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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传统的宗教与伦理与、科学研究，这两点使得我们确立了基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也少不了这两点，只是在每个哲学家的体系中它们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但是缺
少了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称之为哲学。
　　哲学这个词被人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提及，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
我对这个词的使用都是基于对它广义上的理解，下面我就谈谈我的这种理解　　在我的理解中，哲学
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
它与神学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包含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思考；它与科学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理性地
看待事物，而不是一切都遵循权威，无论是哪种权威。
我认为，凡是能够得到确切认识的知识都属于科学；凡是不能得到确切认识的知识都属于神学。
但是还有一片领域，它既不属于科学范畴，也不属于神学范畴，双方都不承认它，并且还攻击它，这
片领域便是哲学。
哲学家们最热衷的那些问题，科学根本给不出一个答案；神学家们给出的答案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
宇宙为何存在？
它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它是在朝着某个方向演进吗？
自然规律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承认自然规律存在是不是因为人类骨子里有一种热爱秩序的天性？
天文学家眼中的人类不过是碳和水化合而成，爬行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星星上的东西罢了。
那人类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还是哈姆雷特眼中那样的呢？
或者两者兼有？
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贵贱之分吗？
假如有的话，高贵的生活都包含些什么？
如何才能得到它们？
善良会被人们永恒地追求下去吗？
换个说法，如果灭亡是宇宙必然的结果，那善良还值得追求吗？
智慧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还是不过是浓缩了的愚蠢？
科学家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现代人对于各派神学给出的信誓旦旦的答案则是
满腹疑团。
哲学的任务便是研究这样的问题，不过只是研究而不是解决。
　　既然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呢？
下面我将以两种身份，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
从历史上来看，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善恶、是非的认识是他们行动的指南，也是许多影响人
类发展的大事件的行动依据。
我们今天同样还是如此。
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当我们试图去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身上便
有了哲学家的影子。
人们的生存环境与他们的哲学是互相影响的，这种影响千百年来都在进行着，这也是本书要研究的主
题。
　　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人，苍茫宇宙中一个渺小的人。
相对于浩瀚宇宙来说，我们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安于现状，不去想那些我们
还不了解的问题，人们将变得固步自封和麻木。
而神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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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带给我们的信念是主观的、武断的，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却偏要给它下一个定义。
这是自欺欺人，这样做只会让人变得无知、傲慢。
面对哲学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刻意回避还是不懂装懂都是无益的。
怎样让人们在不回避的情况下，安心地在这些问题面前生活下去，并不受困扰，这就是哲学能为那些
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事情。
　　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有别于神学的哲学开始出现。
基督教兴起与古罗马灭亡使得这种哲学被神学兼并。
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哲学迎来了第二个伟大的时期。
这期间天主教会支配着一切。
这段时期的哲学发展是混乱的，混乱最终导致的结局就是宗教改革。
从十七世纪开始直至今天，是哲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传统的宗教依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已经开始
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挑战；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宗教便会相应的进行改造。
这段时期内的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场上非常正统，并且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比教会重要。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古希腊，人们对城邦制的那种忠诚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亚里士多德试图发现比城邦制更好的体制，
但是没有成功。
对城邦制忠诚就意味着要牺牲个人自由，不过各地牺牲的程度不同，斯巴达的个人享受的自由比较少
