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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想象》

内容概要

《思想的想象(图说世界哲学通史)》由扬·波尔、埃利特·贝特尔斯马、耶勒·经玛编著，是一部优
秀的哲学史普及读物，囊括了从公元前7世纪直至当代的世界哲学发展历程，除了西方哲学思想外，
印度哲学、近东哲学、中国哲学等世界哲学的主要分支都被包括在内，由此体现了破除“西方中心主
义”的宏阔视野和海纳百川的丰富内涵。除了对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重要哲学思想的精当梳理和解读
外，《思想的想象(图说世界哲学通史)》还收录了对哲学大师经典著作和话语的摘录，还有哲学大师
本人的简单传记和作品目录。当然，之所以名之为“图说”，是因为本书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本书
中的图片，不仅包括哲学家的肖像，更有他们所处时代以及后人所作的最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和其他
图像资料，这些图片一方面以具象的方式诠释哲学思想，一方面烘托、渲染了每种哲学思潮得以产生
的活生生的时代背景，这种以图说史的方式在哲学史读物当中还是非常新颖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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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名《思想的想象》把思想与想象联系起来，这就为现当代哲学的追求，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远
景，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作为一部世界哲学通史，以其宏大的视野、精炼的手笔、优美的插图，在同
类著作中格外醒目。它不仅有助于哲学爱好者形成概观，亦有益于哲学研究者拓展知识、加深理解。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书立意深远，格局宏阔，读者从中可以获得人生的智慧，增强自己
的理论感。同时，书中有三百多张生动的图片，使普通读者读这本书会增添许多趣味。——叶朗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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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以图释理、以图说史：区别于众多“图说”类著作，本书中所附的大量精美的插图并非只是为了修
饰文本，而是真正地构成了与文字同等地位的主体性内容。它们既是对哲学这种所谓抽象思维的图解
，又使哲学这门学科一直以来所处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具体可见。但图片的作用不止于此：它们还巧妙
地彰明了哲学与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的关系。2.视野宏阔、见解独到：本书囊括了从公元前7世纪
直至当代的世界哲学发展历程，除了西方哲学思想外，印度哲学、近东哲学、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都
被包括在内，由此体现了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宏阔视野和多元文明对话的时代特征。3.体例新颖
、内容精当：全书共分九大部分，从哲学在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诞生，一直讲述到当下这个
时代。每一部分的导论把这一时段的哲学放置到比哲学的内部发展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还给出彼时
的文化和历史特征。正文除了对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重要哲学思想加以精当梳理和解读外，还辅之以
大哲学家们的生平小传、文献举要以及著作摘录。由此，整部书内容由点到面，经纬交织，浑然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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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重整知识体系必读
2、若不是在当当查到，都忘了还有这本书
3、今天alain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部分弥补了国内的某些缺乏，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的节选对他写
文章提供了帮助，我很高兴。故借他之口力荐之。
4、很繁杂的哲学基础知识大全，却不知中译本是否用词准确，可作为参考读本。
5、实体店看到时就很喜欢，书很好。
6、古今中外一二流哲学家简历大全，适合常备手边，用作临时所抱之佛脚。共15位荷兰作者合著，主
观性相对较弱。可以理解印度、中国乃至日本部分篇幅较小，不过当代思想家的介绍似稍嫌简略，而
且重点有点奇怪
7、在一本书里，把两千多年东西方哲学思想囊括其中而且梳理得有条不紊，脉络清晰，疏密有致确
实不是容易的事。本书确实做到了，六七百页的篇幅里，既有东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简介、著作举
要，也有其思想的精辟解读，还有哲学元典的内容摘录，信息量可谓丰富。不过，千万别把这本书当
作时下图书市场上流行的“你不可不知道的世界名著”、“世界音乐宝典”之类的以满足读者“知道
”欲求为宗旨的快餐式的信息汇编类出版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专业”：专业的作者、专业的态度
、专业的写作、专业的编辑（从图书策划角度）、专业的翻译，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具有专业水准
