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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幼童》

内容概要

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人体、人性、人情立即就受到成人的养护和塑造,
然后就被打上种种的印记⋯⋯其间,幼童感知了什么?思索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引发了儿童心理学家和儿
童教育学家的热忱探究。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的命题是:幼童与生俱来就有运用哲学的能力,“他们
早就喜欢提出哲理性的问题,还要做哲理性的评论,比十三、四岁的孩子做的更多。

Page 2



《哲学与幼童》

精彩短评

1、导师推荐，说实话有点读不懂
2、名实差别
3、　　导师推荐我读这本书，不过可惜我没有哲学功底，我没有读出她所讲的“好”的境地，所得
的无非是两点：其一，儿童天生会对我们眼见的寻常世界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是涉及到我们如何
认识世界的，在成人，这无非是常识，而我们却很少去思索常识之中还存在哪些漏洞、哪些含混，儿
童却直指问题的本质。因而，幼童提出的问题常常是很难回答的，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对问题的敏感
性，通常没有弄清他问的是什么的就摆出一副知识权威的样子，用权威的态度终止了孩子开启的讨论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懒于思考，或者说不善思考，为了防止自己被“搞糊涂”，刻意地回避了这些
问题。这两种态度，无论是在孩子面前装作无所不知，告诉他们“事情就是这样子，没有两个月亮”
还是说“哦，你这个小傻瓜，别想那个了”都无助于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成长。
　　成人的好奇心，由于被过度“现实化”了，往往都是指向问题的答案，即“常识”譬如1+1=几，
成人想知道的是答案2，儿童则是想知道我们如何知道1+1是等于2的，他们的问题更多涉及到思想方
法，因而更为本质与深刻。
　　其二，本书提示我，要认真对待儿童提出的问题，纵使自己回答不了，也能启发思考，并试图和
孩子讨论出关于思想方法的结果（尽管可能极不成熟）。而过去，每当孩子提出此类问题，我都诧异
，他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我怎么讲才能让他懂我的意思，譬如1+1是等于2的。因此过去，孩子在
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常常失望地走开，显然他没听懂我给出答案，更可能的是，他知道我没弄明白他问
的是什么，而他不知怎么去跟我这个“二货”进一步去讨论了。
　　台湾有本书叫《如何培养会思考的孩子》，想读，太贵，还没买。读了这本书，倒使我得到一些
启发：以孩子提出的问题为契机，挑战自己原有的认识论，和孩子一起去探究日常生活中那些显而易
见又含混不明的事物，所有的创造和思想恰是蕴含其中的。本书结尾一句“生命比哲学更重要”，很
精彩，这恰好冲淡了我读不懂哲学的尴尬，也启发了我最重要的认识论是源于实践的。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心得，有谁读得更明白的，不妨指点一下。
　　
4、如果能重新回到小时候的思维方式，也许真的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5、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6、书是好书，翻译基本合格。
7、很欢乐的一本书
8、很棒的角度，严肃的学科并不是真的那么严肃，很多问题可以简化，回归到孩提的天真直接。就
是翻译比较涩。
9、挺好玩的书，居然得分怎么低，过分！
10、设想很好。幼童思维发展的哲学分析。可是分析地比较散。全书看完，留下最深印象还是对这一
研究设想的概述。
11、你想把你的孩子培养成哲学家吗？——恩，换个说法——你是否准备扼杀你孩子的哲学天分？
12、有点散 但具有开拓意义
13、我有两只眼睛，为什么只看见一个你？
14、关注的多是传统西方哲学的逻各斯问题 一些看上去更是科学问题 只不过采用了类似于思辨的提问
方式 如果中国人写一本《哲学与幼童》关注点会大不一样吧 中国孩子会问出什么样的具有哲学味道
的问题？ 翻译一般
15、　　朋友借给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哲学与幼童》。
　　在等飞儿学琴的时间我拿出来准备随意翻阅，却被深深吸引。
　　小约翰（8岁）问爸爸：爸爸，我有两只眼睛，每个眼睛都能看见你，为什么我没有看见两个你
？
　　爸爸首先表示理解他的诱惑，同时指出：你有两只耳朵，你对没有听到双重声音感谢到奇怪吗？
　　小约翰嘻嘻笑着说：听到双重声音是什么意思？
　　爸爸说：啊，比如我的、我的，声音、声音，像是这个样子，像这个样子。
　　小约翰立即回答：可是两只耳朵通往同一个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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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幼童》