，类似于今天的德国和俄国；雅典则不同，那里的个人除了极个别时候会遭到迫害以外，享受的自由
是最多的。
古希腊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国家和宗教的热诚之上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当时的
伦理体系与人们的生活非常匹配，同时有很多政治的元素掺杂在其中。
后来希腊被马其顿和罗马征服，他们当初城邦制时期的那套伦理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于社会了。
旧的伦理体系逐渐被淘汰，新的伦理体系取而代之。
新的伦理体系中社会性减弱，个人自由大大加强。
斯多葛派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忠诚与否，这种关系只存在于个人灵魂与上帝之间。
这些理论为以后基督教的上台铺好了道路，因为基督教在一开始和政治毫无关系，在它最初的三百多
年里，根本影响不到政府。
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的整整六个半世纪里，社会稳定靠的不再是城邦制时期的忠诚，而是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最初来自军队，后来来自集权中央。
罗马创立了军队、道路、法律和官吏，并在之后用强制力维系了一个帝国的稳定。
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哲学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罗马根本就没有哲学。
　　在这个被集权统治的漫长时期里，古希腊时期那些自由的观念被分解，其中我们认为富有理性的
那一部分因为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遭到抛弃，而那些含有宗教元素的部分被基督教选择性地吸收进自
己的教义。
就这样，希腊的思想与传统被基督教兼并。
　　基督教普及了这样一个道理：相对于国家，人们更应该去忠诚于上帝。
这与苏格拉底的“相对于人我们更应该服从于神”的观点相似。
这种观点得到了早期基督徒统治者的认可，并得到了传承。
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都传承了这份认识。
这种忠于宗教大于忠于哲学的思想，现今仍然存在。
　　西欧的文明进程被野蛮人的入侵破坏，一度中断了六个多世纪。
但是爱尔兰是个例外，它一直抵抗到九世纪才最终被丹麦占领；被占领之前的爱尔兰还诞生了一位伟
大的人物：司各特·欧里根纳。
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已经凋谢。
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除了在艺术上增加了一种传统和制定了罗马法典以外，东罗马没有给
世界创造更多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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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纪至十一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西罗马，基督教关于忠于上帝甚于忠于国家的言论引起了冲突，表现形式就是代表上帝的教会同代
表国家的国王之间的冲突。
教皇的权势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遍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大不列颠、爱尔兰、德国以及斯堪的纳
维亚地区和波兰。
之前教皇能控制的权力范围仅限于意大利与法国南部。
十一世纪末之后，教皇逐渐取得了上述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在西欧，教士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只听从罗马的指示，疯狂而又贪婪地追逐着权力；一直到
十三世纪，教会通常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胜利的一方。
征服一个国王、一个国家，这并不仅仅是基督教传播的胜利，还是地中海统治者与北方蛮夷之间的另
一次冲突的胜利。
教会的统一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统一，它体现在各个方面：祷文必须是拉丁文，首脑人物必须来自意大
利、西班牙，或者法国南部。
教育全是古典的。
教会在当时既代表着对传统的继承，又代表着当时文明的最高成就。
　　然而，教会的权威与世俗王侯们手中的权利有矛盾。
对于征服者们来说，那些法律制度显得沉闷而又迂腐，事实确是如此。
国王必须将手中的一部分权利分给封建贵族，他们的品行同样低下。
这些暴虐的君主同样会向上帝祈祷，同样会忏悔。
但是教会与国王都没有取得对方的信任。
国王与贵族手握兵权，为什么要听从于教会的那些书呆子呢？
如果不让他们烧杀抢劫，不让他们饮酒、恋爱，那手中的权利不就形同于一张废纸吗？
因此，不顾教会反对，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地进行决斗和比武，还发明了马上比武与恋爱的新花样。
甚至，他们会失去理智，杀死平时不敢惹的教士。
　　尽管国王手握兵权，但是教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一方面它把持着教育，一方面国王之间经常互相残杀，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国王与人民
都相信教会决定着一个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教会把人们原本效忠国王的责任解除了，改变为效忠上帝，这也鼓励了人们去反抗国王的统治。
教会自己的体系已经足以代替政府，使得政府的存亡无关紧要。
最愿意看到这一点的是商人。
这一点在意大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影响深远。
　　条顿人不仅在政治上想从教会那里争取一点自主的权利，艺术上、战争上，还有骑士道方面，他
们也在争取。
但是他们没有在知识方面争取自主，因为教会把持着教育。
中古时期的哲学是片面的，它们反映的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不过是一家一派的思想罢了。
教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许多教士为了种种原因都对教皇不满。
将文化普及到大众中，在这一方面意大利要比阿尔卑斯以北地区领先好几百年。
腓特烈二世曾经尝试着建立一种自己的宗教，这是反教会最极端的做法；托马斯·阿奎那诞生于那不
勒斯王国，他是教廷哲学的典型代表，影响至今。
但丁在大约五十年之后将中古世纪的哲学做了一个综合，这也是中古世纪文化的一个综合。
　　但丁建立起来的这种综合很快就垮塌了，中古哲学也很快就垮塌了。
