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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考研核心笔记 

 

《西方哲学简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古希腊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考点：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史的地位 

考点：希腊哲学的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1.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史的地位 

用美国哲学史家梯利的观点来讲: 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1）希腊哲学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 

（2）希腊哲学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索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 

（3）希腊哲学提供了人类思想从神话式的原始形式演进到复杂多样的体系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当然它这种地位是与希腊哲学处于哲学的素朴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应在历史中理解它的地位。 

 

2.希腊哲学的特点 

（将希腊哲学与中国、印度哲学比较） 

（1）相同点：①都不是最古老的进化形态，脱胎于古宗教与神话。 

②诞生年代相近，即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200 年) 

（2）不同点：①从哲学与古代宗教、神话的关系上比较。 

 古印度：哲学与宗教未能彼此区分，以佛教、印度教经典为主。 

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有了比较明确地划分，以神为理性的化身，批判“神人同形同性论”自觉地与宗教

划清界线，有明显的非宗教性。 

中国哲学：介于印度与希腊之间，对宗教敬而远之。 

②从表达方式上讲：印度：以说教为主，但其中充满了思辩的论证思想，代表学说是因明学，以因明

学认证教义。 

  古希腊：以说理为主，以论辩、讨论为主来说明哲学道路。（理性精神） 

中国哲学：在说教中说明道理，介乎二者中国，名家亦有论辩成就。 

 

3.古希腊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1）Physis=nature=自然指的是运动变化的原因 

表达了古希腊哲学的思辩性，按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起源于诧异。希腊人由于航海原因，对天相变

化十分敏感，由此引发了对运动变化及其原因的思考。这一派哲学爱就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这一派进而引

发了后世的物理学的诞生。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都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宇宙学家、数学家等。代表人物为泰

勒斯（Thales）。 

（2）Arche=beginning=本原指的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的名称和代表 

古希腊人认为事物的本原决定了其发展与归宿，即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这样就可以寻找到事

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对于本原的关注，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要。这种对本原的探索又可分成两类：①对自然

本原的探索：②对社会本原的探索（中国古代的神话，如中国的三皇五帝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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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差异之大，令人惊诧①则体现了理性的光芒；②则看来较为荒诞，原因何在？ 

（3）Cosmos=cosmos=宇宙指的是天地之间所有的事物的总体以及这引起事物之间的秩序。 

（4）philosophia=哲学。 指“爱智慧”。智慧指对于世界本原的思辩，“爱”即是沉思和静观之态度。

是理性光芒的体现。 

（5）schale=spare=闲暇由于希腊思辩要求静观性思维，故需要一种在闲暇条件下的思考。一方面哲学

家在当时都属于贵族，但为什么希腊贵族要以闲暇去思考呢？亚里士多德提出贵族的特征是高尚，而贵族

的高尚生活恰恰体现于①战争②狩猎③哲学思考中，希腊人的文明恰恰表现在诸如几何学、天文学等方面

构成了当时而言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形成了以学院、学园为中心的理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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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早期自然哲学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米利都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派 

考点：爱利亚派，元素派，原子论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早期自然哲学 

包括：（1）认为本原是一且变化的:伊奥尼亚派（包括米利都派和赫拉克利特）。 

      （2）认为本原是多且不变的:毕达哥拉斯派。 

（3）认为本原是一且不变的:爱利亚派。 

  （4）认为本原是多且变化的:元素派和原子论者。 

 

1.米利都派 

（1）泰利斯（Thal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85/584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本原论） 

②认为万物都充满着神灵。（物活论） 

（2）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鼎盛年为公元前 570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定”（无限者）。 

②认为万物的生成是的“无定”分化，万物的消亡则是万物归复于“无定”。 

③认为事物的生成必然伴随着另一些事物的消亡。他把这叫做“补偿原则”，这也意味着他第一次明确

的表达了运动必然性和原因的观念。 

（3）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46/545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 

②认为气有冷和热两种性质，以及与之对应的浓聚和稀疏两种运动，万物就是根据这两种运动由气转

化而成。 

以上米利都派三个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点的联系： 

从他们的各自观点看，他们都认为万物产生于一个本原，或者说万物可用一个原因来说明，而且都承

认万物的运动变化。但是，在对本原进行说明和规定上，在对本原与万物之间的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的说

明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体现了对一与多的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扩大和丰富。 

 

2.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鼎盛年为公元前 504-501 年）。 

他的哲学观点要比米利都派更丰富，尤其是在关于运动和变化问题的认识上。 

（1）火本原说。 

包括 2 个方面的意思： 

①从外在形态来看，火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是火转化而成。 

②从内在本性来看，万物与火一样，有着同样永恒不变的原则。 

（2）逻各斯学说。 

①逻各斯的含义。 

②认为逻各斯在“火”中是直接表现的，但在其他万物中则是内在的，要靠理性才能发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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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成辩证法。 

①向对立面转化的关系。 

②对立和谐的关系。 

③对立也是同一的关系。 

④对立是相对的关系。 

 

3.毕达哥拉斯派青岛掌л心博阅О电子书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年为公元前 532/531 年）。 

主要是“数本原说”。 

（1）认为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数的规定性。 

（2）认为数字先于事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位。 

 

4.爱利亚派 

爱利亚派产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城，流行于公元前 6 世纪与公元前 5 世纪之间，实际创始人和

