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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 多年来

，

中国学界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学的现象
，

试图从哲学学科的定位
、

哲学教育的目标和理

念 �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

提出了复兴哲学教育的观点
�

关桩词
�
哲学教育� 目标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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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教育的困境与机遇

从词源上考察
，

在西方
，

哲学英文为 �������
���

，

是从古希腊文的 ������� 和 �����
� �个词演化来的

�

�������
是

“
爱

”
的意思

，

�����
�
是

“
智慧

”

的意思
，
�个词结合起来就是

“
爱智慧

”
的意思

�

在中国古代汉语

中
，

哲学的含义也是智慧
�

�尔雅》释 “

哲
”

字说
� “
哲

人
，

惠爱也
， ”
川�� 世纪

，

日本学者西周首次用汉爵
� ’

父孔氏传》中说 � “
哲

，

智也
�

无所不知
，

故能官

哲学
”
概念来表述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

�

����年前后
，

中国近代思想家黄遵宪将这一表述引入中国
，

并逐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接受
�

从历史上看
，

哲学之所以产生并有魅力
，

就是基于人类探求未知世界的
“
抑制不住的渴望

” ，

旨在引导

人们追根究底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
，

探索宇宙奥秘和洞悉人生意义
，

促进历史发展和提升人类境界
�

然

而
，

哲学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

却逐渐背离其初衷
，

经历了一个从泛伦理主义到泛政治主义的过程
�

在一般人眼中
，

哲学成了枯燥乏味的教条
，

成了政治之学
，

并逐渐遭到人们的冷遇
�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
，

由

于过于注重发展与经济效益
、

实用价值紧密结合的学科
，

致使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出现
“
弱化

”
甚

至
“
边缘化

”
趋势

�

由此哲学学科和哲学教育的发展也就陷入一种近乎危机的状态
�

辩证地讲
，

危机同时也是机遇
�

目前的哲学学科和哲学教育正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

即一方面优雅地思

维着的旧的概念哲学受到了人们的冷落
，

面临着社会的质疑
，

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育者受到较大的责难与

挑战�另一方面
，

由于社会改革的纵深发展
，

思维观念的多元化变异
，

现实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迷茫于对物

质生活的追求
，

社会呼唤理性
，

人们期待能有一种不断让他们找回自己
、

不迷失自己的
、

根植于生活的精神

家园式的新哲学的出现
�

这就是哲学及哲学教育在新的时代摆脱令人厌恶的概念化特征
，

回归追问
、

批

判
、

反思的本性
，

释放出一种动态之美的历史契机
�

历史证明凡是思想大解放
、

大论战
、

大讨论的时期
，

就

会带来学术及教育的大繁荣
�

那种氛围对于学术及教育来讲真是一大幸事
�

当前如果能引入一场大讨

论
，

将哲学学科与哲学教育的重新定位间题加以解决
，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 哲学学科的定位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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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了这块基石
，

哲学才真正岌岌可危了
�

哲学若不是成为政治之学
，

似乎很难再找到其存在的社会

价值和人生意义
，

这才是哲学真正的悲哀
�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

目前大学的哲学普及课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并等同于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并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智慧
，

也不包括亚里士多德
、

黑格尔等西方思想
，

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原理和哲学导论来引导学习者进入哲学的殿堂
�

因此
，

在一般人看来
，

哲学 二 马

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
�

实质上
，

这种见解
，

不仅是对哲学的简单化理解
，

也是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简单化
、

公式化解读
�

除此之外
，

哲学仅仅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
、

延续着
，

哲学无用论也就产

生了
�

哲学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

从泛伦理主义到泛政治主义的演变
，

从火红到被冷落失落
，

应该说

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哲学自身
�

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这些是人们在危机之

下探讨最多的问题
，

也是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

据张世英先生介绍
，

我国在上世纪下半叶所广为宣传的哲学

主要属于
“
主体一客体

”
关系的框架

�
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把客体�客观存在�当作独立于作为主体的人以

外的东西
，

通过人的认识能力�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

认识客体的普遍规律性
，

从而征服客体
、

利用客体
，

以达到
“
主客的对立统一

”
���

�

在这个意义上
，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

是整个时代的智

慧结晶
�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的结晶
，

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

借助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

社会革命实践
，

已经能够揭示 自然界
、

社会
、

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
�

然而
，

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
，

哲

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
，

更在于批判世界
�

��� 多年前马克思曾经指出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
，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上述那种在