当时教会内出现了分裂，加上之后的宗教大会运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宗教改革将基督教建立起来的统一世界摧毁，也打破了以教皇为中心的领导体系。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天性，人们开始热衷于新的知识，厌烦繁琐、迂腐的旧体系；这些旧体系过去
一直束缚着人们的心灵。
哥白尼重新定位了地球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种地位远比托勒密当时定位的要渺小。
知识分子从新事物中体会到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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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尽管还保持着过去的那种整齐，但是在细节上开始变得繁琐和无序。
蒙台涅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政治伦理方面的体系也被摧毁。
中世纪的社会虽然动荡不宁，但是思想方面却是非常严谨和有序的。
在当时，世间的全部权利都是来自上帝，其中神圣的权利归教皇，世间俗事的权利归国王。
但是在十五世纪，教皇与国王的地位不再神圣。
教皇变作了意大利贵族中的一员，并且同这些贵族干着同样卑鄙的勾当。
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区的新的民族国家在其领地开始实行极权统治，教皇与国王成为权利的旁观
者。
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体系就此被打破。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表现了当时的那种政治上的混乱。
这本书告诉我们，当时的政治已经完全失去了指导原则，一切都只是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利。
书中还提出了一些怎样争夺权利的建议。
接下来的发展如同当年希腊一样，传统道德消失，解脱束缚的人们释放出天性，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
涌现出来；但是弊端也体现出来，缺乏道德使得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被远不如自己文明，但是
远比自己团结的落后民族击败。
　　十六世纪之后，宗教改革就占据着欧洲的思想史。
这场复杂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北方民族对于罗马帝国可能卷土重来的一种反抗。
当年征服欧洲北部的宗教如今衰落了，教廷不再享有权利，只是一个单纯的机构。
虽然这个机构依旧从英国和德国敛取大量财富，但是它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信任。
民族上的原因、经济上的原因，再加上道德上的原因，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们对罗马的反叛。
君主们逐渐发现，如果自己领地上的教会不归罗马教廷，而是归自己民族所有，那样自己将从教皇手
中抢回更多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的神学改革在欧洲北部受到国王和民众的一致推崇。
　　天主教教会的发展融入了三个方面：天主教起源自犹太，神学继承于希腊，合法的教会统治体系
建成于罗马。
宗教改革中犹太的部分得到了加强，罗马与希腊部分被撇弃。
这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将罗马帝国与后期教会统治建立起来的团结社会瓦解。
传统的教会学说认为，上帝对于个人的启示需要教会这个媒介，因此个人必须服从于教会。
而宗教改革中的新教徒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上帝的启示存在于圣经中，无需教会来做媒介，教会
也不是解决上帝启示的权威机构。
他们还认为个人的灵魂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根本不需要教会做中间人。
　　真理不需要权威机构确认，只需要内心肯定。
这种思想很快发展成了一种趋势，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政治上无政府主义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宗教上人们趋向于神秘主义。
各种教派纷纷建立，每一个哲学家都自成一派，几乎每一个国王都成了异端。
主观主义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加强，人们原本是想挣脱思想的束缚，没想到最后朝着一种不健康的个人
主义方向发展而去。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第一位哲学家，他能肯定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并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
此推导而来的。
这不过是个开端罢了，后来贝克莱、康德、费希特的成就都是基于此发展而来的。
费希特甚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我的流溢。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后来的哲学发展一直在试图摆脱这种观点。
　　无政府主义与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一起发展。
路德在世的时候，再洗礼教派就开始发展，它们曾经一度控制了敏斯特城。
它们主张废除法律，认为引导人们心灵的圣灵不应该被束缚。
这个教派不受欢迎也不被承认，并最终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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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学说并没有被消灭，后来流传到荷兰、英国和美国，并催生出了贵格会这一教派。
十九世纪历史上又掀起了一股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功。
这次运动更激烈，但是已经与宗教无关；这种运动形式看似是反宗教，其实本身有许多新教的精神；
只不过当时路德用这种精神来反对教皇，而现在人们将这种精神用来反对政府。
　　人一旦摆脱缰绳，形成主观主义，就不甘心再被束缚。
新教徒一面强调道德的重要性，骨子里却是崇拜无政府主义。
但是，几千年形成的风俗习惯使得人们依旧按照过去的道德方式生活，这是非常矛盾的。
十八世纪兴起的“感性”崇拜将这种矛盾体现了出来：受到赞美的行为不一定是可以带来好结果或者
符合道德标准的，只要它能激发人们去追求这些就行了。
