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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无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思想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人类智慧的结晶。学习中外思想，对传承人类文明、振兴中华民

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今中外的思想著作卷帙浩繁，但都以专本专著为主，学生

们很难直接阅读这些晦涩、深奥的原著，因此，我们编著了这套

《思想课堂》。本套丛书采用了选言、选节、选段的办法，从数百

位思想家的数千部著作中选取思想精华，按照论述对象的不同

分为３０本，内容涵盖人生、情感、道德、修身、经济、艺术、科技等

诸多方面，有助于读者了解世界思想的发展变化，开阔视野，活

跃思想。本套丛书选材广泛、内容翔实，是学生学习中外思想文

化的必备读本；并且本套书体例严谨，方便查阅，可以用作思想

类工具书。

阅读《思想课堂》，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审读人类思想的变化；



阅读《思想课堂》，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深思世界文明的精华。《思

想课堂》是我们所有编辑集体协作的产物。我们水平有限，编写

时间仓促，考虑和讨论都不充分，缺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

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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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笔 记

一、论哲学观

尽管由于拘泥古人而引起某些僵化，事实上仍然产生了多

种多样的哲学类型，虽然这种情况常常被正式否认。一旦许多

互不相容的哲学观点涌现出来，它们的思想基础就按照辩证法

的基本规律发展，即通过联系和对立，通过冲突和斗争，一句话，

通过矛盾发展。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哲学体系是孤独自处的。

相反，尽管整个中世纪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倾向，想要抹煞它们之

间的根本区别———这一情况为恢复某些哲学派别的原来的精神

设置了相当的困难———但事实仍然是：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不同

的哲学观点互相发生尖锐的冲突，每种观点有必要充实它们原

有的思想库存。经书之间始终进行着论战和辩驳，不仅要反驳

对手的攻击以保卫自己的体系，而且为了确立自己的至高权威，

还要积极地攻击对手，这种任务落在后来的哲学家们肩上。

摘自（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７章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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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始巫术的理论假设完全允许用后来的哲学术语加以

表达，那么，说它不仅先于唯灵论和先于唯心论，而且肯定与这

两者敌对，是没有错的。因为，唯灵论和唯心论依赖于精神第一

的论断，这种论断表现在神学上，采取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

和统治者的意识形式；而表现在哲学上，相当于主张说感觉和知

觉到的物质世界终究只是一种现象，它依赖或者表现精神、思想

或意识性质的最高真实。在原始巫术士的意识中，这样一种精

神第一的意识尚未出现。

摘自（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１１章第

５１页

这或许应该叫做幻觉主义而非通常理解的唯心主义。是否

这样的见解必定产生于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是另外的问题。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贝克莱必须求诸上帝拯救唯心主义免于滑入幻

觉主义。但是，印度唯心主义者并不担心：如果经验世界没有内

在的真实，那么它的情形除了像是梦中的对象或日常幻觉的内

容，最终还能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几乎只靠梦和幻觉的证据证

明某些内在精神表现为客观真实的一般可能性。而且，从奥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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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开始，我们的唯心主义者表现出一种显著的倾向，通过证明物

