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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思考得确当灵锐？
如何生存得愉快而有意义？
如何可以面对死亡而不失宁定安然？
此乃“思、生、死”三题——人生最根本、最切实、最重大的三个思想性问题。
本书正是对此三题的奠基探讨。
    原初哲学最主要的形式是谈话。
本书前导篇即以机智幽默兼坦诚直爽的对话抛砖引玉，然后由主体篇、总览篇依次铺开。
思考三式，招简功深；三大盲潮，一一剖驳。
李天命博士面对曲解，“不动如山”；面对名关，“开心不变态”：面对生死，“神秘乐观”。
   　  读前“忙、盲、茫”，读后“静、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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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天命，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讲授数理逻辑，专精思考方法与天人之学，把高深玄奥的哲理讲得如叙家常，通透易懂。

    他幽默机敏，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使人无处可藏而噤若寒蝉，人们称他为“小李飞刀”。
    
    他剑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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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导篇与李天命论尽人生一、“思、生、死”及其他香港中文大学新亚餐厅外的草地上，李天命
先生与一群学生围坐着，谈兴正浓。
形式与气氛，倒有点像苏格拉底的symposium。
李：这是理工大学的“木独”，这是香港大学的Jacky，这是科技大学的Ronald，这是中文大学的阿飞
、阿燕⋯⋯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吧？
我感觉到今年你们这班学生（包括来自其他各大学的旁听者）甚有潜质，可以和你们多谈一些，所以
课后大家聚在一起谈谈天，就当做非正式的tutorial吧。
你们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的，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A）不动如山　学生：我认为跟人相处，包容很重要。
我自觉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学习做到包容，但一旦被冤枉，便感到不能忍受，立刻就要爆发了，我应该
怎样做呢？
李：我是你的话，我不会理对方说什么。
学生：如何可以不理呢？
比如当你受到不合理的抨击时，你怎样面对？
有人说“学生跟李天命学语理分析会变得骄傲自大”，又说你“手执逻辑的尚方宝剑，逢佛杀佛，不
可一世”，还说你“以宗主自居，摆出霸主姿态，向天下公告自己是绝顶高手”，你听见这些话，也
不生气吗？
李：这全看你的眼界。
假如你的眼界够高的话，你就不会动气。
打个比方，当你和朋友谈话时，他身边有个三四岁的小朋友，乱插嘴说你不对，你不会觉得很气愤的
，对吗？
那就是因为你的眼界比那小孩高。
同一道理，即使对方是个大人，只要你心中的目标、价值观都超越他的话，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必
理会，无须让他“碰”到你。
你刚才提到关于我的那些情况，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而且不需要有任何勉强自己的地方，自自然然
便可以无动于衷。
以后当你碰到人家误解或造谣抨击的时候，想一想，只要你的人生境界够高，很多问题都可以不再是
问题的。
学生：那么这种眼界是如何得来的？
你是何时开始有这种眼界的呢？
李：在某些人这是培养的，在某些人这是天生的，我想我是属于后者。
我从不理会什么潮流。
人家时兴什么，我都不理。
文艺腔一点说，这叫做忠于自己。
这不是主观，不是自己认为“2大于3”那种盲目自信，而是我确定了自己喜欢的是真有价值的，那就
不必理会人家怎样看了。
（B）诗与懒散学生：李先生，有些人认为你喜欢嬉戏，好听一点说是潇洒，难听一点说就是不太认
真。
从某些人的角度看，你是个学问家。
被称做学问家的人，自然应该做研究，但有些人认为你做得不够多，你怎么看？
李：我想我还不至于落到那种“学问家”的层次吧。
我根本不会把那种学问看成我的目标。
