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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向西方哲學敞開心靈（文摘）/　傅佩榮　　「江山代有才人出」，這句話可以用來描寫西方哲學
界的發展，從希臘到中世紀，再經近代而到現代，哲學家的大名有如珍珠，細數他們的見解可謂頭角
崢嶸，真讓人有進入大觀園的感受。
譬如，我們在讚嘆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建構了兩大思想體系時，怎能忽略希臘哲學從泰勒斯到蘇格拉
底所鋪墊的堅實基礎？
　　接著上場的是中世紀哲學，表面看來這是協調信仰與理性的一千多年，甚至哲學的作用被貶低為
神學的婢女，但是誰能否認這個時代測試了理性的極限，又為人類心靈安頓提供全盤的景觀？
正是由於信仰籠罩人生所帶來的後遺症甚多，才使得文藝復興的成果讓人目眩神迷。
然後近代哲學也才能取得快速的進展，試圖跟上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思潮的腳
步。
　　聯經版最大的特色，是增加了一份附錄：「希臘哲學重要術語」。
這份資料是我在教希臘哲學時提供學生參考的，頗具學術價值。
熟讀這份資料，所得知的不僅是希臘哲學家在概念上的傳承與演變，對於探討後續直至今日西方哲學
家的基本術語也能得到不少啟發。
原文出自F﹒E. Peters,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我選譯其中一
部分刊於此書。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就通>>

内容概要

　　生命何其深廣，要找安身立命處何其不易、何等重要。
西方先哲們的思想所給予的人生哲思，值得每個人細細品味他們不凡的心靈，進而尋找個人生命的定
位。

　　學習哲學，是從完整且根本的角度思索人的生命是怎麼回事、該往何處邁進？
人生是一個奧祕，正是因為結局未定，才使我們懷著敬畏的心，踏出每一步，哲學是人生中不可或缺
的原素。
我們不需寄望讀了哲學家的思想名言後，可以改善人緣、增加個人附加價值，但是可以期許自己的心
靈能夠走向更遼闊視野。

　　《一本就通：西方哲學史》是一本傳遞人類生活智慧的書，也是西洋哲學的入門書，介紹由古代
到現代每一位哲學家的主要觀點。
它配合讀者的背景，用很淺顯精準的語詞來介紹西方哲學名家的思想，不搬弄太多原典，不在哲學術
語裡打轉，讓大家可以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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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傅佩榮，民國39年生於臺北。
輔大哲學系畢業、臺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講座教授，現任臺大哲學系教授。
近年致力於在大陸推廣國學，曾在央視「百家講壇」、鳳凰衛視「國學天空」、山東衛視「新杏壇」
、東方衛視「世界文明講壇」擔任主講。
2008年獲《21世紀經濟報導》評選為文化類「年度風雲人物」。
曾獲教育部頒發教學特優獎，並榮獲國家文藝獎、中正文化獎。
論著豐富，寫作涵蓋哲學研究、人生哲理、心理勵志等。

