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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中国传统为基地和背景，坚持在人本、历史、积极人世的基础上去反思过去、展
望未来和把握现在，以此来融化康德和马克思，包容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
。
    作者以为，此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
懂。
在叙述上，则采取了“大众哲学”的通俗路径，深刻明畅，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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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四年毕业。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科罗拉多学
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
一九八八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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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天下何思何虑”：哲学可能性　　哲学本是精工细活，妙理玄言，如今却作探寻札记、粗糙
提纲；分析哲学家必大摇其头，形而上学者或悻然色变。
但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皆可思想。
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
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
　　人一定要“想”吗？
人活着就有“想”。
睡觉做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奋搏逃奔，离合悲欢。
这不就是“想”吗？
“至人无梦”，这“至人”当是一念不生，一尘不想，免除和杀死一切想、梦的人？
杀死之后，又仍活着，便如行尸走肉，不如真的自杀。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自杀。
恰好相反，实际是每个人都在活着。
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有事务缠身，便被扔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
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苦甜相扰。
尽管你可以彻底排遣，精神解放，“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
但这解放、排遣、“忘灭”本身，其所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然是人们努力“想”的结果吗？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无限、永恒或不朽；或者，“打破砂锅璺（问）到
底”，去追寻“人活着”的（人生）道理、意义或命运；这种哲学或宗教课题，在“后现代”，或只
可看做是庸人自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干什么？
真实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吗？
其他一切都只是空间化的公共语词，不足以表述那自意识而又不可言说的“XX”。
与现代追求“反抗”“独创”“个性”相反，这里完全不需要这些。
一切均已私有化、瞬间化。
无本质，无深度，无创造，无意义。
中世纪思考和崇拜上帝；启蒙以来，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
如今，一切均不崇拜、均不恩考，只须潇潇洒洒亦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每个片刻，岂不甚好？
游戏人生足矣，又何必他求？
用完就甩，活够就死，别无可说，历史终结。
生活已成碎片，人已走到尽头，于是只一个“玩”字了得。
这个世纪末正偶合“后现代”，不好玩吗？
　　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各种“玩”法。
即使日暮无时，何妨强颜欢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明知无解，何妨重问？
总有人要问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毕竟人也有权利来问这问题，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
权利叩问人生，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
于是，以“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作出发点，便可以生发出三个问题：　　（1）历史终结，人类何
处去？
人会如何活下去？
　　（2）人生意义何在？
人为什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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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归宿何处？
家在何方？
人活得怎么样？
　　《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盖即此思此虑也。
东西各学说各学派都为“人活着”而思而虑。
虽“同归”，却“殊途”。
“途”即是路，也是视角，这也就是哲学。
哲学只是路的探寻者，视角的选择者。
是“路”、是“视角”，便可能有某种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不是随感或杂谈。
但它却不是程式、构架、“第一原理”。
它没有确定的规范、论证、文献资料、科学规范、体系建构。
哲学将是体系和建构体系的抗争者。
对我个人来说，哲学探寻也许只是“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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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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