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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内容概要

《另一种哲学》不是宣读原理，不是构建体系，也不是介绍哲学史。它是使用更多的视角和素材、更
清晰地去澄清和梳理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心灵哲学等各大哲学分支的重要问题。
哲学并不一定是艰涩的，你会看到用通顺的日常语言同样可以很准确地讨论哲学问题。哲学也不一定
是遥远的，你会看到其实很多追问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哲学更不一定是孤芳自赏的，你会
看到生活经历以及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科学史、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的材料怎样带给我们灵感
，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哲学上的诸多反思。
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逻辑、自己审视过的价值观，而不是人云亦云；见识更多不一样的
观点、不一样的思路、不一样的价值观甚至不一样的世界，并且懂得尊重这些不一样，而不是自以为
是——独立思考与相互理解是作者的哲学理想，也是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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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作者简介

唐逍
1990 年生，重庆万州人
2012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知乎问答社区「哲学」话题最佳回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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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开篇
1 目的
从叠被子说起
传统习惯与标准答案
知道目的就知道怎么做
你到底要什么？
中道与目的
目的为什么被遗忘
小结
2 预设
小结
3 程度与细节
非此即彼
所谓中道
小结
4 相对
感受的相对
尺度的相对
感受的尺度
小结
5 语言
迷恋定义
命名快感与罗列诱惑
生硬的误解
情境与孤立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被理解
小结
6 历史
哲学和哲学史
所见略同怎么办？
历史的包袱
7 未来
对过去的反应 vs 向未来的考虑
奖惩的理由
有什么不同？
8 章末问题

第二章　体验
1 价值问题
讨论价值问题的方法
找到价值的源头
与人相比的本性
容易衡量和比较的标准
回到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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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其他价值标准
2 体验问题
基本解释与分类
体验的四条解释
个人追求幸福的界线
感受者的延伸
延伸的程度
可能出现的误解
3 欲求与幸福体验
幸福是满足欲望的副产品？
从欲求到快乐
其他收获幸福的途径
被混淆的反省
欲求与幸福体验的关系
4 需求与幸福体验
幸福体验的基本要求
避免无聊
情感维系
幸福与需求的关系
5 积极心理学
幸福的不同意义
结局记忆：回想中的体验
感觉传送：当下的力量
细节缺失：不完整的想象
自我电刺激：想去做≠会开心
区别与联系
6 体验视角的应用
破数字等级指标
破抽象概念分析
解决伦理问题
解决其他问题
7 章末小结
8 章末问题

第三章　伦理学
当我们谈论伦理道德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道德观点的种类
1 功利主义伦理学
功利原则
后果论
2 康德伦理学
出于义务
直言律令
3 美德伦理学
君子之道
人之异于禽兽
过犹不及
4 对美德伦理学的非难
适度与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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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人与动物相比
忠恕之道
善恶有报
小结
5 对康德伦理学的非难
诉诸普遍的论证
审查直言律令
利用的程度
更根本的原则
小结
6 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非难
计算快乐与痛苦的值
快乐的质量差别
最大幸福原则
小结
7 人性善恶问题
孟子与荀子
从生物演化看道德起源
自私与利他行为
感同身受
8 作为伦理标准的个人体验
唯一的价值预设：体验的好坏
关于体验标准的一些误解
接受体验标准的障碍
体验的分类
伦理学讨论的内容
关注行为和关注人
9 行为分析
动机、行为原因
利他行为的不同原因
伤害他人的不同原因
正当的权衡
结果：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
行为方式
行为责任
行为评价的三个要素
行为实施的情境与条件
瞬时反应与行为选择
电车难题：理想分析和现实选择
善恶到底是什么？
10 章末问题

第四章　世界
1 基本感觉
视觉
听觉
嗅觉、味觉
温度觉、触觉
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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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心理感受与外部世界
超越者视角与感受者视角
梦
幻术与缸中之脑
错觉、幻觉和“正常”感觉
拒绝伪造与接受现状
取消外部世界？
小结
2 个体与共相
一个物体
柏拉图的理念论
共相问题
分类
分类概括
共相强暴个体
波菲利问题
名词形式之外的共相
3 共同信念与独立判断
真假对错的意义
共同信念
超乎想象的从众力量
群体信念的传播方式
不同类别的判断
记忆可靠吗？
彻底判断的理想
复杂判断的简单化
归纳与演绎
归纳问题
规律与理论
地心模型 vs 日心模型
小结
4 决定论问题
俄狄浦斯的故事
命运决定论
物理决定论
部分决定与一切决定
5 章末问题

