立的规定和界限、对立面的和谐
。
等等，都归结消解为数和量；而这种抽象的数量自身，本来既不是事物的质，也不是事物中对立面统
一的本质，因而不能运动变化，只是一些静止的规定；因此，他们勉强地企图在数量的基础上解释世
界和万物，也无法说明运动。
所以赫拉克利特批评毕达哥拉斯的智慧是牵强附会的。
现在赫拉克利特重新返回到现实的感性世界，火与万物都有质的规定，同时他着重揭示了万物的质的
多样性在本质上只是对立（它们都是“火”向反面转化而不断生成的，万物也彼此在向反面转化中产
生），这种种对立，既使万物在质、性质、状态上相互区别开来，又使它们相互联系，在运动中成为
同一、统一的东西。
 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企图解决米利都派不能解决的矛盾，即如何把不同质的事物归结为一个物质本原
（它只能有一种质，或者迫不得已，只能说它没有定质，是“无规定者”），但是他用脱离质的数量
来解释并不成功。
现在赫拉克利特则相当深刻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火”作为物质性本原虽然也只有某种质，但若从本
质上看，它又包含着自身中的对立面，因而能运动，并能通过运动使自己变成另一种质的东西（水）
，然后通过不断的对立面转化，成为有万千殊质的事物。
质和质之间的不能相通（米利都派），现在相通了，彼此通过转化统一起来了。
因而那唯一的本原现在可以与万物一致。
这是对立转化中的、运动中的一致。
这就克服了米利都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缺陷，使哲学达到』一个新高度。
在这里，赫拉克利特是由于抓住了世界和万物中的本质规定（对立统一）才取得进展的：质的规定只
是直接的感性规定；量的规定也只是表面的规定性，虽然带上了普遍性，却是外在的；只有对立面转
化统一，才透过质和量的直接性进入到事物内部，进入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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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的童年: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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