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汇总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一

以前看过很多哲学的书籍，看的我是雾里看花，一头雾水啊!
这段有时间了，从头又读了一遍哲学，终于让我知道什么是
哲学了，就是一般比较有思想的人，整天吃饱之后，玩的没
玩的之后，问一些让人头大的问题。比如说，世界是什么，
我们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而活的。

自己问自己之后，开始的时候又给不出答案，就编造一个，
结果又得蒙对了，有的蒙错了。一些有权利的人也去猜，猜
完就说是对了。不让别人反对他，有人反对就弄死。比如哥
白尼就被弄死了，还有著名的苏格拉底也悲剧了。西方的哲
学和东方的哲学不一样，西方的哲学偏于理性，以逻辑为手
段，来研究世界时什么。东方的哲学偏于感性，以阴阳为基
础，结合四象八卦，生万物。我们不研究世界是什么，但是
我们尊重世界的法则，讲究顺其自然，按照世界的变化去行
事。

西方的哲学是首先要推崇希腊哲学，也就是古希腊哲学。这
里首先研究的就是自然，研究一下金木水火土是什么，由什
么组成的，以及他们之间是怎么变化的。研究这些问题的一
些牛人有记载很多，比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慢德......。随
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和行为问题被提出来了，就是说，真理
的问题，那句“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话大家就知道了
吧。由于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出来了，就会有人站出来了，
说好多东西不合理，有名的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



他们去除糟粕，取其精华。把哲学的世界重新整理了一下。
之后就是伦理问题，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伦理到底
说的是什么，好像是说，人的灵魂和世界还有社会之间的关
系。但是是什么关系不太懂。

因为理论是基础，理论很重要的。不要问他有什么用，比如
问你：刚出生的小孩有什么用啊?与此相同，理论就是刚出生
的小孩，等他长大了，就知道他有什么作用了。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二

本周继续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并对如下的两个问题进
行思考。

首先，"一个确定虽然不见得比另一个确定更真，可是就其能
有更好的后果这一意义来说，它却能够比另一个确定更好。
这就暗示了实用主义。"

读到这句话，想到了在《普通心理学》中学习第六章决策时，
讲到行为决策理论时提到了西蒙的"满意性原则"。所谓"满意
性"是指决策时，个体并不研究所有可能的选项及其可能的结
果，而是仅仅研究几个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立即停止
搜索。就比如我们买电脑，电脑的品牌多种多样，我们会综
合自身的用途、预期价位、实用性等来进行选择，在这个范
围内挑选自我满意的电脑并作出决策。

前两天听教师的录音讲到"失位"，即你不在你该呆的那个位
置上。那怎样就不失位?灵活。其实"满意性原则"就是一种灵
活，不应当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事事都要求做到十全十美，
只要找到满意的选项，在必须范围内学会适度的降低目标，
也会是最优的结果。

第二，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是，适度的
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齐："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



货才能获得或者坚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
幸福无论是存在于欢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
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我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
教养却仅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
不是在那些具有多的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
的身上找到的"

抛开亚里士多德不信仰"平等"的观念不谈，我同意以上的观
点。身外财货是需和德行、品质相称的，比如医生要有"医
德"。医生需要有过硬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有"救死扶伤"的
高尚品质，仅有"德""才"兼备换来的"自身财货"才是最有价
值和最有意义的。可是我认为当今社会风气过多的抬高了"身
外财货"的价值，就如"土豪"原本的含义，即乡下财大气粗、
没什么品味的有钱人。所以一些商贩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唯利是图，却早已对"诚信"置之不理。还有一些现代的偶像
剧，动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里，
租的起一套豪华单身公寓。或者遇到一个"霸道总裁"，从此
咸鱼翻身。

针对这些虚构的偶像剧，我们能够一笑而过，可是对于正处
于追偶像剧而又没有构成稳固的价值观的青少年而言，他们
会对这样的生活抱有幻想，这就是在传播一种错误的社会风
气，传达一种不劳而获的"成功秘笈"。所以外在的财富是要
借助于德行的，需要与德行、高尚的品质相称的。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三

前段时间，通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此书名为哲学，
但西方所谓哲学乃为科学之科学，统率一切之思想，因此将
此书视为欧洲文明发展简史亦不为过。通读犹如囫囵吞枣，
却也得出了些心得，现依据阅读时的随手旁批成文，不求全
面，但求脉络清晰而以。本文相当枯燥，请选择性阅读。