“
主体一客体

”

关系式的框架内
，

把哲学界定为只是对外

在于人的客体之最普遍规律性的追求的哲学概念
，

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哲学的本性
，

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

当今
，

哲学不仅需要探究普遍规律性
，

而且还需要更深层次地探究人与自然
、

人与社会的关系
，

需要洞悉宇

宙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
，

评估社会价值和提升人类境界
，

哲学的含义和任务应该超越那种旧有的界定
�

在以追求外部事物最普遍规律为终极目标的哲学终结以后
，

如何界定现代哲学的含义和任务成了目

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
，

哲学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
，

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回归

哲学本性
，

让哲学成为哲学
�

那么究竟该如何界定哲学的本性呢
，

或者说哲学的含义和任务是什么呢�有

人提出
，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活动
，

一种系统的批判性的反思活动
�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哲学不在于它研究什

么
，

而在于它怎么研究
�

这给哲学赋予了一种动态的解释
，

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

发展生产力有
“
异曲同工

”
之妙 �还有人认为

“
哲学应该是一门以

‘

追问
’

为生命
，

以人类的所有知识�既包括

科学的
，

也包括人文的�为基础
，

对最普遍性问题进行不断探索的学问
�

它以对人自身的
‘

追问
’ ，

对世界本

质的
‘

追间
’ ，

特别是人如何对待世界
、

对待自身态度的
‘

追间
’

为核心
� ”

这样的哲学植根于生活
，

服务于人

生
，

必然会受到每门学科和每个人的欢迎 �张世英先生则认为
“
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头禅

，

叫做
‘

人生在世
’

人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抱着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人生最大
、

最根本的问题
，

也是哲学的

最根本问题
� ”

所以
，

他认为在传统意义的哲学终结以后
，

哲学应界定为是以提高人生境界为目标的学问
，

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学
�

不管哪一种解释和界定
，

有 �个方向性是明显的
�
一是从外转向内

，

即从以追求进入外在抽象概念王

国为目标的
“
概念哲学

” ，

转向更多地关注人自身
，

关注现实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
，

人对世界的态度等问题 �

另一个就是追求一种动态
，

即把哲学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思维活动
，

一种动态的过程
�

在此意义上
，

就哲学

的本性来说
， “
哲学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本性

，

哲学是在不断地拓展 自己的地盘的同时
，

不断地

扬弃自己已有的本性
� ”
���

�������公司出版的一本介绍哲学的书中讲到
�

通常有一种误会
，

那就是哲学如同化学或历史一

样有一定的内容—教师要教授
，

学生要学习的内容
�

哲学中没有事实
，

没有理论
，

当然也没有以哲学之

名命名的人们应该接受或信奉的终极真理
�

哲学是一种更类似于数学和音乐的技巧
，

是人们学会去做的

某种事情
�

哲学是一种方法
，

教会人们学会问问题和反问间题
，

直到得出有意义的答案����作者译�
�

这种

关于哲学的阐释对于哲学学科的定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
�

�

哲学教育的目标和理念

哲学教育的目标

哲学成了政治之学
，

哲学课也就成了政治课
�

让哲学成为哲学
，

让哲学课成为哲学课
，

这是当前哲学

学科和哲学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然而
“
振兴哲学教育的改革决不是要把哲学变成一种像应用性学科

