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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考虑到青年人学习哲学的特点和兴趣而撰写的。编者把以往哲学史著作
中常见的那种大量的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分析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也把人物的传记
资料作了尽可能的精简和压缩，而把重点放在哲学家思想本身的内在分析和意义阐释上
，力图写成一本思想含量尽可能浓缩、思想发展的线索尽可能清晰的哲学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讲解西方哲学史的大学教材。与国内现有的同类教材相比，本
书的*特点就在于突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和精神实质，将哲学史看作是哲
学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力图把不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各个哲学
派别和各种哲学思想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在内容上分为六章，即古希
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16-18世纪西欧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近代哲学的终结及向现代哲学的过渡，章与章之间的承启转化都表现出一种逻辑的必
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
广博的知识于一体，是引导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探究西方哲学堂奥的难得向导，适合高
等院校哲学专业学生及广大社会读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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