按照欧洲历史学派对古代社会的划分观点，将近代之前的历
史分为上古、中古，两者分界线是公元476年欧洲奴隶制社会
的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古与近代的分界是十四、十
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光辉照耀整个欧洲。也就是说分成这么几
个阶段：史前——公元476年是上古时期，公元476年——公
元15左右是中古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世纪，1500年之
后又划分为近代、现代等。

对照中国历史年表，发现东、西两个当时几乎决裂的、独立
发展的文明之间竟有如此巧合。(此处所说的西方文明，指的
是正统欧洲文明及其派生。)

公元4，晋朝灭亡，至此中国文化最高速发展的时代结束。

公元十四世纪，明王朝建立，中国在经过短暂的元代统治之
后，传统学术界遭到毁灭性打击，继而进入中国文化史上最
黑暗的时期。

上古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文明犹如人之青春期，均呈高速发
展状态。

中国传统汉文化思想体系得到建立和确认，形成了以儒、道、
墨、法为主，尤其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体系，此种体系绵延
至今，之后数千年，中国再没建立新的完整思想体系，只是
对先秦思想体系得承袭、融和、分支和发展。史学上的极端
观点认为，秦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思想家了，而晋以后连真
正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找到了。

西方社会将古希腊称为经典时代。那时期建立起来的哲学、
科学体系被称为经典哲学、经典数学等。丢番图创建了代数
学，欧几里德著有《几何原本》，阿基米德的穷举和趋近概
念是微积分的原始思想。经典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为代表，结束了“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单一以
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体系，从此，哲学将人本身作为研究



对象，并由此开始了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重要社会学科
的研究。

对比之下，虽然在时间划分上有很大巧合，但顺序的颠倒却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的世界格局。

中世纪的欧洲，会建立的严格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残酷刑罚，
教皇与欧洲各国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无上权威。首
先，教会把持着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其次，所有违背圣经教
义，或者说违背当时教会所解读的教义的人们都被列为异端、
邪教。因此当时的思想界死气沉沉，文明发展停滞。

而彼时的中国，在经过南北朝二百多年的短暂分裂后，隋大
一统中国。唐朝财富得到迅速积累，初唐时期政治相对稳定，
文学艺术盛况空前，诗歌绘画成就最为璀璨夺目。宋时期，
尽管边境战争不断，军事实力不济，但当时中国的文学艺术
继初唐之后达到第二个高峰，自然科学飞速发展(梦溪笔谈开
东方自然科学正统之始)，财政收入巨大(数倍于明清)，工商
业迅速发展，工商业税收普遍超过税收总额的一半，政治上
也较为清明，没有汉朝的外戚专权，也没有明朝的宦官摄政，
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生活富足，应该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前夜。直到蒙古人的铁骑彻底打破汉文明，
中国进入政治、经济、文化最为黑暗的时期。

再说欧洲，十三、四世纪，起源于中东国家的黑死病席卷欧
洲，无法统计，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欧洲失去了至少一半的人
口。历史再次产生交集，当时蒙古人的正在统治中国，而很
多欧洲人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人带去的。可蒙古人给中国
带来的是长达数世纪的黑暗，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却间接导
致了文艺复兴。因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瘟疫中，传统教会统
治力量被极大削弱，欧洲政治经济格局被彻底打破，百废待
兴之际重新建立秩序的机会放在欧洲人面前。(由此看出，那
时的蒙古铁骑，就是来捣乱的么，全世界都乱套了。)



当文艺复兴之光传遍整个欧洲的时候，中国进入明王朝。明
早期，经济上国库极端空虚，民不聊生，政治上君主集权极
端化。洪武时期，生性多疑的朱元璋亲手制造了大面积的白
色恐怖，锦衣卫的建立和文字狱的兴起，与其说是朱元璋在
为子孙后代清君侧，不如说是对新王朝的致命打击。靖难之
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明王朝得到短暂复兴，郑和下西洋
开始了庞大王朝远征的第一步。然而，复兴是短暂的，随后
的仁、宣两朝，虽然国力得到加强，却开始了最为恐怖的宦
官摄政。之后的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比大臣还要“声名显
赫”的宦官，王振、汪直、刘锦、冯保、魏忠贤等等。皇帝
们大多数沉湎于声色犬马，炼丹方术，还有个别的喜欢做小
生意，干木匠活儿(搞收藏的都知道明朝家具很牛逼)，总之
自从叛逆青年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以后，后面的皇帝们
更是放心把权利交给大臣、宦官，自己玩儿去了。明朝的自
然科学其实也得到了发展，但多限于科学技术范围，没能带
来广泛影响，建立体系。

