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哲学起源于仰望星空 (代序)

赵玮璋

哲学起源于仰望星空，激发于惊诧。鸿蒙初辟，混沌渐开，古代先贤们就

开始了“仰望天空”，并“惊诧”于我们头顶苍穹的星月列陈。古今中外概莫能

外。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

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

所以人们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两千多年以前，三闾大夫屈原站在龙蟠虬

结的老槐树下，仰望满天星斗，发出了回荡千古的沉郁诘问：“天何所沓？十二

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划分？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

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

角宿［二十八个星宿之一，所在天区属于今天的室女座］夜间值班，天还没有亮，

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唐代诗人张若虚在他的千古绝唱《春江花月夜》中空灵

迷离地追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18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

康德则说，有两样东西是他思之越久而越感敬畏的，这就是头上的天空和心中

的道德。这也就是为世人传颂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总有充满了迷惘和彷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告诉

你出路何在。夜晚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纷乱复杂的生活迷宫里抬头往上看，

“青天一顶星星亮”。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

能走出现实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仰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

问。我有时候甚至想，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及其子弟们，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

民族头顶的灿烂星辰，每当夜深人静，当你遥望幽远深邃天穹的星辰，先贤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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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能否心领神会、天目顿开，考验你的虔诚、灵气与

悟性！

我觉得一个人对于哲学思辨的兴趣，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世界给了我

们生命，也给了我们对世界、对生命的种种困惑，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就是

用来解释这些困惑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一个人对这些困惑的感受并不一样，有

的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的人却只是偶然会感受到一些。比如一个人的一

生，是应该选择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即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应该选

择平平淡淡，即使是才华横溢也要去自甘寂寞如同深山隐士。

《论语》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宇宙万物、人生世事，

无一不像滔滔河水流逝，昼夜不息，永不

复还。人生易老，时光易逝，怎能不生发

感天动地、地老天荒的慨叹与怀想。人

类具有洞悉天地人生玄奥的永恒激情和

渴望。我想许多人都会不知不觉中追问

那些亘古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

处？我又将去向何方？在许多时候我们

都会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究竟是

什么……而要想回答好这些疑问，必然

需要进一步学好哲学。

恍惚记得在七八岁的小小年纪时，上学路上，走在天气清朗、惠风和畅的春

天的家乡田垄上，本该心情明媚，却心里突然生出许多莫名的忧伤与困惑。还

有就是幼年看到亲人的死亡，跟着大人绕着我奶奶的棺材转圈子的时候，我心

里就生出许多关于生死的莫可名状的深重惊惧与疑虑了。现在静下心来回想，

那些曾经莫名的敏感与惊疑，大约就是冥冥潜意识中关于哲学的最早因子了。

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偏爱哲学，但是，我知道目前为止哲

学带给了我什么——它让我不盲从，不迷信，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

不大喜大悲，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

悟，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生命本来是精彩纷呈的，而现在的教育却把人限制在一个个的藩篱之中。

每个人都在成为什么，有人变成了律师，有人变成了医生，有人变成了老师，越

来越细的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向前迈进的速度，同时也将人束缚在狭小的空

间之中。我们的生命被限制在行业之中，被限制在学科之中，被限制在琐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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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想要感受生命的全部，就必须要摆脱琐碎，摆脱那些限制你的东西。帕斯

卡尔说：“只有远离琐碎，我们才能更接近永恒的真理之光！”人生如梦，去日苦

多，如何才能好好把握生命，努力去拓展生命的宽度，丰富生命的体验；我们如

何独立天地之间，感受生命中的万般气象，而不是走进地下那条越来越窄的甬

道，慢慢走向早已掘好的坟墓。只有当我们把目光从自己的身上移开，将目光

洒向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只有当我们站得更高时，“胸怀祖国，放眼世

界”，我们才能看得更广阔、更邈远。

通过哲学，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一群人，他们穷其一生在探

索世界的本源，试图去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曾经有一群人，执着于寻找一

个永恒的、不变的真理，希望用这个真理之匙解决世间一切疑惑之锁；曾经有一

群人，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为人类的知识大

厦奠基，让人类的知识变得星罗万象牢不

可摧；曾经有一群人，孜孜以求于追寻人

类存在的意义，使人类摆脱虚无琐屑的梦

魇。先哲们筚路蓝缕、负笈尘中，“路为纸

地成册，行作笔，心当墨”，出一册册瑰丽

而缜密的思想卷帙。不是每个人都要有

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每个人都可以将眼光看得高远些，

将自己的眼光看向人类，看向周围世界，

看向天地万物。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心

性澄澈超脱局限，完整地感悟生命。

为此我们精心编著了这本《有意思的哲学》。“有意思”就是趣味无穷，意味

深长，深思则远，远思则宽。我们希望它真的很“有意思”，并且读者能够品读和

感悟出哲学“有意思”。 全书共分四板块。“故事中的哲学”让我们把好奇的天

性投向有趣多彩的经典故事，一起探询其中的真相，给生活增加一些哲理意

趣。“诗词中的哲学”让我们在赏鉴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瑰丽的奇葩中领悟深植其

中的哲学意蕴。“漫画中的哲学”让我们在诙谐幽默、轻松愉悦中品味出哲理况

味。“我眼中的哲学”试图让我们提升为一名哲学爱好者，探究哲学气象万千的

意韵，成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具有哲学气质的人。

我们编著这本《有意思的哲学》，还因为我们深切感到，我们并不缺少哲学

书籍，但是我们的海量的哲学著述，差不多是哲学研究者深居象牙塔内的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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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乐和自说自话，正襟危坐高头讲章，青年学生精神成长过程中急需的具有灵

