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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哲学思考

一、“爱智”的哲学

一篇令人沉思的论文，一部使人玩味的小说，一番发

人深省的话语，常常被人们赞之以富于 “哲理”; 一位目

光远大的政治家，一位思想敏锐的科学家，一位独具匠

心的艺术家，又常常被人们赞之以具有 “哲学”头脑;

甚至并无恶意地嘲笑某人故作深沉，亦往往戏言其作

“哲人”沉思状。这似乎是说， “哲理”是智慧的结晶，

“哲学”是智慧的总汇，“哲人”则是智慧的人格化。人

们常常把哲学称作 “智慧学”或 “聪明学”，大概就是

源于此吧!

的确，哲学贵高明。凡事望得远一程，看得深一层，

想得透一成，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

示之以人所未行，这既是人类智慧精华之所在，也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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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理或哲人之智的表现。然而，哲学就是智慧吗? 或

者说，哲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智慧?

智慧与爱智 人们常说，人为万物之灵。这里所说的

“灵”，指的就是智慧，即人是有智慧的存在。正因为人

类具有抽象概括、判断辨析、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联

想想象、直觉顿悟乃至灵感爆发和发明创造的智慧，才

能够形成和交流思想，体验和沟通感情，磨炼和实现意

志，认识和改造世界，才能够创建出人类智慧的奇迹———

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有这样一句大家熟知的广告词: “人类失去联想，世

界将会怎样?”确实，如果没有人类智慧，怎么会有人的

世界? 就此而言，人类所创造的神话、常识、艺术、伦

理、科学和哲学，以及由此构成的人的神话的世界、常

识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

学的世界，无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 由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及其相互融合所构成的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人

类智慧的发展史。

由此可见，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仅仅

把哲学视为智慧的代名词，显而易见是不恰当的。但是，

—2—



进入哲学思考

对于理解哲学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哲学并不仅仅

是一种智慧，而且是对待全部智慧的一种态度。这种态

度，就是对智慧本身的真挚、强烈、忘我之爱，即 “爱

智之忱”。简言之，哲学智慧就是 “爱智”。

“爱智”当然也是智慧的表现，但却不是通常意义的

智慧。“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和追问，是把智慧作为

反思的对象。就此而言， “爱智”的哲学是使 “智慧”

成为哲学探究的 “问题”: 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人都

有哪些智慧? 人的智慧有多大? 人的智慧为何能够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 人类的知、情、意在智慧中如何统一?

人类智慧能否达到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 世界是否就是

人类智慧所理解的世界? 人类智慧是 “宇宙的立法者”

吗? 人类智慧是 “万物的尺度”吗? 智慧到底是怎样的

存在? 有智慧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有智慧的人类为

什么会犯错误? 有智慧的人类的历史为什么会充满冲突?

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难于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 人类的

智慧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未来? 有智慧的人类同世界到

底是何关系? 由于爱智的哲学对智慧的追问和反思，便

形成了 “人与世界”、 “思维与存在”、 “主观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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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理性

与非理性”、“共性与个性”、“语言与实在”、“自由与必

然”、“现实与理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等数不

胜数的哲学问题。

爱智的 “大智慧” 热爱智慧的哲学，既不是智慧

的别名，也不是智慧的总汇，而是把智慧作为探究的对

象。由热爱智慧和探究智慧而构成的哲学智慧，就不是

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 “小智慧”和 “小聪明”，

而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 “大智慧”和 “大

聪明”。

这种 “大智慧”和 “大聪明”，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

看法，就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判天地之

美，析万物之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按照

西方传统哲学的看法，就是 “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

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 “发现生命的意义”和

“使人崇高起来”;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看法，就是解决

“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人生

的危机”、“意义的失落”和 “人与自我的疏离”等等问

题 ;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最根本的就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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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用通

常的说法，就是哲学所研究的 “世界观”、 “历史观”、

“人生观”和 “价值观”等等问题。

哲学的这种 “大智慧”和 “大聪明”，借用我国当代

哲学家冯友兰 ( 1895—1990 ) 的话说， “是使人作为人

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① 要成为 “某种人”，

即具有特定身份和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就要学习某种专

业知识，掌握某种专业技能，扮演某种特殊角色。要把

这 “某种人”当好，就需要某种作为经验、常识、技能

和知识的 “智慧”或 “聪明”。但这并不是哲学情有独

钟、所爱所思的 “大智慧”和 “大聪明”。哲学智慧是

超越了 “某种人”的关于 “人”的智慧、关于 “人”与

“世界”的关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理解和协调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他人以及人

与自我的智慧，是 “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 “使人崇

高起来”和实现 “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智慧。

哲学的这种 “大智慧”和 “大聪明”，不是既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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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是现成的结论，不是实例的解说，不是枯燥的条

文，而是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

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讯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哲学智

慧反对人们对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等等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

