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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是对人生的经验做全面的反省，是启迪人生智慧的学科。
人的一生中是否受到哲学的熏陶，智慧是否开启，结果大不一样。
哲学在人生中的作用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其实至大无比。
有智慧的人，心是明白、欢欣、宁静的；反之，心是糊涂、烦恼、躁动的。
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一是优秀，二是幸福，而这二者都离不开智慧。
开启智慧，才会懂得如何做人，从而成为人性意义上真正优秀的人。
也唯有这样，才能分辨人生中各种价值的主次，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从而真正获得和感受幸福。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寻一切事物的真相。
这种态度称为“爱智慧”。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检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因此，很多人开始觉醒，并且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何去何从。
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
哲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自我定位工具。
可以说，但凡与人生有关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都可以也应该从哲学中寻得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哲学代表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种试图超越平凡的现实生活的渴望，一种试图解答那些凭
人类现有思维能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渴望，一种试图求得真善美获取智慧接近真理的渴望。
这种渴望其实是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哲学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因为人类天性之中就有一种哲学的倾向，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自由，希望
能够做自己、摆脱各种束缚与压力。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要爱智慧。
哲学犹如人生的照明灯，给我们以人生的指引，告诉我们该向何处去。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痛苦和磨难，就能以恬淡平和的心态迎接沉浮
起落的人生。
    然而，深奥玄妙而抽象的哲学理论经典常常让我们昏昏欲睡。
即使勉强读完了，也是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以然。
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究竟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哲学不是学院的奢侈品，不是抽象烦琐的教条，更不是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
所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考都源于人类的生活本身，所以维特根斯说：“一部严肃伟大的哲学著作，
完全可以用笑话写成。
”    《每天读点大师哲学大全集》集合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的作品，详细地解读了他们的
哲学思想，如罗素的道德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荣格的性格哲学、马斯洛的人本哲学、阿德勒
的人格哲学、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卢梭的民主哲学，等等。
本书在立足各哲学大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其思想精髓，阐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
    当我们紧张的情绪需要释放时，当我们疲惫的身体需要放松时，当我们漂泊的心灵需要休憩时，我
们拿什么来慰藉我们的心灵，拿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我们需要一个至死不渝的朋友给我们以方向的指导和教诲、慰藉和同情，那就是哲学。
    读罗素的道德哲学，我们会明白幸福的到来不凭运气，而要努力追求。
他对身心和谐的强调，对人类感情的宽容将为我们追求幸福人生提供有益的启发。
读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我们可以最深地了解个体的潜意识，进而明白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梦，甚
至影响我们的人生。
读荣格的性格哲学，我们可以对自我的精神力量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为我们剖析自我性格与心灵层次，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为我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提供了乐观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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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斯洛的人本哲学，我们将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如何达到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体会到他
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读阿德勒的人格哲学，我们将理解人性，知道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形成性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懂得为什么自卑以及怎样超越自卑。
读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我们将了解生命的性质与人生的智慧，得到一种对人性、生命、地位、爱与幸
福的独特见解。
读卢梭的民主哲学，我们将回归于澄明而朴质天性中，重新体验人性中本就存在的淳朴与完美。
    希望通过阅读本书，你能领悟到哲学的智慧，获得启迪，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自己，
体悟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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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是启迪人生智慧的学科，它代表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种试图超越平凡的现实生活的渴
望，一种试图解答那些凭人类现有思维能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渴望，一种试图求得真善美获取智慧
接近真理的渴望。

哲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自我定位工具。
可以说，但凡与人生有关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都可以也应该从哲学中寻得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然而，深奥而抽象的哲学理论经典常常让我们昏昏欲睡。