后来卡莱尔与尼采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对于激情的崇拜都受其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在各个方面的体现都与主观主义有关，也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并欣赏这
种对比带来的感受。
个人与集体对比的那种感受就好比是一只老虎与一群羊对比，浪漫主义派欣赏老虎扑向羊群的那一刹
那的景象，完全不顾及后果。
　　主观主义的形式是错误的，相对应的解决方式也一直在发展。
最开始是自由主义学说，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途径，是想给政府与个人划定各自的领域，并都在各自
领域内活动。
洛克是这种学说的代表人物，他既反对个人主义，又反对对政府的权威崇拜。
还有一种反主观主义的学说，它们认为应该将原先属于教会甚至上帝的权利交给国家，这就是国家崇
拜理论。
这种理论在理论发展上的不同分支分别产生了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而在实际中的体现则是克伦威
尔、拿破仑和近代的德国。
这种学说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离得很远，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相似的国家崇拜。
　　公元前600年至今的哲学发展史上，可以将哲学家大体划为两类：一类是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一
类是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
其中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推崇纪律，推崇教条体系，仇恨科学与进步。
而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是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大都崇尚理性、科学、进步，反对不理智的激情，反
对一切深刻形式的宗教。
这两种观念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存在了，只不过后来发展成为了不同的形式，一直发展到今天，并且肯
定会持续到未来。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与争论，今天每一方都有各自正确与错误的地方。
这样的对立是每一个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过分讲究纪律和遵循传统会导致社会僵化，而过分倡导自
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又会导致社会不团结，容易内部解体，或者被外族消灭。
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都符合一个规律，刚开始遵循一种非常严格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体系，随着社会
的发展，这种体系越来越松弛，并在一个时期达到辉煌；此时，旧体系中美好的东西得到了发展，而
坏东西还没有得到发展。
随着坏东西开始发展，自私、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得到了释放，这时的旧体系不可避免
沦落为暴虐的政府，政府则会制定出新的体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自由主义学说想打破这种恶劣的循环，它的本质是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中摒除非理性的
旧教条体系，而且保证成功后只对必要领域进行社会约束，以保证社会安定。
除此之外，不再多做社会约束。
这种想法能否实现，还要看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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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哲学简史》是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代表作之一，记述了从西方
哲学萌芽的古希腊哲学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书中以各个哲学流派及其代表哲学家为中心记述西方哲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对各个哲学流派产
生的历史背景、哲学家的生活时代加以描述，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并明白作为
形而上的哲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是它们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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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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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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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简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
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
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
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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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简史》是在罗素的代表作《西方哲学史》的基础上，保留原著架构，并对一些繁复的逻辑
论证进行通俗化的基础上编译而成，使其更加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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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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