我不是说学问没有价值，但在我心目中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价值都比那种“学问家”的工作高得多
。
学生：那么你是如何自况的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思考到思考之上>>

人们称你为思想家、诗人，你自己如何定位呢？
李：我不认为诗或其他类型的文学是一种有非常大作用的东西。
对于人类精神的方向，影响最大的是哲学思想、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学生：但诗中也可以有思想
的呀。
李：即使我的思想出现在诗中，也不是纯粹就思想而写诗。
纯粹就思想而写的诗根本不是纯粹艺术。
诗是艺术的一种（原属最受尊崇的艺术），但影响力不那么大。
我最大的兴趣始终是在思想方面。
学生：你是何时开始写诗的？
李：从小就开始——但不是从小便开始。
学生：为什么选择写诗？
李：艺术之中我最喜欢音乐和文学，但我一向比较懒散，写诗刚好可以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我要表达
的东西。
假如我写小说，会花太多的时间，这不适合我的性格。
我希望只花最少的时间，而且一个字也不浪费。
心里这样想，就自然选择了诗这种最适合自己的文学形式了。
学生：我也相信思想不一定可以完全用诗表达出来，所以著书还是免不了，但感觉上你写的书远比你
知道的少得多。
李：事实如此。
嗯⋯⋯（有点尴尬）我是比较懒散。
比方说我有十件东西，我也只会拿一件出来，我觉得暂时够用了，就不会急于把其他的都拿出来，这
主要还是懒散的缘故。
（C）“思、生、死”三题学生：你只是不急于拿出来，那是说，你终究会拿出来的，是不是？
李：如果我的命够长的话⋯⋯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似乎很多方面的东西我都懂，但讲的却那么少，
为什么？
因为我一向最感兴趣的、最关心的问题，只是那些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性问题，例如怎样确当地思考
，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性问题。
此外，就是生死的问题：如何生存得有意义？
如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很通透、安然？
也就是说，我真正用心思考的问题，只是“思、生、死”三大问题。
其他的即使我能够讲，却由于时间有限，我是不可能将所知的全部都讲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集中处理了思考方法的问题——基本上“思方学”的问题我已经处理了——其主
要观念和系统架构我认为都已经予以确立。
下一步我要做的⋯⋯你们日后会发现我下一阶段所写的书，最终用心是关于生死问题的。
学生：哗，太好了，你会开课吗？
李：课是不会开的了。
生死问题很奇怪，比较适宜像我们现在这样谈——一群谈得来的人，在路向或性情上有一定程度的相
近，不一定要在某个预定的场合中，即兴的，却可以谈得很深入。
生死问题，即是关于人生意义和面对死亡的问题，是要在诸如此类的场合才适宜谈的，堂上开课不太
合适。
事实上，原初哲学最主要的形式就是谈话，那些学究式的烦琐著作根本是末流。
不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哲学都是在实际生活中以谈话的形式讲出来的，我认
为这是最理想的讲授形式。
学生：李先生你说到人生的意义，你认为怎样的生命才有意义呢？
李：我正在写有关生死的书，暂时不详细讨论，但可以用一句话粗略表达：那就是将重点放在情上。
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人生最大的意义常系于能否让生命安顿于情上。
（D）无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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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李先生，周兆祥教授曾经说过你“无敌是最寂寞”，你没承认也不否认，事实上你怎么想？
李：No comment，（后加一言：当然不是，是周教授客气而已。
）学生：你每次开逻辑课和思考方法的课都会在班上说，谁只要能够在思考上驳倒你，只消仅仅驳倒
一个论点，你就给他A。
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思考上驳倒你？
李：事实如此。
知识性的问题，无论你多肯定，也有不觉弄错的可能，但纯思考性的问题，只要你头脑够锋利，对与
错你是心知肚明的。
