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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内容概要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作者G.希尔贝克、N·伊耶是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两方面有深
厚造诣，并以跨越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而著称的当代北欧哲学家。本书通过对诸多哲学传统的比较来
显现西方哲学的特点，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点，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背景
来展开各个哲学学派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结合人类的现代处境来讨论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全书内容
覆盖像罗尔斯、罗蒂和啥贝马斯这样的当代哲学大师的哲学讨论，其风格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学术性
。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初版于1972年，以后基本上每四年修订一次，最近一个修订
本出版于2000年。除了挪威国内两个语种之外，该书已被译成德语、英语、俄语、瑞典语、丹麦语、
冰岛语、乌兹别克语等多个语种，该书的韩语版、土耳其语版和塔吉克语版也即将问世。其作为教材
和参考读物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了数十年时间和近十个语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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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作者简介

作者:(挪)希尔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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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附带浏览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第二章  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第三
章  柏拉图——理念论和理想国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自然秩序和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第五章  后期
古典时期第六章  中世纪第七章  自然科学的兴起第八章  文艺复兴与强权政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
第九章  怀疑和信念——处于中心的人第十章  作为一个体系的唯理论第十一章  洛克——启蒙和平等第
十二章  经验主义与知识批判第十三章  启蒙运动——理性和进步第十四章  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第十五
章  康德——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第十六章  人文学科的崛起第十七章  黑格尔——历史和辩证
法第十八章  马克思——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第十九章  克尔凯戈尔——生存和反讽第二十章  达尔文——
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和争论第二十一章  尼采和实用主义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二十三
章  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第二十四章  社会科学的兴起第二十五章  自然科学的新进展第二十六章  当代
哲学概观第二十七章  现代性和危机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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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编辑推荐

G.希尔贝克、N·伊耶编著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通过对诸多哲学窗同的比较来显
现西方哲学的特点，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点，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背景来
展开各个哲学学派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结合人类的现代处境来讨论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全书内容覆
盖像罗尔斯、罗蒂和哈贝马斯这样的当代大师的哲学讨论，其风格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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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精彩短评

1、内容详实
2、是书虽以“西方思想史”为名，但作者还是以哲学视角来讨论各种东西的，视角没那么宏大。
3、书本身的内容是很好的，但翻译就比较一般了，有一些不通顺及比较晦涩的地方。另外，书的英
文名是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但主要还是哲学方面的。然后怎
么没有叔本华？
4、这本书，大家提的很少，大概是没有学校指定它，这是我看的第一本西哲史，第二本是梯利的，
只从自己的感受讲，西尔贝克的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作为入门的教材也比较适合。每一章后面还有
推荐阅读和思考题，对自己的帮助蛮大的。而梯利的那本真的是很枯燥。反正我是看不下去。中途弃
了。
5、挺好的书，紧凑，实用。就是有些贵。
6、这本哲学史逻辑线索清晰，论述句句到位
7、看了两个月终于看完了⋯⋯
8、从原子论到现代主义结构，很多标签。适合标签化的阅读者。
泛泛而谈，内容很有条理性。多了些女性主义和教科书式的自问自答，是个亮点。
9、602页，将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翻译成 全权主义的起源，603页，将《梦的解析》翻译成《释
梦》，略蛋疼
10、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新版）
11、回顾还算清晰  简明扼要
12、早就瞄准的科普哲学书籍,很好的行文,作者尽量不带个人偏见
13、特别好，但是还是会有错别字和个别翻译不通的地方。
14、替朋友买的吼吼吼，没看过~
15、非常好的哲学入门读物，每一章节之后均有进一步阅读建议和原著的选读，甚至还有思考题，帮
助我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流变建立一个宏观的基础认识。
16、看书的译者就知道书的内容会不错。今天在书店翻了一下，开本较小，纸张什么的都不错。原书
是国外的教材，有些国家哲学是所有专业必修的，这就是针对所有专业学生的教材。书的体系比较好
，有相关知识，比如开篇会讲中国哲学，一节后面附有原典选读，还推荐了一些研究资料（二手资料
）。总的说，性价比高！
17、断断续续两个月，读完了上卷，标一个。原书名“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其实没有必要
译作西方哲学史。书写得极其好，译得也极好，把大哲学家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勾勒清楚了。整本书都
充满了两极的冲突，实在论和唯名论，自然法和罗马法，几乎每个哲学家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个坐标。
作者谈到，希腊小城邦的瓦解，罗马大帝国的成立，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共同体思维被淘汰的根
本原因，我觉得有见地。
18、自然哲学，原子论。智者派，相对主义，苏格拉底，说服与信服，对话式教学法，自知自己无知
。理念。实体和属性，逻辑学、三段论，中道，实践和创制。自然法，怀疑论。理性与信仰，共相与
殊相，唯名论。假说-演绎体系，数学和经验。强权政治，政治与道德，自我保存，契约。有条理的怀
疑，我思故我在，思维和广延，维科，人只能了解他创造的东西，发展的历史观。实体，神即自然，
思想和广延，单子，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知识产生于经验，观念，感官与反省，保护私有财产，
个体和契约。存在就是被感知，印象。印象和观念，所有知识来源于经验，逻辑知识，经验知识，因
果律：相继性、接触性、必然性，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是与应当，感情。
19、书质量还不错，就是边边角角不干净呢，也弄不掉。开本挺小的。
20、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左右，终于读完一遍了。这本书语言浅近自然，逻辑清晰，作为哲学入门书
籍确实很不错。虽然遗漏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谢林等），但是瑕不掩瑜。有些地方还是没
读懂（康德，克尔恺郭尔，维特根斯坦等），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常翻翻。
21、翻译比较生硬。不确定是否正版，有些字的字体和字号不同
22、北欧人视角里的西哲史
23、此书的特点是带有很多图形解释，注重批判性思维，但是全面性和深度不够。。。
24、很好的入门书，虽然有一些还是不太懂，但讲解的很细致。

