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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由笛卡尔开创，经过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直至黑格尔发展到巅峰的理性主义哲学从17
世纪直到19世纪上半叶占据欧洲哲学舞台的统治地位，它们体现了这个时期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资
产阶级的理想和精神。
那么，此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同样是现代和当代欧洲政治、经济、社
会状况在思想领域的曲折反映！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是指19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大陆现当代哲学，上溯黑格尔以后的叔本华、
尼采的意志哲学，下至当下发生的后现代哲学。
在时间上，本卷是专门涉及现代和当代哲学，即使是最远的叔本华哲学，距今也不过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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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通过对高峰体验的描述，马斯洛只是表明了人性向善的可能。
为了进一步解决人的理想本质如何与现实统一的问题，他还提出了自我实现的理论。
马斯洛指出，自我实现的人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天资或成就，而主要是因为他们
达到了哲学意义上人的真正本体存在，这是一种创造性人格的实现。
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自我实现便是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完成天职、命运或禀性，
更充分地认识并承认个人的内在天性，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和协同动作的过程。
当人的其他各种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自我实现就会成为个体的主导需要。
此时支配人的是主体内部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外部环境的控制，或者说，人的内在需求与外在条件达到
了和谐一致。
于是，人便能够充分自由地表现他的内在本性。
自我实现的人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创造着永恒的价值。
在他们身上，工作与人生乐趣已融为一体，他们在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获得了自我本质的确证。
他们通过自由的劳动创造着世界，也创造并完全地占有着自己，实现着自己的全部人性。
    当我们研究人类本性的时候，应该以自我实现的人为蓝本。
．研究平常人的平常情况只能是一种缺乏价值选择的平白描述，不会使我们形成发展得好的人的概念
。
正像要知道人能跑多快不能从普通人和残疾人中取样，而应该去研究奥运会的赛跑冠军一样，我们要
洞悉人性的制高点，就应该以人的最佳状态、人类中的最佳个体为依据。
那些最具德性、最有成就、最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选择，才代表了人类追求、向往的最高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洛所选择的研究样本，全部是曾经存在或现实存在的真实的人，他没有到超现实
的世界中去寻找优秀人性的依据，而是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达
到人性最高境界的人，就生活在我们周围。
    马斯洛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虽然只有极少数人达到了自我实现，但是这种可能性对于每一个人都
是现实存在着的。
人们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都有可能达到自己人性的顶峰，或者在某个时刻领悟到人类生存本质的某一
个侧面。
这是因为，“人按着他自己的本性，表明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完全实现其人性的压
力”。
就像一颗橡树籽“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样，“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
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正如他的胳臂、腿、脑、眼睛
一样”。
所以，自我实现并不是高不可及的，每个人通过日常努力，都可以不断地向它逼近。
自我实现是许多次微小进展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设想在某一伟大时刻，号角一吹，一个人
就永远地、完全地步入了万神殿。
只有在一生中不断唤起和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即不断从现实向人性理想迈进，才能使那个本来应
该属于自己的真我实现出来。
    P7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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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参与本卷写作的作者不局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只要是近些年来在现代欧洲大陆哲
学方面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学者，我们就尽可能邀请他们参加本卷的写作。
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卷书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成果，共有16位学者参与了写作。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以外，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
中共中央党校丁东红，安徽大学哲学系张能为，中共中央编译局鲁路、黃文前，江苏科技大学社会科
学系洪波等学者参与了本卷的写作。
他们都是研究现当代欧洲哲学的专家，正是因为他们的通力合作，这卷书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与读者
见面。
本卷主编对所有参与本卷写作的学者，尤其是特邀的院外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本卷写作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由黄文前撰写；第二章由叶秀山撰写；第三章由叶秀山、程志民合写
；第八篇引言、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章由程志民撰写；第七章由陈志远撰写；第九章由倪梁康撰写；
第十章由张任之撰写；第十一章由王齐撰写；第十二章由张祥龙撰写；第十三章由鲁路撰写；第十四
至第十五章由杨深撰写；第十六章由张能为撰写；第十七至十九章及第五篇附录由丁东红撰写；第六
篇由田时纲撰写；第二十七章由洪波撰写；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章由尚杰撰写；绪论、第四至第六章
、第八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章由谢地坤撰写。
我们特别感谢本卷责任编辑周文彬先生。
他不仅仔细审读了本卷所有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而且还对本卷的篇目安排提出了极好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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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7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上下)》是叶秀山和王树人编写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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