主要代表是巴门尼德，其他代表人物有克塞诺芬尼、芝诺。 

（1）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40 年） 

他的理论表现为一种“神学”，主张“一神论”，反对多神论。 

他的神学观点的哲学意义在于他讲的“神”所具有的唯一性、绝对性、普遍性和不变性，具有对世界的

根本和最高存在原则的规定性质，这一点是后来爱利亚派的哲学中心思想。 

另外，他讲的“神”只有靠抽象思维才能领会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 

（2）巴门尼德（Parmenid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00 年） 

他的哲学不仅仅代表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里的一派观点，而且他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论证是思辨的，

即通过分析概念的逻辑关系来得出结论，证明观点，他的思想的思辨性和论辩性具有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

水平，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主要哲学观点: 

①提出“是者”（存在）是世界的本原，认为它最具对世界的概括性和统一性。 

②认为对“是者”的认识有如下两点是重要的。 

a.“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

它不可能存在。）。 

b.“能够被说和被想的与是者是同一个东西”（能被思维者和被存在者是同一的）。 

因此他反对认为“是者既是又不是”这样的看法。 

③他认为“是者”有如下的性质，并进行论证: 

a.不生不灭；b.连续性；c.完满性。 

在他看来，这三个性质与用感官把握的世界的性质是相反的。 

④与他的“是者”论一致，他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种认识对象以及相对应的两种认识能力。 

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的意义: 

a.他用“是者（存在）”这个从具体感性事物中经人们头脑反映出来的事物的共性，作为世界的本质或

本原，这是人类认识的一种进步，表现了从个别向一般的进步，体现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b.他在哲学上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本体和现象、真理和意见、一和多、永恒和生灭、运动和静

止、可分和不可分、连续与间断等对立概念和现象，蕴含着辩证法的因素，给后人提供了可探索的一系列

问题。 

c.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观点。 

d.他在哲学史上开了逻辑论证方法的先河。 

（3）芝诺（Zenon、鼎盛年为公元前 468 年）。 

他提出否定运动的论证，而且使用的是反证法，亚里士多德因此推他为辩证法的创始人。 

芝诺否定运动可能的 4 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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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原理》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宗教研究的方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具体学科的专业研究方法 

考点：逻辑思维的中介研究方法 

考点：唯物史观的指导性研究方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具体学科的专业研究方法 

从古至今，宗教现象涉及到人类生活异常广泛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层面。因此，要全面地研究和认识

宗教，必须对宗教进行多维性的研究，这就必须从学科性的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来研究宗教，从不同的视

角来剖析宗教现象。 

这种具体学科性的基本方法大致包括:历史学方法，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

伦理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地理学方法，生态学方法,神学研究方法和评论学方法

等'通过这些具体学科性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确立宗教研究上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宗教学分支学科，建立起

完备的宗教学科体系。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存在、发展和变化，都需要用史

学的思维方法来研究，而且也只有首先研究各种宗教所经历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认识宗教本身，才

能在这一基础上展开其他各个方面的宗教研究。 

宗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

中包括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习俗。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人类文明史以来的宗教现象，还必须了解和研究人类文明史前的原始人类的宗教现

象，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人类宗教历史的全过程，并从延绵的宗教史实中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匕帝和神明虽然是宗敎的核心，但起到相应的社会作用的恰恰是宗教道德。 

宗教在阶级社会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只要有政治上的需要，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会起动宗教，力图借助具有神圣号召力的宗教

实体进行于己有利的政治活动。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广泛而深远的。 

宗教的多元性及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是和各宗教不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环境，并同这一环

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和各宗教传播中的地域走向、宗教群体的迁徙流向有关，从而形成了不同

类型的宗教地域空间的地理关系。 

对于宗教的研究，神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要。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述及到的具体学科性的研究方法称

之为客体性的研究方法，即它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研究对象来对待的；而神学的研究方法可被称之为主

体性的研究。 

宗教评论学也是研究宗教的学科性方法之一。 

其内容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于无神论和有神论、宗教和反宗教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批判，二是来自于宗教内部各不同教派

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批评，三是来自于无神论和反宗教在批判有神论和宗教时所持的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争

论与批评。 

以上都是以块体学科性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宗教的不同层面，这对研究宗教进行多层面的立

体性的综合研究，并完成从整体上来研究宗教的宏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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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笔记】逻辑思维的中介研究方法 

所谓逻辑思维中介研径方法.就是要运用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以合乎逻辑的辭证思维方法来研'觉问题

“就像恩格斯所括出的:没白辩证的思维方法就连两个简单的事实也难以联系起来的、仅就宗教学研究领域

的需要，提出和选择具有特别意义的研究方法加以讨论。 

宗教研充需要借助于-综合的统计学方法，这个方法的特点是通过大量偶然的个性事件的统计，从中找

出客观的带有必然的规律性统计学方法把客观爭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因果论，事实上，任何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其先后相联的因果关系并从中体

现出爭物发展先后持续的规律性。因此我们运用因果论的分析方法来观察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就成为逻

辑思维研究方法所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 

宗教研究的唯象学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一切事物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而体现出来的，没有

外在现象的赤裸裸的事物本质是没有的。人对于爭物本质的认识也只有首先通过人的感官来感知爭物的外

部现象，而后通过人类理性的抽象思维而达到对于爭物的本质的认识。 

宗教的不同体系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运用综合的逻辑思维

性的比较研究方法，找岀各宗教体系在内容、形式、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异同性，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宗

