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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
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
人，便自觉其无知。”简单点来说，就是每当你问自己
“为什么”的时候，便处于哲学状态之中了。哲学看似
离你我很远，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苏格拉底
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只有正确理解真、
善、美，灵魂才能变得出色。”人生中的一切疑惑，哲学
都能给出解答。哲学，已成为人生中的一门必修课。

近几年来，哲学有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从各种形式
的哲学普及读物大量涌现中也可看出端倪。然而，哲
学初学者往往因为看不懂而遭受挫折、望而却步，甚至
产生排斥心理。

这时，《惊呆了！哲学这么好》以一种崭新、可爱的
形式，为想要接触哲学的初学者打开了大门。

看超萌漫画，秒懂2600年西方哲学史
《惊呆了！哲学这么好》另辟蹊径，抛弃了如绕口

令般的繁杂词句，将哲学中的各种理念用可爱的插图
来呈现，并配以凝练的文字讲解，直击思想的核心，让
哲学变得一目了然。

然而，本书并非仅注重形式，它在内容的编排上同
样下足了功夫。500多幅粉红插图串联起72位哲学
家及210个哲学概念。每一个哲学概念，都是哲学家
经过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而努力找到的答案。

在《惊呆了！哲学这么好》一书中，我们可以跟随
着不同的哲学家，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我要如何生活才能幸福？”这些问题发起追问。这
本书从公元前600年的古希腊开始讲起，经历中世纪、
近代，再到如今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就如同一部完整走
过2600年的人类思想史纪录片一般。其中，哲学家们
各抒己见，各派别众说纷纭，人类的智慧在历史的银河
中璀璨无比。

我们既可以了解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圣奥古斯
丁的上帝之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目的王
国、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还可以思考当今时代的生命伦
理。

用碎片化时间获得面对未来的力量
从这些人类思想史的精髓中，或许可以找到认同

的答案，获得面对人生与未来的力量。藉由本书，变得
更有智慧、过更好的生活、成为更好的人，拥有一个会
独立思考的大脑，以及一个更加出色的灵魂！

这本萌萌的入门书，一定会让你觉得相见恨晚，惊
讶于“哲学原来这么好”，发现哲学原来既有趣又实
用。每天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认识一位哲学家和他
的生平及思想，是适合上班通勤，发呆无聊，想要在碎
片化时间掌握知识的阅读利器。

这本书有一个神奇之处。它如同一本心思巧妙的
课堂笔记，每一页都是一个知识点，只须随手翻开一
页，便可开始阅读，完全不必纠结前面讲过的东西会影
响这一次的阅读。看累了，就合上书放到一边吧，等想
看了再拿起它；没兴趣，就先跳过去吧，等感兴趣了再
来阅读它。这才是打开哲学的正确方式。

如果你是一名上班族，随身带上这本书，收起手
机，让挤地铁的时光充实起来。上地铁前还是个哲学
小白，走出地铁的时候已经一只脚踏入了哲学世界，是
不是听起来很不错？本书作者田中正人说：“我想把邂
逅那些伟大思想时的震惊直观地呈现出来，于是有了
这本书。如果读者朋友能在这本书中有所发现、有所
惊喜，将使我不胜欢喜。” （耶 度）

斯蒂芬�霍金教授辞别人世，我们在对“巨星陨落”惋惜的同时，
也回溯了他的成长历程。

霍金的天份无可置疑，但是在他尚未展露天份之时，甚至表现得
“迟缓”之时，是如何改变的呢？我们怎样帮助别人做出改变？自己
又可以从中获取怎样的感悟？

霍金曾说：即使身处果壳之中，我仍以为自己是宇宙之王。借用
这句话，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宇宙，亦会发出璀璨光芒。

建立“价值感”，永葆好奇之心
如果你本身不想学一种技能，或者认为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想

要学好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难理解，学习本身是反人性的，我们更
喜欢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霍金在学校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他不能接受学校当时填
充式的教育方式，但他喜欢探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小霍金成长在学霸父母组成的家庭里，并没有背负太多来自父
母的压力和期望，一直自由地成长着。他可以什么事不干，尽情地沉
浸在书海里一整天；也可以脱掉鞋子，在田地里撒野，躺在草地上和
妈妈一起看星星。充满好奇心的他还喜欢拆掉家里的各种物件，尽
管他不一定能把它们复原，但父母却从不责骂他。

他曾回忆道：在我童年时，我的学习态度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厌
世和感觉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十三四岁后我清楚明白我
要学习物理，因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尽管我知道物理学太枯燥，但
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有望解决我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我
想探索宇宙的底蕴。

少年霍金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心并且目标明确，他渐渐明白想要
探索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得学习枯燥的公式和算法，因为这是进一步
探索的前提。

心理学家肯�巴伦给出了一个公式：
动力=一系列的付出（即完成某一任务所需要的努力）+对目标

的期待（即对自我效能的理解）+价值感（即事物的意义）
就像开车的时候，如果油门踩的大，汽车行驶的动力就会很大，

请不要试图抑制你的兴趣和天性，因为“价值感”就是你的动力来源。

让鼓励成为成长的动力
不要相信速成的鸡汤，成长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这是不可争

辩的事实。在这个艰苦而寂寞的过程中，请不要小看“鼓励”的力量。
在美国权威系统学习方法著作《有效学习》中，作者伯泽尔谈到

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老师、父母和朋
友。

我们在学习上要更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具
有持续的动力。更具体地说，就是不要用“聪明”这样的字眼夸奖
人。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研究说明，被人表扬聪明很容易造成
骄傲自满，被夸奖的学习者就不再努力了。

所以，我们在鼓励朋友的时候，不如多夸夸学习方法和努力态
度，而不是夸奖最终结果，比如“非常努力，太棒了！”“你做到这些一
定很不容易！”“继续努力！”

学习微调，掌握知识技能
价值感也找到了，目标也设定好了，可是如何才能掌握知识和技

能呢？
很多人在工作和学习中，往往先做自己最擅长的，把最不擅长的

作业留到最后，导致作业越写越难，越写越写不下去。很难实现“量
变到质变”。

我们的确很难对枯燥的知识本身产生热爱，可是动力不会自己
找上门来，需要引导自己积极主动去发现，并建立与自身的关联。

伯泽尔在《有效学习》中提到了一个办法，叫“学习微调”。这种
方法主要就是引导我们调整看待事物的角度。比如你不喜欢学物
理，可以试试去想：钢铁侠为什么会放光波？要是超人把5吨的外星
飞船一个大背跨，会发生什么事？

在实践中，你可以睡前问问自己：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知识？
这个知识和你有什么联系？
在实际生活当中，能不能使用该知识？
静下心来，运用这些方法，每天进步一点点。 （郑夫子）

用看漫画的方式秒懂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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