质世界的不真实性或虚幻性来确立精神的第一性。这种倾向被

大乘佛教的另一哲学流派———中观派以及不二论吠檀多派发展

到极点；这两派都激烈地论证现象世界全然不真实。这些唯心

主义者还争辩说，既然世界是不真实的，而我们所谓的可靠知识

的源泉妄图把世界表现为某种真实的东西，因此这些知识本身

应被认为是无用的和谬误的。我们在这里抓住了关于知识本质

上是谬误这一学说的关键所在；虽然这种学说一般地属于佛教，

但我们将会看到，从逻辑上说，这是包括不二论吠檀多派在内的

一切印度唯心主义者的见解。

摘自（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１６章第

７０页

按照唯心主义哲学，（一种特殊类型的）死亡代表终极的哲

学智慧。另一些属于同一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对于采取

这样一种极端的立场或许有迟疑。因此，他们不谈死亡，而谈一

种假想的、神秘的入定状态———大致就是所谓瑜珈的那种状

态———称之为第四状态，并设想这种状态能产生对于“真我”的

最高认识。我们以后将看到，这种瑜珈的概念（根植于原始实

３



践，通常叫做黄教）如何在印度哲学领域中发挥了灾难性作用。

瑜珈被设想为一种思想状态，它导致意识完全缩进自身，即摆脱

一切外界的东西；它被各种体系的哲学家看作是一种获得最高

哲学智慧的修行方式。然而，同现代科学家一起，现代唯物主义

者将倾向于看待这样一种完全摆脱世界的意识状态是某种全身

僵硬症；这种状态可以精心地诱发而成。然而，即使这样一种状

态可以精心地诱发而成，作为一种达到真正洞悉自然所需要的

条件（这正是科学的最终目的），这种第四状态或瑜珈入定的建

议并不比耶吉纳伏格亚的建议（即唯独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获

得最高的启明）高明多少。总而言之，奥义书的唯心主义观点，

不管它采取的最后的立足点是在死亡之中，还是在第四状态中，

事实上成了实证科学的最大障碍。

摘自（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１８章第

９３页

出现这种摈弃和否定生活的哲学观点，只能是哲学研究脱

离生活本身的结果。正像在古希腊一样，在奥义书时代的印度，

随着奴隶制度的发展，哲学研究自由翱翔于“纯理性”或“纯知

识”即与行动相分离的知识领域，由此造成对于物质世界及其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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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无穷的现象采取高傲的蔑视态度。进一步说，只有当一部分

社会成员能依赖他人的剩余产品生活，摆脱了直接从事体力劳

动的责任，因此也摆脱了认识物质世界实在性的义务，以上情况

才是可能的，因为唯独劳动过程能对于意识施加一种客观的强

制感觉。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变成了“纯理论”，被想

到的事物变成仅仅是意识，而知者即主体企图把自己从被知者

即客体的阻碍中解脱出来，并将后者看作仅仅是无知的产物。

摘自（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１９章第

９４—９５页

就物质而言，物质本来是粗野的；它们是孤单的；它们随时

会互相伤害。物质像我们个人的冲动一样，总在任性寻求无限

制的自由，放纵它们是有害的。但是一旦在它们中间树起统一

思想的旗帜，就会把这些叛乱力量带到它的势力下，并显示出创

造力———这个创造就是平和，即完美关系的统一。我们对吃的

贪求其本身就是讨厌的和自私的，它缺乏礼仪的意识；但是当它

处在社交观念中，便会受到节制并形成仪式；它成为人生日常的

欢乐。在人类的本性中性欲是极端自私的和有害的，但是在爱

的观念支配下，就能开出美好的花朵，成为人们心灵中的真理的

５



最好表象，那是他的爱和“无限”的亲缘关系。这样，我们发现在

创造中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而在相对方面，显现宇宙统一完

美的却是“多”。

摘自（印度）泰戈尔《创造的统一》第７页

哲学则曾经避免了许多这样的陷阱，并且鼓舞了思维和探

讨。可是它通常是在它的象牙之塔里呵，与人生和它的日常问

题隔绝，专心致志于那些终极目的，而未能把这些目的与人生相

结合起来。逻辑和理性是哲学的向导，并且在许多方向使哲学

有所发展，但是那逻辑是太偏于思想方面而不切合实际了。

摘自（印度）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１０章第６７８页

公元前６世纪在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时从中国

到希腊，铁器普遍代替了铜器。由于这一技术革命，文明世界进

入了一个新时代。许多新的职业和工业得到发展，货币流行了，

贸易活动迅速发展，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

系不只限于物的交换，而且人们也得到了相互了解思想、信仰和

社会形态的机会。当然，由于这一思想上的觉醒，生活的传统的

和谐和宁静被打破了。宇宙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人与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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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人的本质是

什么？为什么他的痛苦能够解脱？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许多问

题被提出来了。但此时，人们既不能得到神明的慰藉，也不能借

助数世纪以来的宗教信条排遣这些烦恼，因为生命的新的本质

需要新的解释。前６世纪，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其理论的源

渊盖出于此。于是，中国孔子和老子的教义，次大陆佛陀、大雄

和拘舍罗的教义、伊朗扎尔塔什特的教义，小亚细亚达里斯、安

克希·曼达尔、赫拉克·拉伊特斯、安克萨·吉尔斯、李希巴斯

以及费萨·古尔斯的教义，就是为满足这些时代的需要并为这

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各种尝试。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

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们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表明，那一

时代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问题是同一性质的，时代的精神到处

都在与传统主义背道而驰，并召示着革新与创造。

摘自（巴基斯坦）萨布迪·哈桑《巴基斯坦文化的发展》第

１２４页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向无产阶级和人类提供了绝妙

的认识方法。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人类社会，马克思在人们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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