教的整体性是十分重要的。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方法论的逻辑角度来考察,主要可以概

括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个方面。 

【核心笔记】唯物史观的指导性研究方法 

在社会现象研究的领域中，作为一般宏观性的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的方法。它为人们研究包括宗教现

象在内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具有普遍的宏观性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研究社会的宗教现象时，不仅需要运用具体的学科性方法和综合的逻辑性的规范方法，还需要运用

具有世界观指导意义的唯物史观方法论。 

唯物史观对于宗教社会现象的研究只能作为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决不能替代和离开具体学科性的专业研

究方法。对宗教社会现象最具有直接具体意义的还是各具体学科的方法。 

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来研究社会现象和宗教现象,就能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统观研究过程的全局，这就

有助于摆脱和避免种种片面性。 

在任何学术研空中，都必须吸取全人类的文化精华，因为任何研究成果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球，都是

在接受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文

化发展的结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时期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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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宗教的多相属性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宗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考点：宗教的认知属性和心理属性 

考点：宗教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 

考点：宗教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宗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宗教的基本属性，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首先就在于人们无可奈何地认可了超

自然力量和超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至上的、神圣的和终极的，它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

系中最高的调节者、仲裁者和支配者，这就是宗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本内涵。宗教的这两种属性

是同一而不能分割的，但它们在量度关系上，却是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甚至有着很大的变化。 

在人类的原始宗教中，自然属性是主要的。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人

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现成的自然资源和栖息条件，承受着强大的自然力量的统治和压迫，意识不到人

是改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体，只能祈求超自然力虽的神明来改善这种关系。 

在古代和中世纪，宗教中的社会属性是主要的。人类社会由石器时代发展到制造和使用金属的时代，

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使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能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自

然力量对人类的压迫也随之相应地减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致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自

身是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体，人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近现代大工业机器时代，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和发展，自

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人的压迫都相对减轻了，与大工业机器生产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通过

科学技术力量来发展社会经济，从而不断地改善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地削弱

宗教这种超自然力量的自然属性和超人间力量的社会属性。 

但是应该指岀，当今人类虽然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和发展社会经济来不断地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但都是在矛盾曲折的过程中进行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人的压力在不断减轻而未能消失，

因此，超自然力量和超社会力量的观念不会在人们头脑中立即消除，宗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仍将是宗

教的基本属性。 

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还压迫着人类的情况下,超自然力量和超人间力量是不会在人们头脑中普遍地

和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仍是当今社会宗教的基本属性。 

【核心笔记】宗教的认知属性和心理属性 

宗教是人类特有的认知现象和心理现象，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同属于宗教意识范畴中的两个不

同层次。前者具有群体社会意识的特征，后者则是以个体社会心理为特征的。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其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有其自我意识的认知能

力，而动物则没有。因此，在动物界是没有宗教的。宗教是人类特有的认知现象，但这也不是人与生俱来

的，它是人类抽象思维认知能力发展的历史结果。人类有宗教萌芽的最早遗迹也只能追溯推测到北京猿人

的那个时期，只是到了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宗教，即具有超自

然萌芽观念的宗教。这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压迫已具有了自我意识的认知能力，能够通过宗教的形式

来解释原始人类生活经验中所接触到的种种客观现象，这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过程中突破性的飞跃，也是

史前原始宗教认知属性的历史体现。 

宗教的认知特征之一，就是企图追求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现象至上的终极原因。人类的认识能力可以通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88 页 共 493 

页 

过理想的和幻想的思维形式而冲破一切现实所设置的障碍，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因素进行分解而后重新组

合,设计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通过认知的美好幻想和逻辑的形式,把人类真善美的智慧和能力抽象出

来，并把它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组合在一起，塑造了全智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作为宇宙万事万物的

“终极因”。 

宗教意识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群体认知属性，而且还有其个体的社会心理属性，前者具有理性倾向的

特征，后者具有某种非理性倾向的特征，后者是以前者为导向的。宗教情感、宗教情绪和宗教激情这些宗

教心理体验，都是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诱导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条件反射。一旦信教者认同了自己所崇拜的

上帝和神明，就会产生神与人之间的特定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感受。其中包括宗教心理感受的至上感和万能

感、神圣感和圣洁感、崇拜感和敬畏感、尊颂感和赞美感、神奇感和奇迹感、仁慈感和博爱感、受宠感和

护佑感、恩赐感和祈求感、好运感和祝福感、德性感和善性感、羞耻感和负罪感、悔恨感和忏悔感、卑俗

感和禁欲感、苦难感和厌世感、天命感和定命感、幸运感和恶运感、新生感和再生感、谦让感和忍受感、

承受感和顺从感、异己感和圣仇感、虔诚感和神秘感，等等。这是一般社会个人心理现象在“神圣光环”

上的折光反射，并不是信教者生来具有的一种天赋。 

宗教的认知属性和心理属性都有着神秘主义的共同特性。宗教神秘主义是以心理的满足来替代客观实

际的满足，有时还产生一定甚至是轰动性的实际效应，因而具有相当大的魅力而吸引着人们，加深并巩固

着人们的宗教认知属性。宗教神秘主义成为宗教认知属性与心理属性的强大支撑力。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包括虚构性的、偶合性的、幻觉性的、迷毒性的、秘术性的、修持性的和体能性的种种宗教神秘主义