而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尚处次要。主要的是建立了完整的
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此，欧洲进入理性社会。以那时期欧
洲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为例，说说当时欧洲的文化特点。此
人名叫莱布尼兹，罗素在其著作《西方哲学史》中称此人
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他涉猎之广之深极为罕见，首先，
他是阿尔特多夫大学的法学博士，并受聘为该校的法学教授;
其次，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同年，他发表了数学论文，从
此现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数学分支诞生，这就是数理逻
辑学，它不仅仅是数学的，同时也是哲学的，是自然科学和
哲学的共同产物和纽带，虽然这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非
常陌生的名词，但它使用数学的形式语言去论证逻辑问题的
方法，创造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而此种方法，是现代计
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没有数理逻辑，就没有现代计算机技
术;第三，莱布尼兹始创描述运动与变化的“无穷小算法”，
现代对其的通用称呼就是“微积分”，微积分是一切现代自
然科学技术的基础工具，并成为全世界所有理工科本科生的
第一课。此外，他涉足的学科领域(发表过重要著作的)还有，



物理学(能量守恒思想雏形、光学折射定律)、材料力学(描述
纤维张力和伸长比例的莱布尼兹理论)、生物学(单子论)、地
质学(《原始地球》)、化学(《磷发现史》)、心理学(身心平
行论)、语言学(公认的世界语先驱)等等。当时欧洲最重要的
四大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罗马科学数学院、
柏林科学院都以他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成员。

为了便于理解中西文明差异，可以用现代社会学概念加以描
述。欧洲文明是经验派的，善于以定量分析为方法，依靠微
观的累积得出普遍的结论，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理性成为
欧洲文明追求的目标。中国文明是批判学派的，善于以定性
分析为方法，以意识形带、社会结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
为主要分析对象，从宏观的观察得到宏观的结论，缺少健全
的科学理论体系，使中国的文明中缺少了数量概念，缺少了
唯一标准，从根上说，就是善于变通的。

欧洲文明的脉络，哲学和自然科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哲
学家们从来都试图用数学方法证明哲学、神学命题，最著名
的就是牛顿晚年花大量时间用数学方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事实上很多人都做过类似证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偏重于
描述性，经典学派著作基于的是作者大量的观察和个人感受，
成文都是充满文学意味的感性描述，对此类文献的解读非常
容易产生偏差，造成因为时空变换而来的不同意义赋予，因
为这种语言不像科学符号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从创造的
时候就具有极大随意性。欧洲文明的符号统一性和中国文明
的随意性，涵盖范围及其广泛，甚至可以上溯到两种文明的
文字起源：以拉丁文为代表的字母文字体系和以汉字为代表
的象形文字体系。

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疏于建立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虽然后
世科学技术同样拥有伟大成果，比如四大发明，以及巧夺天
工的手工艺等。但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根本就是两个层面
的概念。科学理论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世界，而科学技术解决
的是如何改变世界，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方法论，逻辑上



是顺承关系。按照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的普遍观点，西方文明
以科学理论为世界观，产生相应方法论是顺其自然，而中国
并没有整套科学理论作为世界观，因此产生的科学技术，并
没有为主流思想界所重视，认为那都是些奇技淫巧罢了。是
否拥有科学理论体系，也是造成中、西文明重大差异的重要
原因之一。

近代中国，初接触世界便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当然必
须遵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以中国人的传
统世界观，是无法按照西方的方法论行事的，因此科学技术
就只是科学技术，人们可以用它修建房屋、铺设铁路、制造
武器等等，却无法用它解决传统世界观提出的问题。没听说
有我国人拿微积分计算玉皇大帝存在不存在的吧，当然这个
命题荒诞与否不在讨论范围内，只是以此为例来说明我国人
并没有拿“改变世界的工具”去解决“认识世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当代中国，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可惜仍然
仅限于方法论层面。当代科学技术研究，承袭的是西方科学
理论体系，沿用的是欧洲方法，人们将数学作为实现科学技
术的工具进行学习，而从未将其视作关于所有问题的普遍方
法，这其中缺少的重要环节虽然不影响政治经济发展，也不
影响中国文化的自成体系，更不能作为衡量两种文化孰优孰
劣的标准，却的确是产生中西方文化鸿沟的最主要原因。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四

《西方哲学史》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享誉世界的一部学术巨著。
它以其精湛的思想，深邃、广博的学识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
影响。

罗素有一句名言：“一种哲学要有价值，应该建立在一个宽
大坚实的知识基础上，这个知识基础不单是关乎哲学的。”
罗素本人就是这句名言的实践者。他的哲学著作涉及学科之
多，令人叹为观止。评论家认为：“罗素的学识比他同时代
的任何人都渊博……”怀特海形容罗素“是柏拉图的一个对