又平易近人的哲学普及读物。再来说说这本书的图片。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打着“图文书”旗号的图书
的做法是“文不够，图来凑”，用图片来稀释内容；即使文字内容比较扎实的图文书，图片的“主体
”意识也不够强，图片往往沦为文字的附庸或简单图解，构不成独立的内容元素。本书名谓“图说西
方哲学通史”，图片自然是一大看点。应该说，本书的图片编排是有水准的，绝大多数图片都“出身
不凡”，不是网上的大路货，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本书的三位主编当中，有一位是专们负
责图片收集的，其人为格罗宁根大学资深图书馆员，这些图片的来历自当不凡；更重要的，图片不是
为了美化版面，图解文意，使“思想”的“想象”的维度和背景得以直观呈现，是本书“图说”的真
实命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图片同样很专业，很...“哲学”。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有
云：“哲学属于这样一种东西：你必须在它自己的地盘上才能遇到它。你必须到它家里去找它；如果
你坚持要它相迎于半道，结果你遇到的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是某种可怜的妥协——是哲学的名号或外
壳，而灵魂却早已脱壳而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让哲学代表自己说话，并用它自己的语言发声，
那他决不可能理解哲学。如果说哲学是有益的，那也是因为它对生活贡献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它
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而且，除了哲学本身所提供的标准之外，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标准来衡量这样的
贡献。”在我们厌烦了大众传媒上形形色色的“讲坛”灌输的心灵鸡汤式的哲理和意义后，也许，学
会到哲学自己的地盘上去，学会用它自己的语言发声，享受哲学本身带给我们的智性的快乐，是我们
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收益。 阅读更多 &rsaquo;
8、弃
9、这本书对东方哲学的解释挺不到位的，不过拿来普及一些知识还是好的。很多伊斯兰，印度，中
国的哲学都写得不怎么样。
10、很喜欢的一本书，一直担心看着满篇文字的哲学书会困，这本书虽然图片是黑白的，但是配图说
明做的不错，既增加兴趣，又方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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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一本书里，把两千多年东西方哲学思想囊括其中而且梳理得有条不紊，脉络清晰，疏密有致确
实不是容易的事。本书确实做到了，六七百页的篇幅里，既有东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简介、著作举
要，也有其思想的精辟解读，还有哲学元典的内容摘录，信息量可谓丰富。不过，千万别把这本书当
作时下图书市场上流行的“你不可不知道的世界名著”、“世界音乐宝典”之类的以满足读者“知道
”欲求为宗旨的快餐式的信息汇编类出版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专业”：专业的作者、专业的态度
、专业的写作、专业的编辑（从图书策划角度）、专业的翻译，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具有专业水准
又平易近人的哲学普及读物。再来说说这本书的图片。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打着“图文书”旗号的图书
的做法是“文不够，图来凑”，用图片来稀释内容；即使文字内容比较扎实的图文书，图片的“主体
”意识也不够强，图片往往沦为文字的附庸或简单图解，构不成独立的内容元素。本书名谓“图说西
方哲学通史”，图片自然是一大看点。应该说，本书的图片编排是有水准的，绝大多数图片都“出身
不凡”，不是网上的大路货，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本书的三位主编当中，有一位是专们负
责图片收集的，其人为格罗宁根大学资深图书馆员，这些图片的来历自当不凡；更重要的，图片不是
为了美化版面，图解文意，使“思想”的“想象”的维度和背景得以直观呈现，是本书“图说”的真
实命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图片同样很专业，很“哲学”。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有云
：“哲学属于这样一种东西：你必须在它自己的地盘上才能遇到它。你必须到它家里去找它；如果你
坚持要它相迎于半道，结果你遇到的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是某种可怜的妥协——是哲学的名号或外壳
，而灵魂却早已脱壳而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让哲学代表自己说话，并用它自己的语言发声，那
他决不可能理解哲学。如果说哲学是有益的，那也是因为它对生活贡献了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它自
己所特有的东西，而且，除了哲学本身所提供的标准之外，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标准来衡量这样的贡
献。”在我们厌烦了大众传媒上形形色色的“讲坛”灌输的心灵鸡汤式的哲理和意义后，也许，学会
到哲学自己的地盘上去，学会用它自己的语言发声，享受哲学本身带给我们的智性的快乐，是我们阅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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