现象。 

有一些客观现象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时空上的巧合而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既可以从理性

上来作出科学的说明，也可以从神学上作出有魅力的神秘主义的界说。1942 年 4 月 9 日，300 名教徒正在

马耳他的摩斯托教堂里祈祷，希特勒军队的飞机扔下一个 1 米多长的炸弹，正好穿过教堂圆形大顶，但没

有爆炸，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帝的保佑。1950 年初，在我国福建省福州地区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信仰

天主教的学生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同其他人一起乘坐一辆客车，该车在途中翻入山下的河中，其他乘客被淹

死了，唯独这个女学生没有死。她虽不会游泳，但坚信天主会救她，闭气沉着不动而被水流冲上对岸沙滩

上，终于活了下来，除教徒外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天主救了她。类似上述这样的现象，即使能作岀理性的

解释，对于一些人来说也难以接受，更何况是宗教信仰者。可见,偶合性的宗教神秘主义现象具有相当的魅

力。 

有些宗教神秘主义是由于外在客观刺激物印记在大脑上的兴奋点而诱发出来的幻觉，其中有梦托性幻

觉、渴求性幻觉、传感性幻觉和孤守性幻觉等。有一些人是因梦见了神明而信教的。例如：某大学一位女

硕士研究生，由于经常被邀请去参加礼拜，对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着特殊的新鲜感，有一次梦见了耶稣，她

认为这是耶稣托梦，于是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有一些是长期渴求而被诱发岀来的幻觉。我国四川省眉山县

有五位长期患病的老妇，常去庙里烧香求菩萨，和尚告诫她们心诚则灵，她们在冥想中获得了神助她们恢

复健康的种种信息，这种积极的心理因素确实在客观上提高了她们的免疫功能而恢复了健康，达到了信仰

治疗的目的，而老妇们却认为这是神明显灵所致。幻觉性宗教神秘主义具有一种给人以感受的心理因素而

具有相当的宗教魅力。 

有一种是通过药物性麻醉的迷毒性的宗教神秘主义现象。拉丁美洲的海地岛有一种伏都教的“回魂尸”

的神秘现象，认为这是违反教规者受到惩罚的一种报应。后经哈佛大学种植物学研究所的学者达维 2 年左

右的调查发现，原来“回魂尸”是由巫师用比可卡因毒性强 10 倍的单鼻鈍毒液给违反教规者服用后岀现

的临床死亡症状，然后再用曼吨罗叶子配制的药来部分解毒使其“回魂”，但脑神经巳被破坏而成为神秘

的“活死人”。美洲印第安人举行少年成人的宗教礼仪时，借助于麻醉剂，使少年处于恍惚的激情中来获

得种种神秘的宗教体验。上述这种迷毒性的宗教神秘现象，一般都出现在非传统的具有巫术性的宗教中，

其中包括现代西方的某些新宗教，如邪教，大多数人都对之持反感的态度，甚至遭到传统宗教的批判，因

此，它的社会影响极其有限，并没有神秘的魅力。 

秘术性的宗教神秘主义现象从古至今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意义的是巫术、相

术和占星术。这种秘术在古代和中世纪较为盛行，在 18 世经以后曾一度衰落，在科学发达的现代则又开

始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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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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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简史》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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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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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简史》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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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考研核心题库 

 

《西方哲学简史》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唯名论 

【答案】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 

 

2．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答案】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义为:“德性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它是相当于我们而言的中道，被实践智

葱的理性所规定。”实践智慧的理性是思虑和选择的过程，思虑和选择的理性标准被亚里士多德概括为“中

道”。他认为德性是牵沙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中，他被一种合

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些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用来规定德性的原则。中道是对于人的情感和行为的适中，

由实践智慧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对立面是“过分”和“不足”两个极端，过分是“主动的恶”，

不足是“被动的恶”。德性是相对于两个极端而言的中道，相对于恶而言，德性本身也是一个极端，即善。

善与恶的区别不是程度的区别，善与一切不同程度的恶相分离。 

 

3． 五路 

【答案】五路是指托马斯提出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五路的一般思路是采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原因观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因果链条，由可感事物向上追溯它们的最初原因。我们可以把五路看作是一种

基本论证的五个公式化表述。托马斯的五路都是后天的，它们都开始于关于物理世界的经验事实，然后论

证说，有一种最初的原因或终极原则来解释这些事实。因此，不同于对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第一种方法

是从事物运动或变化的事实出发，得出第一推动者存在的结论。第二种方法以世上存在动力因系统为基础，

论证有一种终极动力因存在。第三种方法依据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关系，即从可能存在推导出必然存在，再

从必然存在推导出自因的必然存在。第四种方法依据世界上的完善等级这一事实出发，得出必定有一绝对

完善的东西的结论。第五种方法是，既然每一自然物体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那么，必定有一个最终

的目的来安排世界的秩序。这五种方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采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原因式解释理论来

论证上帝的存在。 

 

4． 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 

【答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用语。指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有之为有”）的科学。研究事物的

本质以及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将知识或科学分为三类：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创制科学。又将理论科学

