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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笛卡尔的“我是思故我在”是站在怀疑的观点，既然人都能思考了，那么人是存在的，其他都不
确定，普遍怀疑。之前被政治课的哲学那本只取“唯心主义 二元论”的角度蒙了。
2、额⋯也太通俗了
3、恩 不错 后半段有点溜号 入门可以啊
4、同是入门书籍，更推荐另一本《哲学家都干了些什么》，后者读起来更流畅性也更有趣味。不过
，本书重在对哲学问题进行分析或思考的过程，而后者则重在结论或观点的总结和梳理。
5、有很多感想，启发思路。
6、道德是非理性的。两个文明的道德观碰撞，普世是自掘坟墓。最好要和《乌合之众》一起看。
7、耍嘴皮子的无聊
8、深入浅出，让人有收获。
9、理解作者这种表达形式，但也许是翻译原因，太死板⋯

10、此书像很多人所说的一样，适合一点一点的读，把很多经典的哲学论题以轻松的对话方式陈述出
来，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有些论点我这榆木脑袋理解起来还是有点费劲⋯⋯
11、吭哧吭哧地看了好几天。其实个人感觉，这本分为7 个章节的书，每天看一个章节最好了。。。
。
12、入门读读吧 预设的读者角度我理解起来挺费劲的
13、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解释概念和创造概念，为我们的世界认知及自我认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创建体系以及寻找答案。
14、拿到书后粗略地读了一遍，有很多感想，启发思路。准备有空了再仔细读一读，适合做笔记。
15、个人而言，觉得作者相对夹杂了一点私货，同时整本书的前半段浓墨重彩的关于道德的描述也很
让人不喜，所以只给三颗星。
16、对于习惯放空、发呆的我，思考真的很头疼，为了防止发呆过久变成老年痴呆，还是偶尔转一转
，原来没有最后的答案。什么样才是美好的人生？窗外的少年盘腿弓背在白纸上津津有味地描画，浓
妆艳抹的女郎对着镜头用力摆弄身姿⋯⋯
作为一个入门读物，以读者和哲学家的对话展开，泛泛，前半本比较有趣，相较之下，更喜欢苏菲的
世界。
17、提出问题多过结局问题，独立思考
18、“如果想让生活中尽可能有多些乐趣，就不要去刻意追求。”有趣的对话。动动脑，不会太难。
这书真不错。（伦理和道德）
19、以为是本哲学简史，结果是碗寡淡鸡汤。
20、貌似不是我的菜
21、很好不错喜欢
22、虽说是入门，可是还是晕乎乎的⋯虽然说我想的东西它下一步就会说到，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至少我知道了，哲学没有答案
23、前部分很精彩到后面略无聊
24、还没看完，对不懂道理，又想懂道理的人来说，是本好书。只是需要多读几遍，就像敷面膜，敷
完了，别忘了再拍几下，这样才吸收的更好嘛~~
25、用对话的方式让你了解哲学。最大的感触是，方块字和字母会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方式，甚至能反
过来影响社会文化。
26、其次是对待感官采取积极的态度，舒斯曼特称为"具身的，非还原的自然主义"立场，"我们直接的
感知不是纯粹中立的感官感觉，而是已经被我们既存的欲望，信仰和概念预先架构了。"最后，人类体
验的丰富性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仍然来自"具身性的自然主义"立场，"艺术和审美体验并非源自一个非
现世，神圣，永恒的缪斯，相反它是自然能量的表达，它植根于我们生活中与自然和文化语境的互动
，同时以这些语境作为媒介并取得完善。"
27、虽然只是入门，但是很多问题都值得好好思考
28、用了一周多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 本身对哲学比较有兴趣 但是刚开始看这本书很是迷惑 到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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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提出的问题很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无解的 看到最后的感觉就是 哲学就是在遇到事情
的时候可以通过思考找到答案
29、希望棒棒
30、通俗的内容吧，个人口味问题
31、柏拉图 - 没有哲学思考的人气没有价值
32、读完啦 很适合小孩子读 
33、哲学入门书还是苏菲的世界好看啦
34、哲学入门，与之相似的还有《咖啡与哲学》
35、蛮好的。
36、哲学家的脑洞要开
37、好有趣
38、喜欢这种用对话引导思考的形式，对思考的帮助很大
39、作者建议一天一章，周末无聊，半走心不走心的都看完了，有时间打算再细细读一遍。哲学书对
我来说实在枯燥无趣，但这本其实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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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到《与哲学家一起思考：七天哲学课》（下文简称《与哲课》）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与哲课》也许对哲学研究无多裨益，但作为哲学普及书籍窃以为较为成功。本书形式上采用了柏
拉图的古典对话式，内容上既拆解了编年体通史的传统哲学书写，也摆脱了哲学大师自成系统的话语
，将之揉碎，生活化。《与哲课》分为七章，暗合了《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时间。在材料的选择上由
泛泛到深入。如果你纯粹对生活本身好奇，其实阅读到周四就足矣，你需要了解该怎样生活、该怎样
与人相处、怎样看待道德观、如何面对认识论。如果让笔者推荐，从阅读趣味上，周三的道德思考与
周四的认识论最具有阅读性。在此类问题的讲述中，本书跳脱堆积哲学史料的窠臼，举出充满思辨的
案例。书中在对道德自由的探讨中，拿出了“电车难题”：一名男子站在轨道的道岔处，五个孩子在