动精致的内容、纵深广阔的蕴含、鲜活生动的文风、喜闻乐见的形式的哲学书籍

少之又少。我们不仅仅追求通俗和生动，更追求灵动与丰沛。我们试图通过我

们的微不足道的努力，还青年学生以生命、精神成长的自由、广阔、鲜活、灵动。

哲学也可以这么酷，仰望星空，灵魂飞扬。

繁忙中，苦闷时……不妨多读点哲学，多点思考的时间，或许你会发现：心

灵之根用哲学滋养，方可发现生活脱俗的精彩；日常生活有哲学为伴，才能感知

哲学非凡的魅力。

夜，渐渐地深了。我站在阳台上，遥望夜空一轮圆月。月光如水，那清澈的

光，充盈天地之间，真的就如水一样轻轻地荡漾，一如我心中充满着的敬畏、怀

想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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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哲学

哲学是我们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知识，它比任何一门知识更为普及，哪怕

是一个对哲学概念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每天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到哲学。那

些深奥的哲学术语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哲学

家，可这个要求实在是件毫无道理的事情。我们居住在房屋里，从未有人强

迫我们都成为建筑师，我们出行开车，也无须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但当我们运

用哲学的时候，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强人所难的要求，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只是想运用哲学，并不需要成为哲学家。这正如我们只是驾车代步，并

不想因为这个原因一定要成为物理学家同样的道理。因此，你并不需要成为

哲学家，也同样能够在现实中像哲学家一样运用哲学。一字洞悉天下，一语

道破天机，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故事足以给人意味深长的人生启示。本部分每

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故事后面，都隐含着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你并不需要背

诵什么，也不需要苦思冥想，你所思考的问题人类千百年来已经思考了无数

次，不会有任何现成的答案给你，你得到的只是更富智慧与活力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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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过后，一定是倾盆大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才思敏捷，极其富有幽默感。一次，他正与朋友高

谈阔论，等他出门的妻子很不耐烦，大喊大叫之后看他没有反应，就更加愤怒，

把一盆水泼到了他的头上。众人吃惊地看着落汤鸡样的苏格拉底，不禁愕然。

谁知苏格拉底却笑着说：“我早就料到了雷声过后，一定是倾盆大雨。”朋友们顿

时开怀大笑，在笑声中，他那大动肝火的妻子也自觉惭愧不已，气也消去大半，

随后悄悄地退了出去。

一个人聪明不聪明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试想一下，假如苏格拉

底当时以怒对怒，大发雷霆，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而睿智幽默使他轻而易举

地渡过了难关。

三个结伴而行的人遇到一条宽阔、湍急的大河，他们必须到达对岸，但都不

知道如何才能过去。

第一个人向上帝祈祷说：“上帝啊，给我力量吧，让我渡过这条大河。”果然，

上帝给了他粗壮的胳膊和腿。他用了大约两小时，有几次差点被淹死，最终游

到了对岸。

第二个人看到了这一切，他向上帝说：“给我力量，再给我工具，让我渡过这

条河吧。”上帝同样给了他粗壮的胳膊和腿，并给了他一条小船，用了大约一个

小时，经过几次危险的颠簸，第二个人也到达了对岸。

第三个人看了前面两个人过河的过程，他向上帝祈祷道：“上帝啊，给我力

量，给我工具，最重要的，给我智慧！”上帝也给了他所要的。第三个人在渡河之

前，仔细查看了地图，向上游大约走了几百米，看到一座桥横跨在河上。于是，

他轻松地到达了河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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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就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就是智慧之学，即爱智之

学。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当然，严格地说，并非所有的哲学都会

使人聪明。实践证明，在眼花缭乱的哲学学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

哲学，对我们的生活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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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我不让

孔融从小聪明伶俐，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孔融四岁时，家里吃梨，孔融只

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

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

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爸爸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

还要小？”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孔融四

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上海一名小

朋友学完课文《孔融让梨》后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不会让梨”。结果，老师

打了个红叉：错。小朋友的家长对此很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此题并无标准解答，

在“一怒之下”把答卷晒上微博，请网友们评理“凭什么说真话就错了呢”。

这个事件有点搞笑，该小朋友显然是说了真话，而老师打了个红叉“错”。

这是对其价值观的一种不认可，每个人都会在世界观的指引下，做出一定的价

值判断。“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孔融小朋友在道德领域是一个小道德

家，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说穿了就是要向小道德家学习，从小就形成一种思

维模式，这种模式是不需要你对价值进行判断的，你只需要因为标准答案的肯

定而肯定一种价值，进而学习，进而在内心根深蒂固，哪怕价值本身就依赖于判

断。是啊，你不进行判断，怎么认定价值是有价值的呢？

所以，该小朋友说的真话，其实是自身幼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当然

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也许受父母和环境的影响而偏离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就

事件本身而言，是无所谓对错的。“我不会让梨”，代表小朋友的真实想法，老师

可以否定这种价值观，从而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地给学生讲道理。但是，“我不

会让梨”，这种表达本身却没有任何错误，“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这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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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题，它并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不是北京”这样，

答案具有客观性，它是价值判断，你的回答可以符合一种价值或者背离一种价

值，这是题目本身所预设的。所以，这种题目是不应该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为了

符合所谓的标准答案而说假话，那么这则故事就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为了符合

所谓的道德观而说谎，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

年幼的孔融虽然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也未曾听过“世界观”三个字，但他

的言语中却流露出“大”与“小”、“好”与“坏”、“利己”与“利他”等思想，因此，孔

融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世界观人人都有，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因此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同，

这名小朋友他的答案也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做出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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