例如在逻辑上、数学上，学生问老师某个证明对不对，那就显示他并不彻底了解那个证明，否则他自
己必定知道对不对。
学生：很多人都挑战过你，但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会接受挑战吗？
李：任何时候我都会接受我认为值得接受的挑战。
不过，人生是一个过程，不同阶段的重点可能不同。
关于思考方法学，需要确立的几个最重要的架构，我都建造出来了。
目前这个阶段，我把重点放在生死问题上。
如果是思方学方面的“挑战”。
我认为已没有多少值得理会的了。
至于生死问题，这基本上不是一些辩论性的问题，把想法表达出来，已经足够。
学生：邀请你去辩论你也不会去吗？
李：我已没有兴趣参加了，目前我的兴趣不在辩论上。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甚至已推掉所有请我当辩论评判的邀约。
即使演讲，十个邀请我也推掉九个半。
我答应的大都只是谈天、回答问题，而不是演讲。
我需要集中精神，做自己认为在这阶段值得做的事。
（李注，见本书第20页）（E）名　关学生：李先生，你对名有什么看法？
李：我正在写的文章也涉及这个问题。
如果说利欲，即财物欲、权力欲，这方面人和动物本质上是一样的，动物也会积聚食物和争做领袖；
但名心则是人类这种高等动物独有的——其他动物通．常连名字也没有，更不用说名心，但人就每多
藏有很重的名心（虚荣心）。
历史上的“士”，可以为名而死，殉名；但“士”不会为利而死，殉利。
从这角度看，名似乎高了一等。
一般人认为名成利就便是成功，我却认为两者都如幻如化。
但要百分之百克破名关，那又未免要求太高。
人始终是高等动物，会重视人家怎样看你。
完全不理别人怎样看的人。
可能是一般动物，或者石头。
我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理，如果能够做到主要只顾及所爱的人和至亲好友如何看你，不相干
的人则在心底里通通不理，那就已经是最恰当的了。
我的意思是，沉迷于名利追逐是大虚妄，但要100％破除名心或虚荣心，也是个大虚妄，容易变成虚伪
。
我的看法是，心底里只理会跟你有感情或者有缘分的人对你的看法，这态度才是最妥当的。
二、九一妙心及其他（A）开心不变态学生：刚才说到名关，我倒有个问题：李先生的书那么受欢迎
，畅销30多版，你开心吗？
李：当然开心，不开心是变态。
刚才提过，沉迷于虚荣是大虚妄。
但是，一要百分之百破除虚荣心——广义名心——则是更大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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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声称自己已完全破了名关，我认为圣人也做不到这一步。
然而，比较之下，我相信自己的名心还是相对地——仅仅是相对地——较为轻的。
这许多年来，我把所有比较浮面的东西都尽量推掉了。
有关方面不时来邀请去做电视节目，我一概婉拒。
这样做人会简单一些，做坏事也会方便一些。
至于自己的书受欢迎而感到开心，这也不单单是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得到共鸣的感觉。
我写的不是流行小说，而是涉及一些艰深问题的论著。
一本这样严肃的纯思考著作，在这个时代竟然可以这样受欢迎’．理该给人极大的鼓舞。
学生：你认为知音对你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李：很重要。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和我有感情的人。
这个“情感圈子”当然没有截然二分的界线，反正是和我有情缘的人，特别是所爱的人和好朋友。
这是第一序。
至于第二序，就是我不认识的、但在思想性情上能够相通的人。
当我发现这第二个圈子竟是这么大的时候，自然“老怀大慰”，否则有违天理。
（B）利　关学生：名谈过了，那么利呢？
你破了利关没有？
李：假如名关也有点近乎破了，那么利关该可老早已破。
回看历史，相信那些被称做“圣人”的，在心底里也会或多或少冀望有千秋万世名的；相对地，在金
钱、权力方面，只要达到一定的境界，都可以淡泊处之。
在我来说，生活过得去，温饱无忧，就已足够。
很多人认为不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罢了。
人们赶潮流、追名牌，并不是有什么真实的需要，而是以为可以借此增加自信，结果一生陷于追追逐
逐之中，欲罢不能。
其实只要有充分的内涵，你根本不必理会这些东西，而且不需要刻意不去理会，因为有智慧内涵的人
是不需要靠名牌时装和名车豪宅之类的身外物来支撑自信和尊严的。
学生：李先生，为什么其他老师全都叫做教授，只有你叫做博士？
李：职衔改制，学校请我们自己决定要不要称为Professor X（x教授），我选择保留“x博士”的称呼，