即使勉强读完了，也是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以然。
哲学不是学院的奢侈品，不是抽象烦琐的教条，更不是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
所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考都源于人类的生活本身，所以维特根斯说：“一部严肃伟大的哲学著作，
完全可以用笑话写成。
”
丁敏翔编著的这本《每天读点大师哲学大全集》集合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的作品，详细地
解读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如罗素的道德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荣格的性格哲学、马斯洛的人本
哲学、阿德勒的人格哲学、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卢梭的民主哲学，等等。
《每天读点大师哲学大全集》在立足各哲学大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总结概括了其思想精髓，阐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
希望通过阅读本书，你能够领悟到哲学的智慧，获得启迪，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自己，
体悟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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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家在做什么    哲学家做什么工作是一个怪问题。
若想得到解答，或许要先清楚他们不做什么。
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不言而喻的。
如人体构造和功能属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对象；蒸汽机运行是热工学和机械学的范畴；我们掌握的很
多星体运动知识从属于天文学。
这些零散的认识都从属于某一门学科。
    可是一个环绕的未知领域却和这些部门连接着。
只要进入这个领域，人们就从科学走进玄想的境界，哲学就是一种探索玄想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的探索是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开始。
除去方法和边缘问题，只要某门科学有坚实的基础，就能够有一定的发展。
但探索过程并不都是这样的，它仅仅是不停地走下去，去寻找新的可用的地方。
    对哲学和玄想我们必须要区分开。
希腊人曾说，哲学是为自己服务的猎奇活动。
哲学解决不了困难，也拯救不了灵魂，因此不存在礼仪、教条和神圣存在的问题。
对待未知，人们一般会有两种态度：一是从别人已知的知识中接受；二是用科学的态度去亲身实践。
    哲学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特点是：所有哲学的定义都有争议。
假如有人问数学的定义，我们会依照字典解释为“数的科学”，无论是谁都容易理解。
有了明确的知识，任何领域都可给予定义。
但哲学不然，它不存在明确的定义。
只有从事哲学，才能明白哲学。
    对于不解之谜，人都会自己思考而不是轻信预言家的回答。
哲学的任务就是探索甚至解决这类问题。
因此，人会自问：生命是否有意义？
地球是否会老化？
历史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甚至会问，这些问题是否都无聊？
    接着的问题是：是否有规律制约自然？
自然是否会保持某种秩序？
世界是否有精神和物质之分，它们是怎样结合的？
    那么关于人呢？
人是否只是一种在不重要的行星上无依无靠地蠕动的生物？
是否会像化学品一样被任意摆弄？
是否会像哈姆雷特所说的：“人在理智上高贵，在才能上无限”？
抑或许，这些兼而有之？
    有关善与恶的道德问题即随之而来。
生活是不是可分为善恶两种？
这两种形式对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有善的生活形式，是否可以通过学习获得？
有没有看似智慧的东西实则内在恰巧相反？
    这些都是困惑人的问题，在实验室里无法得到解答。
精神状态独立的人不会轻信别人的说法。
在这类问题上，哲学史能提供答案。
研究哲学史时，我们参考前人的想法，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
因为他们对哲学的看法是对生活的一种高度概括，最终我们会根据这些有限的指点去更好地生活。
    哲学谈什么    哲学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的观念；一种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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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
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比例各不相同，只有这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在广义和狭义上都有人使用，广义上的哲学介于神秘和科学之间。
就像神学一样，它包含着人类对迄今为止还无法确知的事物的思考；另一方面它又能揭示给人们一些
理性的东西，而非传统的或启示的权威。
只要是确切的知识都从属于科学，只要是超越确切知识之外的都属于神学，在两者之间受两面攻击的
则是哲学的领域。
思辨的心灵、感兴趣的问题都是科学的不解之谜；而神学家们所谓的最完美的答案也无法令人信服⋯
⋯也许你想知道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
我们可从历史学家或孤寂的个人身份来解答。
    历史学家们认为，从人们可以思考开始，他们的很多行动都依赖于自己的善恶观与世界观、人生观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若我们要认识一个民族，就需要认识这个民族的哲学，而认识这个民族的哲学我们就要懂哲学。
‘在此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人们的生存环境与哲学彼此间相互影响。
    但是，还有一种较个人的答案。
科学为我们讲述的事物，是人类已知却有限的事物，但是当我们不能感悟到未知之事实际上如此之多
时，我们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另外，神学带来一种狂妄武断的信念，认为人类对未知的事也很了解，这导致了人类用一种傲慢的态
度面对。
不确定但却鲜明的希望与恐惧，让人感到痛苦；要想摆脱这种不确定，且继续生活，我们就必须有神
话故事来进行行安慰。
不管是忘却这些哲学提出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的解决答案，均是无益的。
或许哲学在这个时代能为人们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教导人在不确定时怎样摆脱不确定与犹豫，继续生活
下去。
    我们应如何思考    世界是探索的对象，并非人造物。
我们常常为自己的错误和幻想伤神，却又很难发现自己做错。
我们不能把错误的探索结果视作主观。
我们只需一点公．正的眼光就会注意到，错误是由人造成的。
大自然不做陈述所以不会错，而人类会在构思命题时出错。
或许这一事实正是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动机之源。
如果犯错意念是主观地与犯错的人相连接，且没有什么能够对不再犯错加以保证，那么我们就会觉得
犯错完全是一种主观意念，但这完全不对。
认为错误往往不由自主地发生与断定我们从来没正确过是两回事。
如果我们的言论和事实相符，那么判断就没有加入主观意愿。
同样，对错误的情况而言，如果我的确错了，那么“我错了”所涉及的是世界的事实。
我必须强调，与利益无关的探索具有客观性，而且，这种探索所追求的真理具有独立性，而那些坚持
真理具有主观性的人没有认识到，一旦照他们的观点行事，一切研究都不再成立。
