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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著名的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这样说道：“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
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时间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习哲学。
”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学院中学者们的一门枯燥的学科，不是一种文化精英在哲学沙龙中奢侈的文化消
费，他是所有人，即使是连灯与灯油都买不起的穷人，都需要的一种精神的必需品。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位研究人脑的学者说，人类思维就像大袋鼠跳跃和猿猴爬树一样自然。
而哲学恰恰是帮助我们思考一切问题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思维工具。
　　哲学是什么？
我们对哲学的介绍必须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从提问开始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我们说它简单是因为它应该是哲学这门学科最基本的规定，但凡学习哲学的人都要从这个问题开始，
如果一个学习或研究哲学的人说他不知道哲学是什么，那似乎是一件很可笑、很滑稽、很不可思议的
事情。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
我们说它复杂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很可能永远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思考哲学，就永远不能放弃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
　　换言之，“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
　　有人可能会说，对于一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学科是不应该产生这样的疑问的，而且哲学也
可以有一般的定义，比如“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等。
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却不尽然，因为哲学是一门与众不同、十分独特的学问。
　　为什么说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最明显的原因是，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或者说，哲学留给
我们的不是知识，而是许许多多的问题。
哲学围绕着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尝试着一种又一种不同的解答方式。
所以尽管在哲学家们之间的确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是每个哲学家的理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
值，而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知识内容，而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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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家说，我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听起来这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可事实正是如此，至今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
的终极答案，因为哲学是一门与众不同的学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它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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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用自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规范和解释普氏的这一命题，只能导致误解，其不合理性是显而
易见的。
我们在对普氏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人”、“万物”这两个重要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
一步阐释“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一命题
所包含着的非常丰富的含义。
　　首先，作为主体的人是作为客体的万物存在与否的尺度。
上文已经论及，普氏以前的哲学家，他们只关注自然，致力于寻找自然的本源，并将人及社会也当作
自然的一部分，都受自然规律支配。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本体论哲学。
普氏第一次实现了哲学研究重心的转变——从只关注自然到只关注人及其社会，并以人（主体）作为
衡量万物（客体）存在或不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尺度。
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体论哲学观，或者说是社会本体论思想。
在社会本体论者看来，“社会在本质上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和关系的存在。
社会的一切产生于人又复归于人，社会的一切复杂的现象形态及其特征都根源于人的存在、活动和关
系及其互动的复杂性。
人不仅具有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具有社会存在的本体性地位”。
人（主体）作为万物（客体）存在与否的尺度，这意味着：一方面，若无主体存在则无客体存在；另
一方面，某一纯粹的自然物，若无主体介入，对它作出某种规定，那么作为客体而言，它还不存在。
当然作为纯粹的自然物而言，它无疑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存在对主体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
其次，主体（人）是判定认识真假的尺度。
也就是说，人对事物的性质、状态的认识，不再仅仅取决于对象（客体），认识的内容、性质、结果
的真假完全以人为尺度（标准）。
人的主体地位在认识论中得到了确立。
　　再次，主体（人）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尺度。
也就是说，道德、法律、政治制度等事物的好坏、善恶、有用与否，决定它们有无价值的尺度是人，
而不是神，或“逻各斯”之类的东西。
人的主体地位在价值论中得到了确立。
　　最后，主体（人）还是审美的尺度。
也就是说，判断某物是否美，不在于审美客体（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审美主体（人），应以人为
尺度（标准）而不是以其他东西为尺度。
人在审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确立。
因此，我们认为，普氏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已不是一个纯哲学命题，而是体现了其政治、伦理、法
律、教育、哲学等观点的综合命题，是其全部理论的核心。
他以人的尺度代替自然的尺度和神的尺度，第一次真正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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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也没有别的时间可供支配，那
么你就必须学习哲学。
　　——荷尔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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