因感觉上，“博士”比“教授”年轻，较容易引起美丽的误会。
（后加一言：其实我的第一选择是被称为“先生”。
）（C）魅　力学生：你对学生有什么期望呢？
李：我们都希望不枉此生；你们有机会在大学里走一趟，我希望大家不枉此行。
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成熟，而又能够一直保持赤子之心，那是非常可贵的。
我对学生的期望就是：好好掌握住思方学，并且持有一套妥善的人生观。
学生：有位师兄说他很仰慕你，他本人从未听过你的课，但他说每次当他尝试约会女同学时，她们总
是说没空，理由是她们要去听你的课，所以那位师兄认为你很有魅力。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很有魅力呢？
李：我想有一点吧（解窘地笑起来）——只是一点，不是两点，不能炫耀。
学生：你对崇拜者有什么想法呢？
李：彼此能够相通，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我一向强调独立思考，我不希望那是盲目崇拜或权威崇拜，只希望那是彼此相通下的一种欣赏。
学生：那么对于师兄所说的那些女崇拜者，你又抱着什么态度呢？
李：半真半假地说，我希望她们对我的欣赏是由于喜欢我的内涵，而不是由于别的因素。
（D）爱情宗教学生：在你心目中，爱情的定义是什么？
李：有真爱经验的人都能了解“爱”是什么意思，没有真爱经验的人捧着“爱”的定义也难以真的了
解。
学生：那么你对爱情的感觉是不是始终如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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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一样的。
学生：有些人一生一世都在追求爱情，你呢？
李：我不会勉强追求，我会顺乎“缘分”。
从逻辑上说，我们可能跟任何人发生感情，但实际上我们遇到的人不会很多，彼此投合的就更少。
在情感问题上，当然不宜轻率而自讨苦吃，但相反的极端则是：由于永远都有遇到更佳对象的“逻辑
可能性”，有的人因而永远犹豫不决，以致错失良机，那是忽略了“情缘”这项因素。
我们同有缘者产生感情而对其他条件更佳者没有感情，这是常有的事。
上帝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爱上条件最高的对象。
如果凡是遇到条件更佳的“可求对象”就会发生“情感转移”，那么内心就永远不能安顿下来。
若要安顿的话，必须抱定这个观念：“你的条件每项都胜过我所爱的人，除了最关键的一项，那就是
：我所爱的人同我有情缘，你却欠缺同我的这种缘分。
”学生：李先生你曾经提出“爱情宗教”这个观念，爱情在你心目中真是个宗教吗？
李：这里所谓的“宗教”，是个比喻的说法，借以表示爱情在我心目中的价值是最高的。
宗教涉及终极问题，具有终极性。
科学理论的分歧、文学理论的分歧、艺术理论的分歧⋯⋯都不会造成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
宗教上的分歧则常常会造成这样的冲突。
以宗教比喻爱情，就是要表示爱情对我来说是终极的，具有最高价值。
（E）九一主义学生：你有个自创的哲理，叫做“九一主义”，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呢？
李：我虽然没有别人的第一，但是别人也没有我的第九——这个看法所指向的观点态度，我名之为“
九一主义”或“九一妙心”。
九一主义的要旨，在于唤醒自觉；自觉自己的无可替代性，自觉自己的唯一性，自觉自己的“我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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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思考得确当灵锐？
如何生存得愉快而有意义？
如何可以面对死亡而不失宁定安然？
此乃“思、生、死”三题——人生最根本、最切实、最重大的三个思想性问题。
《从思考到思考之上》正是对此三题的奠基探讨。
香港哲学鬼才李天命作品完整版首次完整版首次面市大陆，牟宗三、金庸、倪匡、张五常众名流倾力
推荐。
他的著作奇少，却畅销不衰。
《李天命的思考艺术》出版至今，单在香港就前后印了54次近10万册；《破惘》印了12次；新作《杀
闷思维》于2006年7月出版后，四个月印了9个版次，创造了学术书的销售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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