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

13位ISBN编号：9787507522303

10位ISBN编号：750752230X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陈鹰翔

页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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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

内容概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掌握一些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理论，了解一定的科学常识，培养正确的科学思
维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拓展知识面，获得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且可以在科学理论
的指导下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快速迈向成功。
本书选取了近50个人文科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和理论，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领
域，内容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同时借助包括历史场景图片、文物图片、人物肖像等在内的近200幅珍贵图片资料，立体还原了人文科
学的发展足迹，为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深奥的科学原理提供了浅显易懂的注解，引领读者登堂入室，
从一个崭新的层面去了解人文科学的精神内涵，从而获得更多的审美体验、想象空间和更为广阔的文
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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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无动于衷地否定一切——怀疑主义建构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国精神自由舞蹈的黄金时代——文
艺复兴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写人——人本主义理性时代的光明使者——启蒙运动西方最深刻的精神革
命——历史主义人类理性的深刻思辨——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独立宣言——精神现象学人口理
论的创立——人口原理孤独地竖起非理性主义旗帜——唯意志主义求实、进取、创新的美国精神——
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世界独立精神的标本——独立宣言世界公民权利的
伟大呐喊者——人权宣言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共产党宣言一盏照亮生命冲动的灯——生命哲
学人类精神世界的伟大探索——精神分析学震动哲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分析哲学追寻人存在的终极
意义——存在主义幽魂不散的人类精神恶魔——法西斯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新思潮——人文主义中世
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拜占庭艺术被误解为野蛮的辉煌艺术——哥特式艺术理性与激情的较量
——巴洛克艺术昙花一现的贵族情怀——洛可可艺术欧洲艺术之舟驶向现代的渡口——印象主义用荒
诞精神诉求人类的现实命运——表现主义色彩狂野的自由释放——野兽派 创造三维空间的美感——立
体主义一切传统的彻底叛逆者——达达主义艺术生活化的极端实验——波普艺术现代人精神流亡的心
灵写真——意识流追求绝对真实的心灵表达——超现实主义神话与现实的非凡表达——魔幻现实主义
强烈抨击社会的堕落嚎叫——垮掉的一代荒诞世界的无奈嘲讽——黑色幽默追求古罗马的理想美——
古典主义强烈激情对抗冷漠理性——浪漫主义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现实主义开现代派风气之先的
文艺运动——未来主义人类思想史的一座丰碑——资本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经济学》
中世纪男人的精神家园——骑士文化科学大师的大众化写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宇宙演进规律
的动人演绎——时间简史当代人类的警世钟——文明冲突论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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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动于衷地否定一切——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理论创立于古希腊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
，是除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学派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当时的“显学”之一，前后延续了500年
左右。
　　古代希腊文化高度发达，思想开放，学术氛围浓厚，当时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自然作为思考
的对象，探讨现象背后统一的基础，以求得事物存在和生成的物质。
此后，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繁荣，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和人自身的一些问题上来。
这其中，普罗泰戈拉在世界万物的永不休止的运动中发现了相对主义的结论；高尔吉亚通过对存在论
的否定，深刻地揭露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语言与
思想的矛盾；苏格拉底对以前的自然哲学家进行批判，开拓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
然转移到了人，从而为哲学的认识论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柏拉图继承前人，形成了一个以理念论为主线
和理论基础的庞大的哲学体系等。
他们的哲学思想的都蕴含着丰富的怀疑论成分，再加上德谟克利特的约定论和不可知论因素，这一切
都为怀疑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养料。
巴门尼德“存在论”的独断论，把知识和真理绝对化以及由此遇到的种种难题，则从反面促成了怀疑