另外，他们错认为探索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收获和用途必然与其好奇心相联系。
事实上，只有少数研究属于这一类。
实用主义的概念不能说明科学的历史。
尊重客观真理能够对那些源于主观偏见的无限幻想起到威吓作用。
    这样，我们走向了哲学思考的另一源泉。
在此之前我们只讲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题目：科学及其运作的总原则。
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除了有兴趣了解世界外，更要在世界规则内行事。
科学关注的是手段，而我们考虑的是目的。
因为人的社会性，所以必然面临伦理问题。
科学能告诉人们如何运用最好的方法达到某些目的，但却无法为人们指明我们应该追求哪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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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伦理问题，有着很多各不相同的讨论。
柏拉图认为科学的探讨和伦理的探讨最终会走到一起。
善就是知识，如果事实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但是，柏拉图的想法太过乐观。
这些知识有可能被博学的人用于作恶。
任何情况下，即便一个人懂得的知识很多，也不能说明他就一定懂得行事的伦理法则。
    因此，这是一般的理性和意志问题。
如果有人认为，这两个意志没有机会充分达成一致，那就与奥卡姆的观点——认为两种意志相互独立
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关系。
虽然理性能够、并且正在控制引导着意志和激情，但是，严格说来，是意志来选择目的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科学无法为追求的目标或采用的伦理原则提供证明。
只有最初就同意那些伦理，才可进行论证。
因此，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的行动要么必须保护他所在的社会，要么必须推进社会体系的
变革。
无论伦理前提是什么，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对采取何种行动方针进行论证与解释。
我们应该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若前提中没有“应该”，我们就无法推演出“我们该做什么”的结论
。
    很明显，现在每个人的伦理要求都不同。
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也不奇怪。
问题是能否找到在一定程度上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
为了能够被接受，这种要求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可得出结论，即若存在范围普遍的伦理原则
，那么它们必定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这与“人人平等”不同，因为它并不符合事实。
人与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只要进行伦理判断，就会避免把不同的人限制于同一范围内，比如一个人
的诚实与其年龄、性别和肤色无关。
由此，伦理问题产生了人类是血脉相通的观念。
    这种伦理性质适用于大多数有助于文明生活的原则。
没有什么科学理论能证明，为什么任意迫害别人是不好的。
我认为是不好的东西相信也能被大多数人所赞同，但我却无法为残酷为什么不好提供足够的证明。
这些是需要耗时解决的问题，或许总会有适当的答案。
但目前我们可以问问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所持的反对意见和事实是否有关，我们接着就会发现
，所谓的普遍伦理原则，实则只是一点特殊的恳求。
    前面已经提到，真正的伦理原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并不是一律平等。
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知识的差别。
这里的知识不仅是见闻，还是系统的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趋近于善，但这一观点太理性化。
苏格拉底也承认，个人的知识无论如何丰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求知。
善就是与利害无关的研究，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的伦理原则。
自泰勒斯时代起，不由自主地追求真理就被视为科学运动的伦理推动力，但这并没有触及发明成果的
使用和滥用的伦理问题。
不过这确实不可回避。
但若是将这些完全不同而独立的争论相混淆，则无助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
    于是探索者就面临双重问题：一种是不求结果是否令人欣慰，他们都要尽最大力量去探索独立研究
对象，就像伦理原则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其结论也不受制于我们的感受一样；另一种是在伦理意义
上，如何将发现用于为善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接受追求真理是善事这一伦理原则。
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从事科学研究，也不能对所有事情都不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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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必须思考和行动，但每个人都能做到允许别人对自己不想怀疑的事不作判断。
由此可见，抛开利害得失的探究是怎样与自由相连，这也是一种善。
研究型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宽容。
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是探求者将真理引进自由社会的推动器。
正是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为处于危险境地的善作出贡献。
但并不是说我们对每件事的看法都变得一致，而是说，它保证了真理大道的畅通。
不加考察的生活，的确不值一过。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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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敏翔编著的这本《每天读点大师哲学大全集》集合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的作品，详细地
解读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如罗素的道德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荣格的性格哲学、马斯洛的人本
哲学、阿德勒的人格哲学、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卢梭的民主哲学，等等。
本书在立足各哲学大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其思想精髓，阐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
    当我们紧张的情绪需要释放时，当我们疲惫的身体需要放松时，当我们漂泊的心灵需要休憩时，我
们拿什么来慰藉我们的心灵，拿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我们需要一个至死不渝的朋友给我们以方向的指导和教诲、慰藉和同情，那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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