　　著有《哲學與人生》、《柏拉圖》、《解讀五大經典》系列、《原來孔子這樣說》系列、《人能
弘道：傅佩榮談論語》系列、《不可思議的易經占卜》、《易想天開看人生》、《儒道天論發微》、
《儒家哲學新論》等百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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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畢達哥拉斯：用數解讀世界　  同樣在小亞細亞沿岸，米勒圖稍北之處，有一個薩摩斯島（Samos）
。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
B. C. ）誕生於此。
他的身分是數學家、宗教家與哲學家。
我們小學時代所念的「畢氏定理」（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平方，為兩直角邊平方之和），就是他的貢獻
之一。
　  他在薩摩斯島住了一段時間，遇到專制的暴君，就遷往南義大利的克羅頓（Croton），在那兒他為
居民立法，手握大權，並建立宗教性的學社，成員約三百人。
克羅頓人長期忍耐其教條規範，一百多年後（約440-430 B. C.）終於驅散了此一團體。
　  畢氏學社的成員必須嚴守祕密，以致畢氏本人的見解不易為人所知，加上後代成員為了尊崇而把
個人心得歸之於畢氏，更使他與學社之間難以畫清界線。
此派的基本立場是：不同於自然學派，他們要由非感性之物找到萬物的根本要素或原理。
　  首先，畢達哥拉斯本人大致主張以下觀點：　  一、人有靈魂，靈魂不死而輪迴。
這或許得自古代奧爾菲教派（Orphism）的啟發。
他曾制止一人鞭打小狗，因為他從小狗的嗷叫聲中聽到已故朋友的聲音。
人生的目的即在妥善照顧靈魂，方法是：靜默修持、音樂陶冶與數學研究。
他希望由沉思宇宙的秩序，達到淨化靈魂的目的。
　  二、一切生物皆有親屬關係。
靈魂輪迴，會轉生為別的生物，甚至可以轉成植物（如桂冠葉、豆子）。
所有的生物形成一個統一體。
既然如此，人的生活必須遵守一些禁令，如：不准吃生物，遠離屠夫與獵人；不可縱欲亦不可自殺，
因為人是神的財產，而身體是靈魂的監獄及墳墓；勿跨橫欄、勿戴指環、勿在燈旁照鏡子，勿在灶灰
上留下鍋的印跡，勿食豆子，要撫平睡過的床鋪，洗腳時先左腳，穿鞋時先右腳等等。
這些類似宗教的規定，在非信徒眼中就成了無理的要求。
　  三、萬物的存在必須「有形」，而有形之物皆可用「數」計算，因此「數字」是萬物結構的根本
要素。
甚至可以說：數字是萬物的始元。
宇宙的基調是：平均、秩序與和諧。
「平均」須由數的相互關係來表明；「秩序」是由數的順序而顯示：「和諧」則是宇宙的主要特徵，
可藉音樂的音階來理解，如發音器振動數之不同，會形成不同的音階，但整體仍可協調。
10是數的主軸，因為10=1+2+3+4，為前四個整數之和，萬物皆為此四元（點、線、面、體）所組成，
畢氏學社的成員在宣誓時，必須面對這個神聖的圖形：　  這是完美的圖形，從三個端點看進去都是1
、2、3、4的順序，而其總和為10。
　  畢達哥拉斯具有數學家與宗教家的雙重身分，而使他成為哲學家的，則是：一方面他試圖用一個
元素（不再是質料，而是形式），亦即數字，來解說萬物的起源；另一方面則是他的靈魂觀點提醒我
們不能忽略人類生命的特殊處境。
這一點對柏拉圖深有影響。
　  一般而言，畢氏學派補充說明了以下幾點：首先，「數」比起任何具體質料，都更適合作為萬物
始元，因為它與存在著及生長著的東西之間，有更多的相似點。
數的屬性包括正義、靈魂、理性、機遇等，萬物皆為對數的模仿。
數的元素便是萬物的元素，整個天界不過是和諧與數而已。
比如：1是點，2是線，3是面，4是體，5是物質的性質，6是屬性，7是理智、健康、愛情、智慧。
　  其次，數既是始元，則也是萬物的質料及其本性與規定，數的元素是偶（代表無限）與奇（代表
有限），而「1」則兼具奇偶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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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由此推出十種基本對立，代表明顯的二元論。
　  有限－無限；奇數－偶數；單一－眾多；右方－左方；陽性－陰性；靜止－運動；直線－曲線；
光明－黑暗；善良－邪惡；正方形－長方形。
　  再就宇宙而言，宇宙有一個中心之火。
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環繞中心之火而旋轉。
此中心之火也不是太陽。
環繞中心之火的有十個行星，即：日、月、五大行星、恆星天，地，以及「相對地」（counter-earth）
。
　  畢氏也談到了人間之「最」：最合義的是祭品，最明智的是數目，最優美的是和諧，最有力的是
知識，最美好的是幸福，最佳的能力是醫術，最真的話語是「人是邪惡的」。
哲學家的自省心得，仍然在等待理論上的證明。
　  畢達哥拉斯名言　  不能制約自己的人，不能稱之為自由的人。
　  憤怒以愚蠢開始，以後悔告終。
　  無論是別人在跟前或者自己單獨的時候，都不要做一點卑劣的事情：最要緊的是自尊。
　  思而後行，以免做出蠢事。
因為草率的動作和言語，均是卑劣的特徵。
　  短時期的挫折比短時間的成功好。
　  別的動物也都具有智力、熱情，理性只有人類才有。
　  友誼是一種和諧的平等。
　  畢達哥拉斯軼事　  畢達哥拉斯的學生要嚴守一項規定，五年之內要保持沉默，專心聽講。
在通過考核之前不能與老師單獨見面談話。
他說：「朋友之間的一切都是共有的。
」學生們就組成社團，把所有的財產聚集在一起，大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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