第五章　自我
1 不由自主
当众朗读念错音
因为闹钟问题上学迟到
半自动的第二自我
情绪反应和生理应激
不自知地受影响
恋爱的感觉
了解不由自主的意义
悄悄工作的第二自我
2 心灵与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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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盖奇的故事
关联语言和记忆的脑区
“裂脑人”研究
其他大脑与心灵关联的证据
3 灵魂观念
灵魂观念的两个要点
灵魂与身体的关系
脑研究与灵魂观念冲突吗？
4 体验、意识和自由意志
心灵的功能
塞尔的中文屋
感受之谜
再说脑内电刺激
自由意志
5 章末问题

写在最后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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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精彩短评

1、作者去概念化去抽象化的方法确实有利于哲学贴近并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但是如此哲学便也失
去了对尖锐的或抽象问题的作用。很好的阐述了哲学的基本思维，但是并不同意作者对概念的反对，
语言具有局限性并不能说明澄清概念和设定判断标准是无用的。
2、又交代了一本知乎上发现的书，但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也由于我接触过《我即我脑》还有部分积极
心理学方面的书，所以读到最后又感觉鸡肋了。。不过同龄人写的书多少还是接些地气的，作者又不
是写《不疯魔，不哲学》，冠以哲学标签又在“有趣”的层面上达到这样的程度，作者尽力了。
3、作为哲学入门还是不错的，作者有些想法也很有意思。
4、内容很紧凑
5、我给五星的原因是这本书给我个人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哲学目前给我的感觉是：它是一门证明人
类无知的学问。因为人只能以人的方式去探索。除了当下的个体体验，我们一无所有，而我们连那个
体验本身都不了解。我们所有的判断都建立在假设之上。如果我们不进行假设，就无法判断。这本身
就是一个基于假设的判断。既然只有感受本身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要去论证感受的价值？（如果所有
读者都按照此书对其个人的启发和帮助的角度评分，即每一个个别分数反映的是个别读者的感受，分
数按照某种算法的处理得出的综合分数既不能表示每个个人对此书从该角度的评价，也不能表示除了
这种评分本身以外的其他意义。如果每个读者的评判角度有所不同，那么问题会更复杂。所以对于看
到综合评分的朋友我的忠告是它不一定能够代表这本书的价值，此书对于你的价值只有你知道。）
6、m
7、没读完
8、手头新鲜出炉的《另一种哲学》，书名传递的“另类感”，就像90后作者唐逍本人给我的印象。不
固守又不盲从，自我且自由；旁征博引，却跳脱出艰涩的哲思，站在日常生活的轨道边缘冷静旁观。
唐逍笔下的世界与你我生活的并无二致，但经由他的思考，总能有新鲜的视角，使得此书最终别具一
格，真正堪称“另一种”。
9、比另一本大众普及读物来说好很多，然而也不必多读。非原著的各种解读本应谨慎择选。
10、你以为你知道什么是哲学么，看了这书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知道的哲学不知道是个什么无聊的东西
。而且作者貌似对理科各个学科都有涉猎，经常引用物理生物的现象，力荐！
11、好读又有趣=w=
12、揭露了一些现代哲学教育的不足，有自己的想法，还可以
13、非常接地气、“非常好读”的哲学书。多数观点与我的吻合，比如“体验是价值的来源”。不是
很精致，但足够好。就内容来说，只想给四星。但是就给大众推荐来说，可以给五星。后一半几乎全
是心理学的内容哎，不过我的哲学思考后来也转向了心理学。可见⋯⋯（自大地说一句，这书的内容
真的对我来说太浅显，但是我觉得对一般没有自己哲学思考的人来说很有用很有用。至于他们会不会
读以及读后会不会有效果，那可不好说。）
14、小作者涉猎广泛，我十分佩服！
15、作者有思考又自带笑点    要不要这么生活化呀，像一个比自己高深的总爱另辟蹊径的同学在和我
闲聊  又自带闪光点
16、哲学不一定只是书面上的学问，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唐逍的大作并非一整套的理论系统，却是
一部积极的“精神指南”。览读全著，独立思考、个人体验与容忍他人是书中最重要的三个观点。如
何保持一种平和而开放的心态，如何调整自我与世界的二元矛盾，其实正是这个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
需要学习的东西。
17、质量还不错..作者有意写好的普及 但没有足够能力把文章写得「好看」
18、前半部分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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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精彩书评

