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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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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众多哲学家对“生与死”终极话题的思考。
哲学家告诉人们：在何时何地死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死亡。
我们知道死亡会来临，我们等待着它。
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如何活得更充实、更浪漫？
当一个人有能力时，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关于死亡，哲学家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观点和做法。但他们也不是超脱凡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他们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兴趣和弱点，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每一位哲学家都是一个神秘故事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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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胜杰：女，黑龙江人，兰州大学博士，擅长社科类图书的写作与翻译工作。 已出版《成吉思汗传》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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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赫拉克利特：死亡是醒时所看见的一切一公元前2000年，在爱琴海岸有一个爱奥尼亚人部落，
他们本来散居在这里，后来在小亚细亚定居后开始形成一个共同体。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希腊殖民
的爱奥尼亚地区有两个最著名的城邦，一是米利都，一是爱菲索。因为地处海上交通要道，这里商业
繁荣，人才济济，除了盛产商人外，还有比商人更让人珍惜的哲人。米利都向人类贡献了最早的哲学
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史称“米利都派”。和米利都比起来，爱菲索显得逊色不
少，没有形成什么爱菲索学派，但也有一位赫拉克利特（前535—前475）足以让后人铭记。赫拉克利
特一生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出生在爱奥尼亚地区的爱菲索城邦的贵族家庭里。他是祭司王巴斯鲁
斯的儿子，原本可以承袭王位，但他还是让给了他的兄弟；他也可以应波斯王大流士之邀去波斯宫廷
讲授他的哲学，但他毅然拒绝了，他说他对显赫有着本能的恐惧，只喜欢所有渺小的东西；他经常跑
到阿特米斯神庙附近，同孩子们玩掷骰子的游戏，认为这也比同一些人一起参加所谓的政治活动更有
趣。他一生没有结婚，一生只有一个好朋友——赫尔谟多罗，他的朋友被故迫害时，他愤怒地高呼：
“爱菲索的成年人都应当被绞死，把城邦留给未成年人。因为这些成年人放逐了他们之中最高尚的人
。”这个诅咒让我们看到了高贵的哲学家也是性情中人，为了一个优秀的朋友，敢于与整个城邦作对
。他生性孤傲，不屑与任何人为伍。有人因为他行为怪异，竟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希腊哲学家讲究
师承，唯独他前导师，自己也说他不是任何人的学生，后继承，他也不像别的哲学家那样招收门徒，
延续谱系，好像天地间偶然蹦出了这样一个人。世俗的一切，包括家庭、财产、名声、权力，都不在
他的眼里，他讥讽那些有声望的人说“博学并不能教会人们拥有真正的理解力”，“像荷马一样，人
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容易相信表面现象，而荷马比所有希腊人都聪慧”；他思想独特，被人称为“晦
涩哲人”；他也曾因认识到“万物常流，物常驻”的道理时，十分悲哀地痛哭了一场，被人冠以“哭
泣的哲学家”称号。二他的精神品质如同夏日正午的阳光，光芒四射，在超越自我、获得永生的心路
历程中，同他的精神品质一样的还有他的思想。在赫拉克利特一生中，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
，赋予哲学“一个完善的开端”。他还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用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的哲学家，他说
：“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赫拉克利特有些话确实不好理解却又似含深意，比如说他有
关睡醒、生死的一些话。他在唯一的著作《论自然》中指出，“睡醒”是“从睡梦中醒来”的意思，
但是，人们的这种“睡醒”是不是也还是“如睡梦一般地醒着”？即他们以为自己醒着，却并不知道
“他们醒时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我们普通人有时也说：“人生就像一场梦。”但那是比喻。日常生
活中“梦”与“醒”还是很好区别的，只要你用手掐一下自己就知道了。赫拉克利特说：“清醒的人
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世界，然而在睡梦中人人各有自己的世界。” 有一些人“不知道他们醒时所做的事
，就像忘了自己睡梦中所做的事一样”。这些话都还好理解，而下面的一些话就不那么好懂了。他说
：“人在黑夜里为自己点起一盏灯。当人死了的时候，却又是活的。睡着的人眼睛看不见东西，他是
由死人点燃了；醒着的人则是由睡着的人点燃了。生死、睡醒互相点燃。”“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
见的一切，睡眠就是我们梦寐中所看到的一切。”他告诫我们：“不可以像睡着的人那样行事和说话
，因为在睡梦中我们也以为在行事和说话。”但赫拉克利特又把睡着的人称作“宇宙间各种事件的工
作者和协同工作者”。 其实他说的睡着的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睡着的人”即“死者”， 我们
可以说那些智者虽然死去，但智慧留存下来，给我们以启迪；另一种“睡着的人”即“蒙昧者”，可
是说创造世界必须要由“爱智者”和“蒙昧者”合力才可以完成。而当今处在“创世”的状态中，太
阳、光明被黑夜遮蔽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一盏灯，为自己点上，继续前行。他说“世界是一团活火”
这就是“一切是一”。用“火”统一了世界，“火’是世界的本原，灵魂也是一团活火，“永恒的活
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燃灭”。他把这种规律称为“逻各斯”，说它是“驾驭一
切的”，以致太阳也“不能超出它的限度”，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在赫拉克利特眼里都是一团
活火。而这个世界又是不断运动的，他把万物比喻成像一条河一样地流着，说“一切皆流，物常驻”
，因此形象地断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人，会不断遇到新的水流