分为三类：（1）物理学（自然哲学，即第二哲学），研究分离但不是永恒不动的存在；（2）数学，研究

不分离但永恒不动而体现在质料之中的存在；（3）第一哲学（神学），研究分离但永恒不动的存在。认

为第一哲学是最高的理论知识，即智慧。它能够认识事物全体，但并不要认识每一事物的细节；它能够认

识最困难、最不容易认识的东西；能教人掌握比较精确的原因；能以自身为研究的目的。认为第一哲学有

四个为面的内容：（1）以实体（本体）为中心范畴的存在；（2）“一”和“多”、“同”和“异”、“相

似”和“相反”等最普遍的范畴；（3）事物存在的根源，即“四因”；（4）“矛盾律”、“排中律”等

研究各门科学必须共同遵循的最一般公理，即思维的一般规律。 

 

5． 独断论（费希特） 

【答案】费希特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必须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两种：

一种以理智为根据，一种以物体为根据。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独断论，也就是唯物主义。他认为：只有

这两种体系才是可能的。而且这两个体系的任一方，都要不能把对立的另一方驳倒，因为对立双方是关于

第一原理的争论只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第一原理得到了承认，它就推翻了对方的第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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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奴斯 

【答案】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术语。一般译为“理性”、“心灵”。希腊文，最初是指

感知、认识、理解事物的东西。 

 

7． 神正论 

【答案】黑格尔的神正论是用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证明神的存在和神创造一切的必然性、合理性、

现实性。“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的和解。哲学是真正的神正论，……它是

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种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因此，哲学是真正

的神正论。“真正的历史哲学实具有证明天道不爽或表明世事符合天意的意义”。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质，

神意也表现在世界历史中。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过程和实现过程，——“这是

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证实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历史

哲学是真正的神正论。宗教发展史是真正的神正论。“宗教发展的这一过程就是真正的神正论；它证明精

神的一切创造物、精神自我认识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必然的纠因为精神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并力图通过其

一系列的现象而获得作为全部真理的自我意识”。 

 

8． 康德的知性 

【答案】康德认为，知性就是指连接直观以思维对象的能力，知性的质料是感性直观，知性的形式是

范畴。康德把知性区别于感性和理性。感性是接受性的，而知性则是自发性的。知性关涉现象领域，并且

无直观则是空的，理性倾向于超越经验的界限，并产生许多谬误推理。康德主张，知性的主要活动是判断，

因此也称它为“判断的官能”。康德通过逻辑判断的形式推导出知性的纯形式，由于逻辑判断有四组十二个，

所以知性由四组十二个范畴构成。因此知性也是概念的官能。它按照范畴对现象给予综合统一，把直观和

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使知识成为可能。这种把概念和直观结合为知识的能力，这种按照范畴获得综合统一

的能力，就是康德的“先验统觉”。 

 

9． 身心二元论 

【答案】根据实体的定义，心灵与实体都是不依赖他物的存在，它们也不要依靠对方而存在。从他们

的本质属性来看，思想和广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思想没有广延，广延不能思想。笛卡尔得出二元论的结

论：心灵和物质是独立存在的两个实体，它们之间没有相互作用。笛卡尔的二元论对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没

有妨碍相反，这一理论把“灵魂”、“心灵”、“上帝的意志”等前科学的假设从自然物中驱逐出去，还

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二元论却难以解释人的行为。人和自然物不同，人不但是有形体，而且是有

意识和自我意识。人是两个实体的组合：身体是物质，自我意识是心灵，这就是“身心二元论”。按照二

元论的原则，身体和心灵不能相互作用，这一理论与人的心理与生理活动的协调一致的事实明显不符。 

 

10．唯名论 

【答案】西方哲学思潮之一。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中，唯名论思想认为个别、殊相先于一般、共相，

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一般、共相仅仅是人们用来表达个别事物的名称、概念、符号。主要代表

有：洛色林、阿伯拉尔、培根、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有极端唯名论和温和唯名论之分。极端唯名论把

一般与个别完全割裂，认为一般只是纯粹的名称符号，完全否认一般的客观内容。温和唯名论则承认一般

与个别间的某种联系，认为一般绝非空洞的意见，而是人们用来表示许多事物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

所以又称概念论。唯名论肯定个别事物的客如存在，强调研究自然，重视感觉经验和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

作用，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豆丁华研ю电┢子书） 

 

11．自然状态（卢梭） 

【答案】卢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把自然状态作为社会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卢梭

的自然状态说，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为了阐明人的本性，为了正确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

采用的一种理论假设。他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从“人之所形成的人性”，即既成的人性事实中，剔除人

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经过这样的抽象，他能够透过丑恶的现实和社会的罪恶，追溯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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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状态中的人的善良本性。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预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状

态。在此条件下，人的全部欲望是肉体需要，没有理性，没有“你的”、“我的”的观念。自然状态的人

具有的自我保存和怜悯情感等善良的本能，以及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对自然服从

或反抗的自由，并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自然状态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

着丧失自由的原因。 

 

12．理性 

【答案】建立在先验认知能力之上的认识能力。（康德） 

 

13．阿那克西美尼的转化生成观 

【答案】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气综合了水和“无定”的特征。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可以

转化为具有其他性质的物质，他说：“气的形状是这样的：当它处于最平稳状态时，不为眼光所见，但却

呈现于热、冷、潮湿和运动中。它通过凝聚和稀释表现出区别：当它发散而稀疏时，便生成火。另外，风

是凝聚的气，通过凝聚气变成云，再凝聚则变成水，更高程度的凝聚形成大地，当气凝聚到最密集程度时

变成石头。由此可见，冷和热的对立是生成的最有力因素。”阿那克西美尼的这种气由于冷热的程度依次

变成云、水、土、石的观点是典型的转化生成观。 

 