Page 6



《西方哲学史》

25、非常好
26、断断续续读了三个月 非常好的一本哲学读物 逻辑脉络清晰 翻译也很棒 每章最后还有延展阅读和
思考问题 无论是作为学术阅读还是科普读物都非常适合。跟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比起来 这本融入了自
然科学的部分 可读性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本书用语还算通俗易懂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门外汉 还是看得
一知半解 应该还会读第二遍～
27、哲学家写的哲学史
28、上卷五星，下卷四星。当惊险小说一样看都很好
29、一般吧⋯⋯
30、哲学史佳作，比较系统
31、老赵看不下去了,开始广撒网吧,就当睡前消遣好了
32、2星给自己，因为看不下去了⋯⋯
33、真的是觉得很好的书啊！！！
34、有质感有读头
35、只能说自己离这个层次太远了
36、翻译的真的不怎么好。有出错。等以后自己理解提升了再看一次吧。
37、希尔贝克是典型的现代哲学家：民主的科学的友善的，参考彼得辛格和那个开正义课的谁来着。
不是很喜欢这种气质，不过书里的内容确实很明晰，适合初学者。
38、这本书，是大学时候就从一个朋友那接触了的，当时还是一本，然后一拿到手就立刻放不下了。
相对于罗素、撒穆尔、梯利而言这位挪威的哥们明显没那么出名。但是他的书又是最亲近读者的一本
。不是为了枯燥的让人吞不下去的精湛的学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找寻一个自由发散的道场。他
是在用人与人的态度分享着自己，感觉上和欧文亚隆文字的味道相似。值得去细细品味。。。
39、终于看完了，收获虽然不多，但是至少留下了一些印象
40、书的内容很好  很适合初级阅读  容易理解
41、一部思想史！我认为是最好的哲学入门及温故教材，论证与历史兼顾，尤其是跨学科的论述非常
精彩。行文是分析哲学的典范，没有基础的人也能看懂，作者的视野极其广阔，很有耐心，这部著作
真的太好看也太需要看。
42、还没看很多，其实也不是非常受用，像在自学一样，慢慢看吧。
43、西方哲学史推荐读物。综合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尤其注重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简明易懂，有
意地联系哲学与社会生活，同时也有介绍哲学的方法。
44、哲学不适合我看来。。
45、新版很漂亮，内容深刻而有趣。
46、可读性和学术性一体。逻辑清晰，入门首选。
47、说的是哲学史，但这是简略一带而过，不建议购买
48、听人说这个版本不错
49、現在看哲學史，已經不能夠滿足了。現在的瓶頸在於不能分析，如嵇康在寫《養生論》和《答難
養生論》的時候那種析理的層次和深度，還是讀得不夠多，泛泛而談太容易。
50、翻译得太烂。可贵之处是作者不单介绍哲学，还介绍了许多同期科学、人文思想。
51、这是初二和初三的时候读的。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史著作，直到现在依然怀念。它引发了我对
哲学的浓厚兴趣。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它清晰简明，系统而又不失流畅。
康德、马克思以及尼采在那个时候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52、學點哲學，有點思想
53、好东西，就是暂时没时间读完了
54、全而简略，不如少而精
55、这本是真不错，翻译，还有封皮都是我喜欢的颜色。观点很新，思路清楚，比国内的好多了
56、西方脑洞史。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没有定义。没有定义就导致不同的人说的根本就是不同的
意思。
57、循循善诱，融会贯通。最好的哲学入门书之一。
58、写的很简单易懂 算是很好的入门书了
59、比较适合刚刚入门的、对哲学有一定了解的人来读，对各个哲学家观点的解释比较透彻，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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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较有逻辑，循循善诱，可以陪着国内编写的哲学史教材读，当然，这比国内的教材要有趣的多。
60、没有通读，一知半解。
61、写论文用到了就大致翻了一遍，层次清晰深度刚刚好，只是翻译的水平永远让人蛋疼
62、这个版本很不错的，可以配合罗素那个版本来看
63、很赞的西哲史
64、对当代哲学流派及思想有详尽的介绍，让人心中充满了阅读西哲原著那种欲罢不能冲动
65、在德国古典哲学部分脉络很清晰，特别是黑格尔部分，几个设问，诸如：黑格尔是集权主义者吗
？辩证法是胡说八道吗？几乎是为天朝喜欢趴马克思祖坟的爱好者量身定做的。
66、非常棒的书，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67、本书为多人合译，译文显然缺少细致的推敲，致使有些地方晦涩地难以理解。比如，“实在论使
得有可能主张存在着一种理性可以把握的客观的道德”（P174最后一段）是神马意思？
68、应该翻译成“西方思想史”。
69、很好，尤其是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囊入其中，显示出一种宽大的哲学情怀。这是大多数思辨哲
学都缺乏的东西。
70、上册比下册翻译的好，下册的后面几章略显生涩和仓促，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要对照夏基松的《
现代西方哲学》更好。
71、翻译的不好
72、简单明了，有理有据，作者的评述夹杂在整体性叙述当中。对西方哲学史梳理脉络，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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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精彩书评