。他说：“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三这种观点是朴素的哲学观点，对世界就是“火”的理
解可以看成是哲学家的隐喻。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隐喻竟然在这位哲人身上应验了，最后真的是被
“水”灭了。他在60岁死去时，得了一种很恐怖的疾病，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水，这是因为这个奇特的
人在生命的最后10年十分厌恶周围的人，他离群索居，那双高傲的眼睛始终仰望苍穹，不愿再看大地
上的众生。于是他离开了城邦，到处流浪，走过山间，穿越森林，因为不食人间烟火，他终日只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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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啃树皮，这种饮食使他得了水肿，他把自己关在牛棚里，给自己覆上牛粪，希望热力会使他变得干
燥。但最后，他的生命之火还是被水熄灭了。他说：“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最高贵的灵魂”，“一
个人如果喝醉了酒，那就被一个未成年的儿童领着走。他步履蹒跚，不知道往哪里走；因为他的灵魂
潮湿了。”从他留下的残篇中可以看到他是个乐观的人，他相信未来。他那句世人皆知的名言透露了
他乐观积极的性格：“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他是相信人的人，他相信每一个人，
他说：“思想是人人共有的。”他还说：“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自己，都能明智。”他相信优秀的人的
力量。现在赫拉克利特仿佛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但他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在未来的时间里，只
要我们需要一种本真的求索精神，就需要那绝妙的辩证方法，那么，赫拉克利特就会随时向我们招手
。尼采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为他立传，把最优美、最动人的溢美之词献给了他。历史上爱菲
索少了一位国王，但是多了一颗永恒闪耀在人类哲学史上的巨星，爱菲索因为养育了这样的伟人时常
被后人提起。爱菲索，当年你是否知道你的儿子——赫拉克利特，他的哲学是那么灿烂夺目，那么光
芒四射，那么摄人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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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众人在文字的田野辛勤耕耘的结果。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以
下同仁的心血，他们是：黄慧婷、毛莹、黄亚妮、樊云霞、李秀峰、李婧、海晓红、王海翱、薛帅、
李增文、卢浩文、李潇、李辰杨、郭晓霞、刘国妮、崔立之、李宁、李玲、曾昕、杨寅红、李婧、崔
金英、毛望成、李景鑫、张耀文、刘艳丽、李哲、王珏、丁巧玲、孙小芳、盛海霞、张洪、秦晶、毕
陆扬等，在此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但是，囿于所学，写作中难免有错失之处。在此还希望广大
读者朋友踊跃指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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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死可能比生更好。    ——苏格拉底    死是人比神更强大的地方。    ——波伏娃    让死亡的恐惧缠住心是
一种奴役。    ——罗索    面对死亡，不饮恨、不吞声。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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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死而生:哲学大师的死亡笔记》一书，讲述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大师面对死亡的人生哲学，体现出一
种人生的豁达。《向死而生:哲学大师的死亡笔记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对哲学大师的人生历程分
析的十分透彻，是一本直通哲学大师内心的读物。读者阅读《向死而生:哲学大师的死亡笔记，犹如与
众多哲学大师进行心灵对话，进而获得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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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开始觉得是很好的一本哲学启蒙书，我读的很慢，在慢慢消化，也产生了对某些哲学家的兴趣，
蛮好的是不是。后面就有点像读者的感觉了，没有什么营养的在介绍不同的“哲学家”。啧
2、跟向死而生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些哲学家的简介而已。
3、可以作为辅助理解每个哲学大师思想来源的综合性贯穿性文摘
4、太软。
5、我看就是一名人传，哪里是什么哲学大师笔记！
6、很少会苛责一本书，但是这本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了。本来很期待，这本书会是引述哲学大师们对
死亡话题的观点，或者详加阐述这些观点，也就是说核心是关于死亡的主题。但是我翻了这本书之后
发现被坑了，至少是被封面和目录忽悠了。“哲学大师的死亡笔记”这本书的标题的正确理解是哲学
大师从出生到死亡的记录。。的确像那哥们评价的，这就是一本名人传，用6到8页来讲述每一位哲学
大师的一生经历。不是死亡笔记，最多就是人物小传。如果这本书的名字是“哲学家的故事”，我想
我不会有丝毫责备之意。想来写书也不容易，不知是不是出版社为了包装而把书做的名不副实、表里
不一，就说这么多吧。
7、打动我的竟只是封面的一句引用黑格尔的话 哲学的意义就是要挽救人类的尊严。
书中内容以介绍哲学家为主，并没太多实质哲学内容。旨在以哲学家个性来介绍一下关于死亡谁做到
怎样而已。
不过版式编排和一些有个性的哲学家的描述还是很有趣的，值得一看。
8、很好的一本书，集故事性与哲理性于一身。
9、挺好的
10、哲人小传
11、详略得当，增长智慧，大家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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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清明来临：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向死而
生“，严寒过后是春天，有衰落、有死亡就有生机、有盎然，相辅相成，生命就这样延续，文明就这
样传承。对话古今中外哲学大师，笑谈生死。

Page 13



《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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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