　　爸爸说：难道路你的两只眼睛不是通往同一个方向吗？
　　孩子认真思考：你只是向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可我想的是我提出的那个问题。
　　爸爸说：也许是因为你用左眼得到的影像和用右眼得到的影像并在一块的缘故，他们合到一块了
，就成了一个影像。
　　
　　约翰（9岁）经常看见飞机起飞、升空，在远方逐渐消失，有一天，他首次坐上了飞儿，等飞儿
停止上升，安全带信号灯熄灭时，约翰转过身来向着他父亲，用一种松了口气但仍带着困惑的语气说
：这儿的东西并没有真的变小呀！
　　
　　在这本书里面罗列了很多这样的小故事，我想说，我对于哲学的理论研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我
喜欢欣赏孩子单纯、幼稚的思维世界，在他们的发现与提问中充满着哲学的思考。
　　所以说每个孩子出生下来都是天才，都是哲学家，只是社会的教化让人慢慢变傻。
　　
16、熬好几个夜看完后果断【推荐】，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儿童身体里蕴藏着无限不为你所知
的奇妙能量，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运用哲学的能力。分享其中一段：“6岁的伊恩因为父母的朋友的三
个孩子霸占电视，不让他看喜欢的电视节目。他用沮丧的口气问道‘妈妈，为什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
个人的好？”
17、内容很好，翻译略生硬。
18、多么好玩啊
19、每个孩子生来就是天才，天才就是哲学家，这是我自己想的也就这么说了，只是慢慢被社会教化
后才变傻了！
在孩子的思维空间里，一切都是充满好奇与想像！
20、其实马修斯只是想让我们认真地听听孩子们的说的话。
21、没有读懂

22、　　阅读这样的书籍，
　　
　　显然不太习惯。
　　
　　其中的言辞偏于陌生，
　　
　　我读的译本是1989年的，
　　
　　许多的句子都不通顺，给理解带来了痛苦。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这本书让我们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接纳儿童 ，
　　
　　哲学，这样高深的学问，
　　
　　是人人都有的思考，
　　
　　连儿童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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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幼童》

精彩书评

1、朋友借给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哲学与幼童》。在等飞儿学琴的时间我拿出来准备随意翻阅，却
被深深吸引。小约翰（8岁）问爸爸：爸爸，我有两只眼睛，每个眼睛都能看见你，为什么我没有看
见两个你？爸爸首先表示理解他的诱惑，同时指出：你有两只耳朵，你对没有听到双重声音感谢到奇
怪吗？小约翰嘻嘻笑着说：听到双重声音是什么意思？爸爸说：啊，比如我的、我的，声音、声音，
像是这个样子，像这个样子。小约翰立即回答：可是两只耳朵通往同一个方向啊！爸爸说：难道路你
的两只眼睛不是通往同一个方向吗？孩子认真思考：你只是向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可我想的是我
提出的那个问题。爸爸说：也许是因为你用左眼得到的影像和用右眼得到的影像并在一块的缘故，他
们合到一块了，就成了一个影像。约翰（9岁）经常看见飞机起飞、升空，在远方逐渐消失，有一天
，他首次坐上了飞儿，等飞儿停止上升，安全带信号灯熄灭时，约翰转过身来向着他父亲，用一种松
了口气但仍带着困惑的语气说：这儿的东西并没有真的变小呀！在这本书里面罗列了很多这样的小故
事，我想说，我对于哲学的理论研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我喜欢欣赏孩子单纯、幼稚的思维世界，在
他们的发现与提问中充满着哲学的思考。所以说每个孩子出生下来都是天才，都是哲学家，只是社会
的教化让人慢慢变傻。
2、阅读这样的书籍，显然不太习惯。其中的言辞偏于陌生，我读的译本是1989年的，许多的句子都不
通顺，给理解带来了痛苦。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让我们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接纳儿童 ，哲学，
这样高深的学问，是人人都有的思考，连儿童也不例外。
3、导师推荐我读这本书，不过可惜我没有哲学功底，我没有读出她所讲的“好”的境地，所得的无
非是两点：其一，儿童天生会对我们眼见的寻常世界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是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
世界的，在成人，这无非是常识，而我们却很少去思索常识之中还存在哪些漏洞、哪些含混，儿童却
直指问题的本质。因而，幼童提出的问题常常是很难回答的，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对问题的敏感性，
通常没有弄清他问的是什么的就摆出一副知识权威的样子，用权威的态度终止了孩子开启的讨论；另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懒于思考，或者说不善思考，为了防止自己被“搞糊涂”，刻意地回避了这些问题
。这两种态度，无论是在孩子面前装作无所不知，告诉他们“事情就是这样子，没有两个月亮”还是
说“哦，你这个小傻瓜，别想那个了”都无助于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成长。成人的好奇心，由于被
过度“现实化”了，往往都是指向问题的答案，即“常识”譬如1+1=几，成人想知道的是答案2，儿
童则是想知道我们如何知道1+1是等于2的，他们的问题更多涉及到思想方法，因而更为本质与深刻。
其二，本书提示我，要认真对待儿童提出的问题，纵使自己回答不了，也能启发思考，并试图和孩子
讨论出关于思想方法的结果（尽管可能极不成熟）。而过去，每当孩子提出此类问题，我都诧异，他
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我怎么讲才能让他懂我的意思，譬如1+1是等于2的。因此过去，孩子在听了
我的回答之后常常失望地走开，显然他没听懂我给出答案，更可能的是，他知道我没弄明白他问的是
什么，而他不知怎么去跟我这个“二货”进一步去讨论了。台湾有本书叫《如何培养会思考的孩子》
，想读，太贵，还没买。读了这本书，倒使我得到一些启发：以孩子提出的问题为契机，挑战自己原
有的认识论，和孩子一起去探究日常生活中那些显而易见又含混不明的事物，所有的创造和思想恰是
蕴含其中的。本书结尾一句“生命比哲学更重要”，很精彩，这恰好冲淡了我读不懂哲学的尴尬，也
启发了我最重要的认识论是源于实践的。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心得，有谁读得更明白的，不妨指点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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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幼童》