14．统觉 

【答案】意识，或表象外部事物的内部状态的反思知识。（莱布尼茨） 

 

15．“普纽玛” 

【答案】本意为“嘘气”（又译为呼气、吸气），是古希腊斯多葛派的哲学术语。早期斯多葛派利用

赫拉克利特关于火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焰般的气，他们称为“普纽玛”。普纽玛变浓或变稀就形

成气、水和土。他们把普纽玛看成是物质的东西，并且承认火可以转化为其他物质。早期斯多葛派不仅具

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们又把普纽玛歪曲成产生事物的“宇宙精神”，

这样，斯多葛派也就成了彻底的唯心主义派别了。 

 

16．《实践理性批判》 

【答案】康德三大批判之一。康德扮演的是基督教真理的维护者，是他首次确定了精神的永存和上帝

的存在。书中讨论了生活中的至善问题，康德认为人在绝对服从道德律令的情况下，不应该只是去寻找快

乐，而应该去寻找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 

 

17．实在论 

【答案】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意见，只有“理式”或者理念才具有充分的存在和实在，个别的

东西是没有充分的实在和存在的。 

 

18．真观念（斯宾诺莎） 

【答案】斯宾诺莎认为真观念就是天赋的工具，既是正确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方法论的前提；既是对

思想内容的反思，又是判断思想内容是否为真的标准。他肯定真观念是真理自身的标记，真观念本身给予

思想以确定性，为了知道一个思想是否为真，需从真观念出发，用真观念来判断真伪。这样，就可以突破

方法论的观念的循环而认识知识的实际对象。（豆丁华研б电子书ヌ） 

 

19．“白板”说 

【答案】“白板”说其实是一个比喻，把灵魂或心灵比作天生的白板。这个用语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

的《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说，灵魂像一块写字板，虽然它潜在地是可想象的任何东西，但是在它有了

思想之前，它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尽管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实际并未采用这个表述。但一般来说，人

们普遍把这一观点归于他。他使用了其他一些相关的隐喻：心灵是一张白纸，或一间黑屋，或一间空室。

洛克引进“白板”说主要是为了说明心灵中没有任何天赋的道德原则和逻辑原则，在认识开始时，心灵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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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的、被动的东西，一个容器，它等待着由经验而来的观念。不过，洛克承认在心灵中具有获得观念和

知识的能力。 

 

20．《形而上学》 

【答案】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全书共十四卷，主要研究本体的性质，原理和

原因，属于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亚里士多德提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用这四因来解释万

物的本体和变化，书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了详尽的批判，指出他把事物和本体脱离开来，以事物之外独

立存在的理念为事物的原因是极其荒缪的。亚里士多德在书中着重研究于本体的原理或要素问题，指出一

切可感觉本体均由物质和形式构成。物质是一切变出的主体，形式使事物具有个体性，二者的统一组成具

体事物。亚里士多德以可感觉的个体事物为现实存在的本体的观点，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与此相适

应，在认识论上他强调感觉不能产生于自身，必须有对象先于感觉而存在，然后才能有感觉产生。书中又

认为，除了可感觉的本体之外，还有一种不变动本体，这种本体本身不运动也不会毁灭，却是致动致变的

终极原因，作者称之为神或“原始动因”。《形而上学》一书不仅阐述了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基本观点，也

从他的立场总结了先前哲学的历史发展，对于了解古希腊哲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豆丁华研ъ电子书） 

 

21．卢梭的公意 

【答案】在卢梭那里，众意是指社会成员私人和个人意志的总和，是所有人的个人要求的东西的总和。

个别意志包含的是一个人为自身所要求的东西，它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每一私人意志都与其他私人

意志相冲突，因而一个市民社会需要一种由共同利益指引的公意。公意不是众意，但卢梭认为，一旦众意

中相互冲突的因素被取消，就可通过发现对所有的人是共同的东西而根据众意来确定它。我们能否以这种

方式确定公意，或者说公意是否是决定一个国家政策的良好基础，这些都还不清楚。一个国家也许应当允

许一定数量的冲突的存在。 

 

22．原罪说 

【答案】即基督宗教中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的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基

督教原罪的观点主要由北非神学家奥古斯丁根据圣经内容建立起来，主张人受到亚当犯罪的影响，生来带

着罪性，只有相信承担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才能从罪中被拯救出来。 

 

23．《存在与时间》 

【答案】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海德格尔在作品中，对于人的生存状况从结构上作了分

析，认为生存在世界上的“人”，必将通过情绪、领会、语言等方式与各色各样的物事打交道，世界也就

在这种展开中同时成为人的舞台。这种展开，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相应的对应样式。 

 

24．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答案】康德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认定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多次实

验，可是这些实验统统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妨换一个前提试试看，就是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

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关于“认识必须符合对象”的立场，康德认为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知性是自然的

立法者。因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类比，把他在哲学中提出的新的

思维模式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所提出的新学说相类比。他认为，在提出客体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这一立场

时，他正在“沿着哥白尼基本假设同样的路线而前进”。可以把我们的经验的明显特征归属于我们自己，

而不是我们的经验对象。此外，哥白尼的命题只是一个假说，康德则宣称，他通过考察直观形式和范畴的

本性已经无可置疑地论证了他的命题。康德把他的这一转变称为哥白尼革命。 

 