火车飞驰的铁轨上玩耍，另一条铁轨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他该如何选择？这个案例对道德制定的公
平与自由提出了反思，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确保多数人的利益究竟算不算不道德？答案是：没有定论
，因为绝对客观的自由和绝对客观的公平都不存在。否则我们如何在当下大热的《奇葩说》中看到依
然有贾玲和100名船员谁生谁死的辩题呢？而正是因为很多哲学命题本身没有定论，所以在道德探讨上
我们要类比科学的“反思平衡”——将某些通过观察得出的特定事实理解成用于预测和解释行为的理
由，然后再通过更多的观察对我们的理解做出修订并将它们归纳成全面的综合理论。不仅道德问题如
此，所有哲学问题也是。如此因此，“与哲学家一起思考”才显得格外有意义。 周四的认识论则在另
一个维度上开起了脑洞。从我们出生那刻起，我们就在不断汲取知识，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然而怀
疑论者站出来否定了你：你其实什么都不能知道。在追问一件事情上，怀疑论者认为只可能出现三种
情况：无穷倒退、假设武断和循环论证。其一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理论上所有的解答都没有终极答
案；其二是在某个时刻停止寻找理由，可因此我们也得不到答案；其三是在某个时刻又回到之前列举
的某个理由，原地转圈了，即所谓的阿格里帕三重困境。不过我们确定我们知道一些东西，《黑客帝
国》与“庄生梦蝶”毕竟是脑洞。当然，怀疑论者对人类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傲慢提出警惕是十分必
要的，但他们的犬儒和固步自封也需我们辩证看待。如果你对哲学终极问题感兴趣，可往下阅读周五
到周日部分。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徳写过一本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苏菲的世界》中神秘人传授
给苏菲许多哲学知识，然而最终苏菲意识到自己只是神秘人上校艾伯特为女儿席徳庆生虚构出来的人
物，有了自由意志的苏菲挣脱了“书”的虚拟世界，来到席徳的真实世界。《苏菲的世界》巧思在本
身包含对上帝与人、肉身与精神、哲学本身的追思，而这也是本书的压轴大戏。（在此用唯心唯物、
主观客观这样的名词解释对话内容，可能对每个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更为耳熟。）不过《与哲课》在
此只负责播种知识，世界究竟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主客二分还是主客不二分（现象学），存在“不
动的推动者”还是上帝死了，留与后人说。而在回答什么是哲学上，诚如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所言：
“哲学就是不是这样，可又一定是这样的一堆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哲学史的建构源于对这类终极问
题的解答，反复推到、重建，在反思平衡中前行。《与哲课》从生活出发，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
所想要了解的东西。书中小到爱情、友情、亲情的人际探讨，大到宇宙洪荒的畅想，兼而有之。从我
们最关心的问题开始，“我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相处”，到最后应答“什么是哲学”、
“为什么进行哲学思考”。这种逻辑的安置显然更符合读者的期待：从我最在意的地方谈起；哲学终
极问题，三思之后再选择是否拜读。
2、向来于哲学一窍不通，更遑论发表意见。不料读完此书，竟也有胆量和兴致来胡诌几句，实在让
我自己都诧异得很。为何以前对哲学毫不感兴趣甚至隐隐排斥呢？老实讲，一来是被“故弄玄虚的二
道贩子们”和他们的艰深名词吓唬住了，以为非有大能不可窥其门径；二来觉得哲学纯属空谈，所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还怎么会对它抱有好感呢！哲学当然不简单，但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
高深，更不能被视作“空谈”，这是我读完本书后的直接感受。能有机会翻开这本深入浅出介绍哲学
和引导哲学思考的小书，还得归功于“故弄玄虚的二道贩子”们。这些年来，他们制造出这样一种氛
围：堆砌汪洋般的专业术语和名词——这些名词很多时候并属于其本专业领域，而是哲学范畴的概念
，以达到使人晕头转向，使自己显得高深莫测的目的。他们实际提供了什么内容？约等于零。不过，
也只有在对其使用的名词进行了解后，才能不被吓住，才能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本书的好处正在此
，读过之后自然明白了许多哲学概念的真正内涵，例如“存在主义”、“功利主义”、“怀疑论”等
等，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对“故弄玄虚”的厌恶由来已久，通过本书更多是增进“理论自信”的
话，那么读过本书后才真正意识到哲学的一些实际作用。近来大热的一个名词叫“智商税”。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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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税”？凡是缺乏判断力、白花冤枉钱就可以视之为交“智商税”，比如买彩票，P2P投资。用某
篇文章的话讲叫做“无论智商高低，总有一款智商税适合你。”按道理说，学历较高、见识较广的人
群，具备较高判断力的比例也更高，不太可能会交“智商税”，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的投资骗
局中，很多受害人都属于这一类人群。本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不理智。“不理智”更多是与理