主义的出现。
　　皮浪，古代怀疑主义学派的创始人。
他起初是个画家，曾经参加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和波斯的僧侣以及印度的婆罗门有过交往。
在皮浪生活的时代，追求幸福与至善，渴望灵魂的宁静与恬适乃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每个流派都视之为理智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皮浪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彻底的放弃认识。
他曾经明确指出：“最高的善就是不做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就像影子随
着形体一样。
”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主张对一切事物采取无动于衷，冷漠处置，因为事物本身没有真假之分，也没
有善恶、美丑之分，对事物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要完全保持沉默。
他的目的就是通过完全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否认认识的可能性，以求实现“不动心”，不受干扰的
理想生活。
“不作判断”亦成为怀疑论的格言。
　　皮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次，他和同伴们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暴。
同伴们都惊慌失措，而他却若无其事，指着船上一头正在吃食的小猪，对他们说，这是哲人应当具有
的不动心状态。
他的学生受它影响很深，一次，他掉进水沟里，他的一名弟子正好路过，但由于弟子不能确定沟里的
是不是他的老9币，就自己走开了。
皮浪仍旧留在了沟里。
　　塞克斯都·恩披里可是晚期怀疑主义的代表之一。
他与其他怀疑论学派学者，继续为怀疑主义寻找论据：由于论证的无穷尽性，对同一对象无法作出肯
定或否定的判断；由于事物的相对性，无法对事物的本性作出判断。
他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识，因为真理的标准是无法发现的。
关于真理问题，他说：“我们面前的对象，或者是被感觉到的东西，或者是被思维的东西”，而在自
然哲学家们关于可感觉的事物和可思想的事物的那些意见之间，是存在着重大的矛盾的。
对这个矛盾，我们必须保持不决定的态度，因为无论感性知觉或理性思维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真理
的标准。
关于因果性问题，他认为原因与结果只是关系，是思维的对象，是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
所以，同时的东西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先后产生的事物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否认了因果
关系的客观性，否认了事物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状况，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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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的著作《毕洛主义概略》和《反杂学》为我们研究怀疑主义的重要资料来源。
　　17世纪末，法国哲学家贝勒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则提出了不可知的怀疑主义。
　　由于怀疑主义怀疑客观世界、客观真理的存在性与可知性，所以，人们往往把它作为一种错误的
哲学理论进行批判。
可是，对于怀疑主义，古希腊人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的，尽管因为它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和获得
真理的可能性而遭到观点相异者的诋毁，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和现实因素，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尽管它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揭示了可感现象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指出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暴
露了独断论哲学在建构体系时的缺陷，发现了认识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破除人们对知识的
盲目迷信和对求知的盲目自信，迫使哲学进行自我反省，促进理论思维的提高和哲学思考的深入。
　　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人们重新发现了怀疑主义的价值。
近现代的许多著名哲学史家对怀疑主义肃然起敬，倍加颂扬，如黑格尔说它“通过思维而获得自我意
识的自由是一种高级的、有教养的意识”；雷斯切尔说：怀疑论是有“韧性”的，经，导起否证的严
厉冲击。
近代的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皮浪所主张是彻底的怀疑主义，他这种怀疑主义甚至连自己的怀疑也要
怀疑，以致不能自圆其说。
这种怀疑主义的破坏性是大于其建设性的，其最终只能导致不可知论。
笛卡儿对此进行了反思。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从普遍的怀疑出发，他要把一切打倒，重新建立一种体系，经过努力，提出
了他的第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
进而，凭这个普遍的怀疑，笛卡儿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其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
理性主义原则；二是开创主体行而上学。
　　现代怀疑主义中的怀疑不再是古代怀疑主义中为宁静而怀疑，而是作为认识事物的手段，这是一
种突破。
这种突破对近代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它对哲学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今西方哲学界，怀疑主义是一个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知名学者对怀疑主义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中国，怀疑主义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未能给与应有的重视。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包含有丰富的怀疑主义的因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了对怀疑主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建构人类社会乌托邦　　理想国　　公元前427年，古代欧洲著名圣哲柏拉图诞生在古希腊雅典的