25．苏格拉底的方法 

【答案】苏格拉底与智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传授知识，只是与人对话。因为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只能通过对话才能接近真理。通过双方一问一答的对话，将论题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最后得出真理，同

时在辩论中对同」论题通常形成正面和反面两种观点；通过对立双方的辩论，真理最终脱颖而出。苏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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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644宗教学之西方哲学简史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西方哲学简史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人类理解论》 

【答案】这部大约 30 万字的论著，花费了作者 17 年的时间。洛克解释这部著作的构思是为了“探究

缘起、规律和扩展人类的知识，同时探究信仰、观点和共识的依据和程度”。洛克对真理的执着、以事实

为据、对情感持疑以及他的忍耐力都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人性理解论》是英国经验论哲学的

代表作。洛克在本书的一开头就批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和莱布尼兹的“天赋实践原则”，提出“人

心就像一张白纸，上面什么字迹也没有”，“人类一切知识的泉源就是经验”。在书中，洛克提出了第一

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的学说，论述了知识的本性、形成、等级和范围等问题。洛克

把广延性、运动、不可入性等称作物的第一性的质，把颜色、声音等称作第二性的质，它们作用于人的感

官，产生相应的简单感觉和简单观念，然後再由这些简单观念形成复杂观念，由此产生知识。 

 

2． 《上帝之城》 

【答案】作者为希坡的奥古斯丁所著,主要论述神圣的照管及人类的历史。提醒神的国度是属灵及永垂

不朽的，而并非是这世界 任一国家能取代的。“上帝之城”是第一部教会历史哲学。 

 

3． 《形而上学的沉思》 

【答案】书的内容是在宗教的外衣下为科学思想探寻根据。（笛卡尔） 

 

4． 实践理性 

【答案】指与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有关的理性。所以，实践理性首先与我们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理解

相关。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一是认识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称后者为实践理性。（康

德） 

 

二、简答题 

5． 简述德谟克利特的伦理观。 

【答案】德谟克利特的伦理观与自然观向吻合。按照他的自然观，一切都遵循必然性而发生，遵照必

然性的生活才是愉快的。这种愉快，他称之为幸福，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幸福，下面是他的一些建议： 

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因为灵魂是人的善恶秉性所在，追求灵魂才是神圣的目标。追求智慧，因为哲学

解除灵魂的烦恼，智慧使人善于思想，善于说活，善于行动。顺应自己的本性，不要做超越自己的事情，

只关心力所能及的事情。过节制的生活，不要追求过多的财富，把精力放在幸福必须的事情上面。做正义

和合法的事情，这样才能无所畏惧，无忧无虑，不要内心的谴责。不过，知错而改悔的人能重新获得愉快，

这等于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6． 简述斯宾诺莎的功利主义伦理观。 

【答案】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本性是首先保存自己，而人的趋乐避苦的情欲、追求私利的幸福的欲望，

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所做的努力。在他看来，这种保存自己的努力不但不是乱祸的根源，反而是道德的基础。

因此，斯宾诺莎反对把情欲、追求私利本身看作目的。人类保存了自己，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寻求所有的

人都和谐一致，使人人都追求共同的利益或福利，尽可能努力去保持自己的存在。凡是受理性指导的人，

即善于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欲，以理性为指导寻求自己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也即是他们为别人

而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是道德上公正、忠诚而高尚的人。在斯宾诺莎看来，道德不否定个人追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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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益，如果把对于资财、荣誉和快乐的追求看成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加以适当的节制，这不但没

有什么妨碍，而且能够促进目的的实现。 

 

7． 简述霍布斯的自然法权思想。 

【答案】霍布斯认为，人们最初的生活状态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他称这种状态为“自

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状态。所以，理性便出来教导人们，不能单凭自己的情欲去生活，只有接受那些大家必须遵

守的共同的生活规则，即“自然法”，才能避免战争，使每个人都能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自然权利”

和“自然法”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需求无限制的自由，要求占有能够占有的一切，后者则具有约束性。

到最后，是用“自然法”来约束“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是人们行为的准则，

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律。 

 

8． 简析希腊哲学中“神”的含义。 

【答案】希腊哲学中“神”的概念集中体现在“理性神”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宗教神话是古希

腊哲学的温床。 

希腊哲学家总是在哲学之知识与宗教之隐秘智慧的诱惑之间犹豫不决，在对传统多神论及神人同形同

性观念进行了抨击的过程中出现了理性神的萌芽。继苏格拉底试图建立理性的一神宗教之后，柏拉图指出，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关系，中间有巨大的鸿沟。除了“迷狂体验”，一般人的理

解力是达不到它的。宗教意识和哲学思维、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里获得了一致的形式。柏拉图学说中

的太阳之喻、迷狂说，也可以在后来的否定神学和神秘主义者那里看到影子，成为西方具有经典和特殊意

义的宗教语言。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逻辑学、本体论、神学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体系，这里的神并非是人格神，而

是最高的实体、最后的原因和目的、最后的智慧，与柏拉图的理念相差无几。 

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斯多雅派、犹太-基督哲学家斐洛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对理性神概念有所

发展。 

理性神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从泰勒开始的对本原的探讨，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

性神，已经显示了西方哲学演进中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希腊哲学使人摆脱传统宗教，引发

了人们的理性，与此同时，又诱导着一种新的信仰，为一神论的犹太-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

架。 

 

