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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与人生智慧》是根据我国大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编写的一本哲学基础教程，也是用以
提高大学生哲学素养的一本通俗读物。
它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指导，紧扣
社会现实和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特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原则，突出了哲学基础教材的思
想性、科学性、生动性。
全书共分七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和主线，内容述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
论和唯物史观以及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科技哲学、人生哲学、论辩哲学等。
　　《哲学与人生智慧》主要作为大专院校开设哲学基础课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人员自学和教师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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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早使用phiIosophia（爱智慧）和philosophos（爱智者）这两个词语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据说，古希腊人热爱运动，崇尚健壮的体魄，欣赏高超的竞技能力。
一次，菲罗斯僭主勒翁邀请毕达哥拉斯观看竞技比赛。
盛大的竞技场里人山人海，场面恢宏。
毕达哥拉斯与勒翁谈天说地，气氛和谐。
勒翁很钦佩毕达哥拉斯的知识与学问，当他看到竞技场里各种身份的人士和竞技台上身怀绝技的勇士
时，便转身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样的人。
毕达哥拉斯说：我是哲学家（希腊语哲学的意思是爱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个词。
勒翁问：“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
”毕达哥拉斯说，只有神是智慧的，人最多是爱智慧。
就像今天来竞技场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来做买卖挣钱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无所事事闲
逛的，而最好的人则是那些沉思的观众。
就如同生活中，芸芸众生多在追求名利，只有哲学家寻求真理。
　　毕达哥拉斯还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就是名利的猎手，而philosophos（爱智者）生来
寻求真理。
他明确地把爱智者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也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追求智慧的人。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
般规律的学问。
而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但智慧并不等于小聪明、机灵，也不仅仅是有知识。
既然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爱”是动词，那么哲学就是“热爱并追求智慧”的态度及行动，而不
是什么既定的知识、理论或学说。
　　那么，什么是智慧？
　　有人说，智慧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也有人说，智慧是对宇宙、人生这类大问题进行思
维判断的能力。
而思维是指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的过程，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因此，智慧是指人的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的生活小事的能力，而
是关于人生大事的思维能力。
处理生活小事的能力叫聪明，处理人生大事的能力叫智慧。
所以说，智慧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指导下，掌握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
听自然的话”，“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①苏格拉底认为，自知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智慧之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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