性相对的一种状态，当你的认识和行动与一些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矛盾时，你就陷入了非理性的“不
理智”状态。现在盛行的“一元夺宝”就是很好的例子：换一部Iphone6s，需要7000元的总份额，而
我们知道，6s的实际售价不过六千多，因此商家必然稳赚不赔，参与者则是白白送钱。之所以人们还
会去乐此不疲地参与，就因为抱有侥幸，以为自己会是那个唯一的幸运儿，却置上面明显正确的结论
于不顾，这当然是“不理智”的。如果认识到“不理智”的可能性，就会在生活中加以注意，这正是
本书所说的：“哲学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事物或联系。”本书作为哲学译著，对
译者要求颇高，翻译也颇见功力。百合悠悠翻译的文字晓畅明白，一气呵成，毫无译著常见的晦涩之
感；编校者冯小茫先生则从专业角度出发把关，适时在书中关键处加以注释，引导读者思考。他们的
工作，才使得我这样既不熟谙外文，又不通于哲学的门外汉可以一窥哲学之奥妙，免受无端之误导，
实在是非常感谢！
3、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在网上搜罗到不少绝妙知识，可屏幕一关，你的大脑好象依
然什么都没学会，于己而言并没什么长进。更要命的是：一离开电脑，你似乎就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
。创意想不出来，东西写不出来，甚至整个人都困乏无力。如果是，要小心了，不知不觉，你可能要
陷入惰性知识带给人的变蠢陷阱中。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惰性知识“呢？所谓“惰性知识”，
即指的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学习、接收过却不能被自发地提取利用的碎片化知识。仔细想想，你或
者你认识的人，是不是掌握着很多听起来可能很高大上，但没什么实际用途，也没法和现实结合，没
有任何活力的知识储备呢？与”惰性知识“相对应的，是”活性知识“的拥有。所谓”活性知识“，
就是你大脑中已经穿成线的知识，它们成体系并且有条理，能在你的大脑中自如运行，而且自有一套
完整的思维体系，比如说你学会的某一门语言，就是这样的活性知识。那么，怎样才能尽可能多的拥
有”活性知识“，避免”惰性知识“带给人的变蠢陷阱呢？有学者指出：对拥有”活性知识“而言，
培养自己专注核心知识的能力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获取渠道其实只有三类，第一类是数学，第二类
是逻辑，第三类便是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学者指出：除了数学、逻辑和哲学这三门学科之外
，其余的所有学科都只是个假说，没法确定它是不是正确。这时候也许有人要疑惑了：”不对吧，科
学不也是被证明了是正确的吗？那么科学相关的学科也应该是获取“活性知识”的渠道啊。诶，还真
不是。一个几乎是科学界共识的常识告诉我们：所谓的科学，其实就是不断证伪，让它错误的含量降
低一点的过程。想想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最早的地心说被认为是正确的，然后有了开普勒的日心说。
牛顿的三大定律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站出来啪啪打了它脸。其它科学学科
？一样啊，想想现代医学出现前的2000多年吧，西医那时候给人治病几乎就只懂得放血，甚至，会用
水蛭给人吸血，别的？对不起，没有。回到哲学来看，想从哲学方面获取”活性知识“，建立自身的
知识体系，谈何容易？我们这种没经历过正统哲学训练的，看起中学思想政治课本里的哲学相关内容
恐怕头都会大，更不用说正儿八经去读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了，而这，也刚好是《与哲学家一起思考》
的价值所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对哲学的学习，可以获取”活性知识“。延展开来说，是可以改变
自身的思维习惯，从单纯的惰性知识陷阱中唯结论者进化为体系性思维能力者。对哲学问题从最初的
观察开始，分析、预判、行动、再到最后的结果被获知整个熟悉的过程，也是大脑潜移默化，形成体
系化的认知能力的过程。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本好的入门级教材开始。作为一部这样的入门级
作品，《与哲学家一起思考》从最为经典的道德、存在等问题开始，以对话问答的形式进行了回答讨
论。柏拉图认为，没有哲学思考的生活是没有生活价值的人类生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每个人都需
要哲学，因为否则根本无法知道，究竟哪些目标才值得去努力追求，以及哪些物品具备工具性价值。
当然，我们可能不会有这种高度，也很难有这类感受，但不能否认，在《与哲学家一起思考》中研讨
哲学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可以掌握不少在其他生活领域中也能用到的技能线索：分析文章、不把主要
思路步骤同修辞学混淆、还原论据、弄清以及检验前提条件、找到不同论据之间的关联，还有最重要
的——进行独立论证并且清晰明了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光凭这一点，《与哲学家一起思考》便也值得
我等哲学小白们反思思考了。一个事物的工具性价值在于其相对其他事物而言的价值，它的内在价值
在于其自身的价值。毫无疑问，哲学两者兼具。一本哲学书籍的工具性价值在于其能避免“惰性知识
”的变蠢陷阱，而其的内在价值则是在于其本身能给予的”活性知识“塑造体系。毫无疑问，《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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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一起思考》两者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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