1、1、一些概念没有解释：500页倒数第二段提到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2个概念是以  赛
亚·伯林  提出来的，这本书中没有解释。知道这2个概念自然可以看懂书，但是不知道的人就肯定看
不懂了2、一些翻译问题：499页的一句话，我是完全没读懂：“但是那些主动改变和扩展理解视域的
人们，也必须从那个通过传统而传递下来的那个理解视域出发才行”。这句话出现的“视域”是胡塞
尔后期  发生现象学  的概念，不是视野、视角的意思，英文是horizon，但是这里为什么要翻译为“视
域”？还有一个错误：735页，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翻译为《全权主义的起源》，极
权主义很容易理解，也非常用，大陆已经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就叫做《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全
权主义”我是头一次见到，后来去网上查了资料才知道意思。如果翻译为《全权主义的起源》，至少
要加一个注释吧，而且《全权主义的起源》与主流的翻译方法不同，我是不喜欢这种翻译方法的
2、书本身的内容是很好的，但翻译个人认为就比较一般了，有一些不通顺及比较晦涩的地方，大概
是个人理解关系吧。还有错别字，另外，书的英文名是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涉及
的内容比较多，但主要还是哲学方面的。然后怎么没有介绍到叔本华？如果是第一次看哲学类书籍，
则不推荐这本书，因为里面的专业术语都是没有注释的。
3、这本书，是大学时候就从一个朋友那接触了的，当时还是一本，然后一拿到手就立刻放不下了。
相对于罗素、撒穆尔、梯利而言这位挪威的哥们明显没那么出名。但是他的书又是最亲近读者的一本
。不是为了枯燥的让人吞不下去的精湛的学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找寻一个自由发散的道场。他
是在用人与人的态度分享着自己，感觉上和欧文亚隆文字的味道相似。值得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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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章节试读

1、《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页

        不知道要花多久可以啃完！

2、《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509页

        黑格尔的哲学是集权主义的？黑格尔是保守派？个人在黑格尔那里没有一席之地？辩证法是胡言
乱语？何为辩证法？

3、《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754页

        尽管审美对象既不属于借助于知性范畴所能认识的现象领域，也不属于实践理性所支配的自由活
动领域，艺术作品（以及自然美）却是可以进行客观判断的。在真实和道德这两个有效性领域之外，
美构成了另一个有效性领域，而正是这个领域构成了艺术与艺术批评实践之间联系的基础。

4、《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158页

        

5、《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218页

        

6、《西方哲学史》的笔记-第三章

        有一些愚蠢的牢骚。。
1、＂马＂有理念好理解，但＂善＂本身是带有道德评判的＂概念＂，它为何也有理念？顺便＂恶＂
的理念那个悖论能够得到解决吗？
2、如果1有好的解释，那么理念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很迷人的，但认识论上又显得弱得多，似乎难以真
正自圆其说。
3、关于理想国中柏拉图如何在理论上调和个人利益与社会需要，不太理解。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究
竟如何相同？或者说为何在各自岗位各尽所能（当然满足了共同利益）也是一种真正的个人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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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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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