9． 海德格尔“此在”的含义。 

【答案】“此在”（又译“亲在”、“纯存在”），是海德格尔给了人这个独特的存在者的一个专用

名称。海用它专指现象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先于主客心物之分的、没有规定性的原始状态下的

人的存在。人们对 Dasein 既不可能有具体的、确定的感觉，又不可能有一般、抽象的概念，而只能有关于

人存在在此（Da）的原始和混沌的意识，即对人的存在、显现的直接领悟。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存在有这种

领悟，才使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于其它一切存在者区分开来。 

 

10．此在内在的先天结构。 

【答案】此在的存在必是在世的存在，而在世必然要与其它存在者、他人打交道，即必然处于一定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必然受到体现常人的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舆论、法令法规、文化传统、道德

规范、风俗习惯等等的约束。人们不能不生活于日常生活中，而日常生活意味着此在的沉沦和异化。 

 

11．简述德谟克利特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 

【答案】原子论的宇宙是机械论的、决定论的，任何事情都有原因，而原因必然产生结果，基此，德

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与碰撞和运动等同起来，这样碰撞和运动便取代了传统上归之于必然性的决定力量，而

这种决定力量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神圣之力。于是，没有什么是纯粹的碰巧发生，不可能有偶然的事

件。在偶然性上，德谟克利特把最初的一切宇宙漩涡的形成归因于偶然性。宇宙形成论的原子运动也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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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偶然性不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对特殊类型的事物和个别事件的解释是由如下原则支配的：不存在偶

然的事件，但也无法给出对根本的宇宙过程本身的解释。 

 

12．柯亨等马堡学派主要在哪些方面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改造？ 

【答案】柯亨等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的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从先验方法出发，重新解释“自在之

物”概念，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 

（1）柯亨等人并不排除“自在之物”概念，只是排除为外部客观实在的意义，发挥其他意义，特别

是发挥其不可知论倾向的意义。他们认为自在之物就是不可认识之物。它必然处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其

它科学范围之外，因为人们不能用数学和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在之物。人的认识以经验为限，

一切被认为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其实并未越出经验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那就成了非人的认识所及的，

即不可知的东西。既然自在之物要求具有经验以外的实在性，它就只能是不可知的东西。 

（2）发挥了康德关于灵魂、世界、上帝等理性理念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思想，因为人的理性

在企图论证它们时必然陷入矛盾，它们超出于人的知识能力范围以外。 

（3）经常把“自在之物”当做一种调节原则。它联结经验材料，调整人的认识，但它本身并不提供

认识；它只是一种观念，而非实在。把“自在之物”当做一种调节原则也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界限概念，它

表明人为自己的认识设定的一种目标、界限。 

（4）他们认为“自在之物”并不是引起感觉的原因，感觉不是认识的起点，思维是不从感觉发展起

来的，思维从其本身开始。全部认识都是纯粹思维本身的活动。在认识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思维所规定

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能为思维所规定。任何经验的规定同时又是思维的规定。空间和时间并不是感性的

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维本身所创造的范畴，它们的作用是用来表现纯粹思维活动的结果。换言之，纯粹

思维的创造通过作为它本身的产物的时空等范畴表现出来。 

 

三、论述题 

13．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答案】（1）理念的概念； 

（2）理念的基本特点； 

（3）理念与感性事物的关系； 

（4）柏拉图对理念论的解释； 

（5）理念论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14．亚里斯多德的实体学说 

【答案】作为存在的存在就是宇宙的本体（实体），所以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实体的学说。 

实体：ousia(英 substance) ，还有本质(essence)之意。实体应具有的五条标准： 

（1）它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一个主体的东西。在逻辑上只能充当主词，而不能成为谓词。

在哲学上讲，不是主体的属性，而是主体自身。 

（2）指单一的、个别的东西，即个体。 

（3）实体自身没有对立物（性质、关系等范畴有对立面而没有什么能与实体对立）。 

（4）同一类实体的各个个体间无程度差别。 

（5）在数目上保持单一，在性质上却可以有对立面。 

（6）第一实体：个别事物；第二实体：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形式：第三实体（是其所是）就是内在

形式；实体：即神。 

 

15．霍布斯与洛克社会契约论之比较。 

【答案】霍布斯认为，在国家和社会产生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由

于人性利己，而不断发生冲突，“自然状态”不能维持，普遍战争状态出现，必然要使人们饱受苦难。为

了摆脱这种丑恶、野蛮、可怕的状态，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通过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建立起公共权力

以谋取和平。那么人们必须共同协商订立契约，这就产生了国家。这一点与洛克相同。洛克与霍布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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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点是认为在订立契约时，人们并没把全部自然权力都转让给君主，而是还保留了一些，如生命、自由、

平等、私有财产权等。统治者如果不能保障人们的天赋人权，人们有权推翻它。而霍布斯断言，在人们订

立契约时，就把自己的全部权力永远转让给国家统治者，而转让出来的权力是不能收回的，国家统治者的

权力是绝对的，对君主的任何反抗都是“违反正义”的，人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 

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或军事独裁是最好的政体。而洛克认为“三权分立”的议会制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最

好的。他和霍布斯不同，认为君主也是参加订立契约的人，君主专制是违反契约的，它不能保障人们的生

命、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等权力，因而人们推翻君主专制是完全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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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西方哲学史 201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西方哲学史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814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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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21 年西方哲学史考研真题汇编 

 

2021 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814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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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安徽师范大学 813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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