1、为什么说只凭易读、独立思考两点，已经能判断它是好书呢？某些哲学书是灌输观点的。其实这
种不算哲学书，因为哲学应该让人知道如何深入思考，而不是记忆任何知识。某些哲学书是探讨认知
的问题的。但我认为，探讨认知问题是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的产物，直接探讨认知问题不适宜作
为哲学入门问题。在我看来，什么是哲学思考呢？那就是对一切问题进行追根究底、小心谨慎的思考
。为什么哲学给人的感觉，往往就是探讨认知问题呢？因为追根究底地思考，就会对具体的问题进行
不停的追问，这样最终都会触及到人的认知问题。小心严谨地思考，就会对结论的可靠性进行思考，
这样最终会对概念、结论的产生进行思考，对人的认知方式是否可靠产生怀疑。所以哲学主要关注人
怎么认识世界的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追根究底、小心谨慎这样的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
考。而本书呈现出来的，就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生活上的问题进行思考。书上语言通俗易懂，思考
的过程清晰明白，这说明作者水平高。如果一本书的看起来很难懂，那么往往不是因为作者思想精妙
，而是他没有能力表达清楚。
2、不要把理想放到三十岁以后《另一种哲学》读后从开篇中的日常生活惯例入手，作者试图提醒我
们注意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打破某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不破不立，同时，“破后有立”
更是甚为重要的事情。于是作者以“体验”，尤其是“个人体验”为立论基础，重新考察了伦理学的
基点，并换了一种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最后再回到“体验”的主体——自我，打造了“另一种哲
学”。在本书中，有意思的是“章末问题”这一设计，它可以使读者有时间好好回想一下作者的思路
，并进行自己的思考，看看是否可以接受作者的观点和论证，并尝试自己去运用新的视角。读者不能
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要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正如作者所说，哲学是自由的。哲学思考可以不同寻常
，哲学语言也可以不走寻常路。在本书的封面上，作者就指出，将用“自然流畅的日常语言”写一部
“你能读懂的原创哲学作品”。学术作为天下公器，一方面在于“提高”人类知识的限度，另一方面
要在大众社会中有理有据地“普及”学术成果。这样，学术与大众社会才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为
人类的自由而努力。与此同时，从本书的取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吸取了好几门公开课的知识。得
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许多世界名校都共享了公开课，使得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得益
于字幕组的辛苦和贡献，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免除语言障碍。互联网的共享精神滋养了我们这一代
人，所以当我们能有所贡献的时候，我们也会反馈给这个社会和时代。所以，也可以说，唐逍在哲学
思考上已经有所得，现在他将这种思考汇入到人类知识的海洋中来，希望可以扩展“人之为人”的多
样可能性。是啊，“人之为人”，自由、独立思考、共享，这些并不是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人”上
。挣脱了枷锁的人，并不就是自由的人；人取代神，为自己立法，虽然这是极其沉重的负担，但依然
是值得追求的，追求一种合乎“人之为人”的自由。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说“不要把理想放到三十岁
以后”，这并不是心灵鸡汤式的说说而已。我们有个师兄说，三十岁后还能保有理想主义，很不容易
。对于午夜梦回、仍旧理想未泯的人来说，的确需要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想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岁
末之际，“凛冬将至”，眼前的这本书，是唐逍自己的，也是冬日里温暖我们的一份思想礼物。
3、作为哲学的受益者，我一直想把这种感受带给身边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哲学带来的有益的
思考和对人生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本书从开篇到结束，处处引起我的共鸣，甚至在很多部分，
我读出来与爸妈共享，让他们理解，让大家互相沟通，真真实实地凸显了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寻求了出路。这本书，正是学哲学的想要说给大家听的，也是没接触过哲学的很好的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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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哲学》

章节试读

1、《另一种哲学》的笔记-目的

        尤其是一些非常脏、有厚厚一层灰但平时根本碰不到的角落（比如柜子顶部、沙发背后），也许
你不去打扫它，那些灰就只是留在那儿，不会影响到你，不会危害你的身体健康。但要是经常打扫这
些地方，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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