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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篇按照学派分别论述中国哲学大师对人生的理解：儒家崇尚道德，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
利，法家崇尚规则，佛教崇尚空灵。
    在中国人的眼里，人虽然也是动物，但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即人有道德心。
而动物没有。
    中国人把人性分成善与恶两方面，诸子百家就人活着是为了惩恶还是扬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不管是惩恶还是扬善，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道德心的培养。
在这一点上，道家、墨家和佛教也是如此。
    下篇按照年代顺序合科学逻辑地展开论述西方哲学大师不同的人生观：古希腊崇尚理性，中世纪崇
尚灵魂，文艺复兴崇尚肉欲，近代崇尚自由，现代则崇尚人文关怀。
    在远古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首选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讲，活着，也
就仅仅是为了满足肉体存在的需要。
    到了古希腊奴隶时代，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人的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这一阶段的人
生观被称为“理性主义”人生观。
    在中世纪封建时代，宗教信仰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活着就是为了上帝，为了来世能进天堂，他们
放弃了人的欲望、感情、意志乃至理性，因为这些与灵魂相比，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是妨碍升天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复活，人从天上被拉回到了地上，人们不再相信有来世和天堂。
对他们来讲，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现实的幸福，追求肉欲和情欲的满足。
于是从禁欲转向了纵欲。
    到了近代，理性主义日趋成熟，民主和科学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
阶级理念。
    到了现代，由于理性主义的泛滥，由于作为理性主义产物的科技带来了种种负效应，更由于两次世
界大战的发生，人们对人的理性、知识开始怀疑、否定。
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种种非理性主义的人生观，即人活着不是为了理性，而是其他方面。
    我们不能说这些大师们的观点是孰对孰错，人生观本来就应该允许多种观点并存。
因此，为使读者尽量客观、公允地了解哲学大师，了解他们各种观点的原貌，我们在书中不作任何结
论性的评述，而是由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
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眼光，对某些大师或流派的观点，予以明辨，做到批判地
吸收，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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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儒家：道德的教化　　中国历史上备受历代朝廷推崇的儒家，其出身却并不高贵——巫
师，一批靠替人办丧礼吃饭的巫师。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力丧失，周礼崩溃。
行礼之巫师丢失饭碗。
在危机面前，巫师队伍开始分化，有一部分人不再是仅仅限于办丧事、祭鬼神、敬祖宗，而是纷纷寻
找“第二职业”，大多数是“从政”，迎合统治者需要，充当其幕僚，为其出谋划策。
这批分化出来的人即是“儒”。
　　可见，儒家便是这样一批人：　“出则仕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努力——作者）。
”（《论语》）。
意即在外要为王公大人出谋划策，在家要为父母兄长竭尽孝道，至于丧事，那更是不敢不努力地去做
。
家事、国事、死人事（丧事），事事操心，犹以“死人事”为本职工作。
由于与权力的结合，儒家队伍迅速膨胀。
　　孔孟之道：“德”为做人、治国之本　　儒家的人生观是与他们的政治主张紧密结合的。
儒家讲道德，讲“德治”，在孔子则为“礼”，为“礼治”；在孟子则为“仁”，为“仁政”。
从根本上讲，他们的“道德”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要把中国的国民都变成老实听话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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