质疑、因循守旧的温床上睡大觉。马克思 ( Karl Marx，

1818—1883 ) 指出，辩证法在它的 “合理形式”上，就

是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

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 辩证

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

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

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

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

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

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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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激情 热爱和反思智慧的哲学，来源于一种

“抑制不住的渴望”。这是一种探索宇宙的奥秘和洞察人

生的意义的渴望，促进历史的发展和提升人类的境界的

渴望 ; 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和向前提挑战的渴望，悬设新

的理想和创建新的生活世界的渴望 ; 这是一种为人类提

供 “安身立命之本”或 “最高支撑点”的渴望。正是这

种高举远慕的 “抑制不住的渴望”，燃烧起古往今来的伟

大哲人的 “爱智”的激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这是一切真正伟大哲人的真实写照。

哲学的 “爱智”的激情，首先是一种驰骋人类智慧、

探索宇宙奥秘的渴望。人类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

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茫茫宇宙，又面对着有生有死、有

爱有恨、有聚有散、有得有失的有限人生，怎么能不引

发出对宇宙、人生的无限的追问和苦苦的求索呢? “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为

探索宇宙的奥秘而 “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并进而

为阐释人生的意义而寻求 “最高的支撑点”，由此便形成

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 “爱智”的哲学。

哲学的 “爱智”的激情，又是一种求索历史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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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社会的发展的渴望。人类的历史进程，充满着错综

复杂的矛盾，理想的冲突与搏斗，社会的动荡与变革，

历史的迂回与前进，绘制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

展自己的扑朔迷离、色彩斑斓的画卷。政治理想问题、

社会制度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更为切

近地激发着哲学的 “爱智”的激情和求索历史奥秘的

“抑制不住的渴望”。在当代，日益严峻的 “全球问题”

则构成哲学反思的当务之急。 “治理环境污染”， “保护

生态平衡”， “与大自然交朋友”之声不绝于耳。然而，

生态危机的根源，却在于人的利益与心态。倘若以局部

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以一己

私利牺牲人类利益，则生态问题只能日趋严重。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当代哲学家梁漱溟 ( 1893—1988 ) 就

曾感慨万千地指出: “科学发达至于今日，既穷极原子、

电子种种之幽渺，复能以腾游天际，且即攀登星月，其

有所认识于物，从而利用乎物者，不可谓无术矣。顾大

地之上人祸方亟，竟自无术以弥之。是盖 : 以言主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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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似若能之; 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

也。”① 毋庸讳言，梁先生是把 “物质文明”、 “科学技

术”的 “负效应”看得过头了。然而，在人类已经 “跨

世纪”的今天，环顾当下的世界，思考人类的未来，积

极地协调个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

国家之间的 “利益”与 “心态”，不正是人类实现和平

与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吗?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

表现为某种片面性。这就需要对社会的总体行为和历史

的总体进程进行全面的反应、深层的反省、规范性的矫

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哲学就是社会不断反观自身的观念

与行为的 “自我意识”。哲学的 “爱智”的激情，就是

对人类困境的焦虑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渴望。

哲学的 “爱智”的激情，也是一种求索人生意义和

追求理想生活的渴望。李大钊 ( 1889—1927 ) 说: “哲学

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②他还具体解释说 :

“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

生给了许多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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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

益。”① 社会人生纷繁复杂，利害、是非、祸福、毁誉、

荣辱、进退，扑朔迷离、纷至沓来。人们总是感到 “得

不到想要的，又推不掉不想要的”，总是感到一种 “天上

的太阳和水中的月亮谁亮”、 “山上的大树和山下的小树

谁大”的迷惘。因此，人们总是需要一种高举远慕的心

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

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方能 “潇洒走一回”。哲学的 “爱

智”的激情，就是求索人生的意义和阐发人生价值的渴

望，就是追求理想生活和阐发生活理想的渴望。

哲学熔铸着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

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哲学不

是超然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玄思和遐想，哲学不是僵

死的教条和冷冰冰的逻辑。哲学既是爱智的激情，又是

“爱智之忱”的结晶。

二、对 “自明性”的分析

人们常常用 “抽象”、“高深”甚至是 “玄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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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来形容 “爱智”的哲学。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哲学

所爱所求的智慧，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具有的能力 ;

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

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

追究的问题作为 “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

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 “问题”进行反思。就此而言，“对

自明性的分析”，这既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智

慧的座右铭。

熟知与真知 对 “自明性”的分析，根源于 “熟知

而非真知”，因而也就是从 “熟知”中去寻求 “真知”。

例如，人们经常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说 “规律是

看不见的，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对此，爱智的哲学就要

追问: “看不见”的规律何以能够 “被认识”? 我们认识

到的 “规律”是客观世界自身所具有的还是我们的思维

逻辑的产物? 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如何被检验是否正确?

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是发展的以及是怎样发展的? 这

种追问所提出的就是哲学始终关注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

再如，人们常常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 “艺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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