话的化身”。我想，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是大师之所以成为
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西方哲学史》中，作者从人类的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
都学派着笔，向读者描述了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直到近代哲
学的发展轮廓；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任何一个重要
的哲学观点我们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清晰的评述。在书
中，作者对这些哲学观点的评述清晰而明智，表现了一个学
术大家深邃，精湛的思想，令人深深叹服。如评述柏拉图关
于闲暇产生智慧的表示质疑，对此，作者作了详细而深刻的
分析。首先拿柏拉图的这种思想与近代思想作比较，推出柏
拉图该种思想存在的明显问题；然后作了一系列的假设，假
设柏拉图的思想或者说假想成立，经分析和推理，作者最后
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把政府
交托给他们，这仍然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拥护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认真阅读此书，我发现我
收获的不仅是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还有对罗素慎密的逻辑
和极强的推理能力的学习。我觉得读一本好书，我们的目的
不要只局限于了解书中所介绍的内容和情节，而是要吸收作
者所表达出来的积极向上的思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等，以及要学习作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要懂得学习，精于学习，在阅读中至少能在思想上提高自己
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罗素认为，哲学就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是带着理
性的思维去思考科学所不能解答，而神学看似给出了完美答
案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罗素看来，
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
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同时存在，
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罗素说：哲学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这和文艺复兴时期
的新教主观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在于罗素诉之于理性，而新
教是唯心的。理性能让人清醒地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而唯



心让人傲慢）。这是我对罗素最欣赏的一句话。它教人理性，
激励人们无所无忌的去学习哲学，研究哲学。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五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
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能够被认为是
全部科学之母。可见哲学一门有广泛学科基础的学科。高中
时关于哲学了解得不甚明白，大学时慢慢对哲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开始慢慢了解这门学科。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介绍到世界近代哲学，其中以
哲学家为单位，详细的阐述了西方历史上主要的思想流派，
我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理性之力”，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
拉底还是近代的启蒙运动，都强调人类独立的理性的思考，
这一点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很本质的区别。

西方哲学中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的思考方法即“逻
辑上推理”，那什么是“逻辑”呢？，西方哲学家认为“逻
辑”指的是“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有必然的联系，而当出
现其中一个事物时，我们就能够推断出另一个事物，逻辑是
人类创造出来的。”那西方哲学家又是如何运用“逻辑”的
呢？比如诶利亚学派学者认为“存在和思维是一回事，因为
凡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存在，凡是不存在的，就不可思
议”或恒常论者认为“没有什么能够产生于无，能够变成无，
所以变化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他们的结论中，都不存
在空洞的理论，而是都有十分严谨的逻辑推理。

西方哲学中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注重对人性的反
思和思考，西方哲学家都普遍相信人类有感情和理性这两种
独特东西，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是理念的世界，宇宙是理
念的逻辑体系，一切知识都是回忆，一切学问都是一种重新
觉醒”强调人的“心之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唯心主义”。
近代哲学家就对人的本性的研究更加深入的一步，霍布斯认为



“人有自我保全的情感”洛克提出“人有三种活力：欲望、
欢乐、忧愁”，“人是以利己主义的欢乐主义为归宿，欢乐
和痛苦是道德的大教师”，这些对人性的研究对后面启蒙运
动中民主和自由有着深刻的影响。

哲学使人思维，读史使人智慧。从《西方哲学史》这本书中，
学到了很多。

西方哲学史读后感一千五百字篇六

作为初学者，如果不借助其他书藉对照阅读，理解起来比较
困难。对一些概念、命题的阐释极为简单，比如高尔吉
亚“无物存在”、康德“判断力批判”等，完全省略了复杂
的论证过程。

好处是语言比较学理化，对每一个哲学家的体系的搭建逻辑
比较严密，整个哲学史的线索也相对明晰，正如前言所
说“理解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首先要理解他们的问题”，
问题的演变将全部哲学史贯通。对本身不明晰问题将其可能
都讲出来，比如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解。

除了哲学本身，一点独特的感受是马克思哲学被gcd玩坏了。
高中到大学，所有人都要学马克思，那些坳口的、不知所云
概念啊理论啊，让多少人对哲学，对马克思望而生畏，正如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抱怨人们视泰勒斯为第一个哲学家，
说仿佛突然冒出了一个泰勒斯，所以他考察西方哲学史前史。
目前的状况是，马克思就是硬生生地冒出来的。不知道马克
思之前那么漫长的演变过程，直接从马克思入手，不但根本
一丁点儿理解不了马克思，而且将马克思变成了僵化的教条。
可是把他放到那个谱系中去，他就变得和蔼，变得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