一个贵族家庭。
柏拉图原名亚里士多克勒，因为身体长得粗壮，得了个“柏拉图”（即‘宽阔’的意思）的绰号，后
世的人们竟只知其绰号反而忘记了他的真名。
柏拉图的父亲属于高德鲁王族系统，母亲是著名改革家梭伦的后裔。
20岁时，从学于当时的著名大哲苏格拉底，并很快成为其忠实的信徒。
受家庭影响，在青年时代，柏拉图一度曾希望从事政治活动，但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社会动乱
，雅典共和国也因失败而走向衰落，粉碎了他的政治梦想。
公元前398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被当权者指责“腐蚀青年的灵魂”，受到审
判并被迫服毒而死。
这极大的刺激了柏拉图，他从此对民主政府深恶痛绝，决定彻底放弃仕途理想，转向苏格拉底的学术
研究。
　　苏格拉底生前未曾著书，他的言行和思想经由他的两个门徒色诺芬和柏拉图才得以流传下来。
当时，雅典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声讨苏格拉底的气氛十分浓烈，为避免遭到迫害，柏拉图和几个同学被
迫离开了雅典。
他们先到了麦加拉避难，后来又来到了西西里、意大利南部，甚至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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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柏拉图进一步研究了爱利亚派、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返回雅典，在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米的花园里开办了一所学校，这就是著名
的柏拉图学园。
柏拉图的后半生，便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历时40年。
柏拉图学园是欧洲第一所固定的学校，主要研究科学和哲学，主要课程是数学，在学园的门口挂着“
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要进来”的牌子。
柏拉图学园一直办到529年，因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封闭才取消，前后达900余年。
　　公元前347年，在一个朋友结婚的宴会上，柏拉图慢慢退到屋子的一角，没多大工夫，他便平静地
死去了，享年80岁。
　　柏拉图一生勤奋著述，直到去世。
后世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著作有不少是伪作，如书信大多均属此类；至于各篇对话之真伪，各家的考
证出入甚大，不过也有一些是没有分歧的，如《美诺篇》、《斐德罗篇》、《普罗泰哥拉篇》、《会
饮篇》、《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泰阿泰德篇》、《法律篇》等。
　　柏拉图创办了学园以后，心目中的理想王国日益清晰，《理想国》的问世，标志着柏拉图哲学思
想的形成。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主要中译本有吴献国译《理想国》（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外，还有多种节译本。
　　基本思想　　《理想国》共分十卷、三个部分。
通篇是对话，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的问题。
第一部分：第一卷到第五卷，主要是论述理想国的具体组织；讨论正义、教育、道德、理念等问题。
第二部分：第六卷和第七卷，主要是论述与政治学相对的纯粹哲学问题，论述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
第三部分：第八卷到第十卷，主要是对各种实际存在的政治体制及其优缺点的讨论。
它们不是同一时间所写，讨论的主题经常变化，各卷问没有太多的联系。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构建的理想之国是一个公正之国。
他从社会分工来论证组织管理国家的原则，他认为，社会分工是由人的天生秉性决定的，人们不能互
换职业和地位，否则就违背了人的天性。
理想国按人的天性进行分工，公民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国家的执政者即统治者、国家的保卫者即武士和
提供生活资料的人即劳动者，这三个等级是神用不同的东西创造出来的——统治者是用金子做的；武
士是用银子做的；农夫和手工业者则是用铜和铁做的。
这三个等级稳固不变，一个人属于哪一种等级，他所生的儿子就是属于哪一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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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必读经典：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彩色图解）》是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
　　内容全面　　全书分为地球家园、生物世界、野生生物栖息地三大部分，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地球
的形成，生命的起源、进化，物种的生存环境、分布及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内容，为青少年展现了一幅
幅奇幻奥秘而又生机盎然的自然图景。
　　体例科学　　体例编排注重各部分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次序，脉络清晰、简明快捷，并附有生动
有趣的相关链接加以延伸拓展，力图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有机整体，方便青少年学习并掌握自然知
识。
　　图片丰富　　400余幅精美图片，与文字相辅相成，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奥妙无穷、引人入胜的自
然世界，从而加深青少年对自然的认知，从中得到更多启迪。
　　艺术理念　　版式设计、图文编排注重文化知识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并贯穿始终。
加上先进的装帧设计和全彩的内文印刷，全力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具有丰富信息含量的多彩阅读空间，
彰显《青少年必读经典：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彩色图解）》的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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