章节试读

1、《哲学与幼童》的笔记-第1页

        马休斯的《幼童哲学》中好象有儿童问：人为什么有2个眼睛？[相似的有：为什么有2鼻孔、2耳
朵]

《阿毗达磨俱舍论颂》[唐译]，世亲释中好象有问：
何缘生依处？[眼耳鼻各生二处]
一答：身相端严故。——不然。若本来尔谁言丑陋
二答：所发识明了端严。现见世间闭一目等，了别色等便不分明。

孩子的回答是：2眼看东西是立体的，闭上一眼，易平面。

2、《哲学与幼童》的笔记-第1页

        2 我作为一个大学哲学都是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重新进行他们曾经喜爱过而且是被认为与生俱来
的一种活动，不过这种活动后来为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放弃了。
17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我要请问她的名字？ 她只有一个名字，你不能问她要。
33 为什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个人的自私好？
34 伦理学上辨明是非基于对那种能引起最大限度的欢快为依归的行为，称之为功得主义者。以能够产
生最大限度的快乐为原则的。
38 我希望万事都能和拍电影一样，这样你就能将它卷起来，让一切都重来一遍。当然，那样，也不过
就是再来一遍恧已，因为影片仅不过只有这一部。
112 青年或成年人，他写诗或从事哲学，为的是在培养天真无瑕的人，将我们看到的或者谈到的事物
用最简单的方法，深入困惑或浸入深思。受过教养的天真无知的人，经过自然的对应得曾益不少，一
个人靠着虚伪的学习是不容易摆脱平庸的。不过，受过教养的天真无瑕和原始人的天真无知不一样，
至少由于这样的理由，儿童诗歌和成人诗歌是不同的，至少也是由于这个理由，哲学之于儿童和哲学
之于成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129 哲学是持续的，虽然不明显，也不受人注意，却不是突然出现的。假使约翰将他的兴趣修剪得符
合影响他周围世界里大人们的愿望，那是一种羞愧。但是假如他仅不过转移了他的兴趣于其他事物，
那倒是顺乎自然的事。生命哲学更重要。

3、《哲学与幼童》的笔记-困惑

        儿童对于外在世界的困惑而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混合的，在将其作为问题看待的时候需要将其分
解并区别对待。
作者的儿子约翰提出的问题“我有两只眼睛，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两个你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光
学成像的问题。他当然知道视网膜颠倒成像，但问题是，从视网膜中得到的图像怎么就能融合到了一
起。如果说也知道视神经传导信号将两个图像合二为一，但为什么当我们的眼睛离手指很近的时候，
会看到两个影像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化或者问题转换，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解答，但它作为一个问
题本身，仍然是充满困惑的。
而哲学，就是对困惑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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