一样有功利可图的热门学科
，

从而也可以扩大招生规模与应用性学科争市场 如果这样的话
，

那一定是哲

学教育的悲哀
，

而不是哲学教育的繁荣
� ” ���目前我国的学位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

，

本来就已经不协调
，

学

位教育规模相对过大
，

职业教育规模不够
�

在这种规模相对过大的学位教育中
，

哲学等纯人文学科的问题

当然会相对更为突出一些
�

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实干
，

而不是更多的
“
坐而论道

” �

哲学终

归是一门形而上的学科
，

其本身并不具备市场意义上的社会需要
�

就创新精神的培养来讲
，

也需要结合自

己的专业
、

知识
、

技能去创新
，

而不是塑造一个精神的空壳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如同在发达国家一样
，

哲

学教育的发展不可能
、

也不应该有大的规模
�

换句话说
，

哲学教育的繁荣与振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哲学学科规模上的繁荣与振兴
，

而且哲学学科规

模和数量上的扩大
，

最终也并不意味着哲学教育
，

乃至哲学自身真正的繁荣和振兴
�

把握了哲学学科和哲

学教育的这样一个特性
，

从 目标上来看
，

哲学教育至少可以定位在以下 �点
�

�� 致力于培养哲学的精英人才

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既需要一般民众的社区群体
，

更需要贵族群体
、

精英群体
，

因为这种群体体现道

的精神
，

所以如何培养出一个体现道
、

承担道的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

哲学教育应该给那些真

正对哲学有较强兴趣和较高感悟力的学生提供较好的哲学训练
，

为当代中国培养几个真正的大师
�

�� 致力于发挥爱智之学的魅力

在最大层面上引导和培养人们思考的能力和习惯
，

正确地辨析人与世界的关系
，

洞悉自然的奥秘和人

生的意义
，

提高人生境界
，

适应社会的发展
�

当一个人由于某种性格上的缺陷
，

或者由于未能妥善处理人

际关系
，

抑或因为走进情感或人生事业学业的误区而轻易结束年轻的生命
，

或银档入狱的时候
，

人们常常

会为之惋惜
，

进而得出结论说
�

他�她�没有学会做人
�

而做人的道理固然是在物理
、

数学等功课之外的
，

要

靠自己去领悟
，

可是倘若能够加以引导岂不更好
，

从学科上讲
，

这引导的责任
，

或者更深层次上引导的责任

就在于哲学学科
‘

了
�

�� 拓宽哲学的生存空间
，

最大限度地实现哲学的社会价值

最近
，

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
，

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

科
、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 �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
，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

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

它指明了哲学学科和哲学教育的出路所在
，

即要加强与新兴学科
、

边缘学科和交叉学

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

拓宽哲学的生存空间
，

最大限度地实现哲学的社会价值
�

哲学不能功利地去学习
，

但可以功利地去研究
、

去教育
�

这种功利在于提高人的境界
，

解决人的思想

问题
，

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

即形而下地去研究形而上的问题
，

也即哲学研究要使哲学有所为
，

这样哲学才

能进入良性循环
�

功利地研究和教育
，

非功利地学习
，

从而摆脱人们因为哲学无用而不愿学哲学
，

或功利地

学哲学的现象
�

前者在社会上占大多数
，

也是时下哲学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

�
�

� 哲学教育的理念

从教育理念层面上看
，

目前普遍存在着把哲学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
、

知识传授的问题
�

这种理念的影

响具体体现在
�

�� 统编教材
，

统一体系
，

即便是有些不同
，

也是微观的或局部的
，

很少有原则性的突破
�
��

教学内容上
，

通常只涉及那些己经取得共识的知识
，

有争议的问题则很少兼顾 ��� 教学方法上
，

多采取的

已是犹如
“
过街老鼠

” ，

却又仍然盛行的所谓的
“
填鸭

”
或

“

灌输
”
式教学

�

另外
，

近些年由于多媒体的发展和

广泛应用
，

在哲学教育课堂上也引入了所谓的多媒体教学
，

几乎每个教师都采用了这种现代化的教学方

法
，

表面
�

�看似乎一扫哲学课堂的腐朽陈气
，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

然而
，

几年过去后
，

人们发现这种现代化

的教学方法与以前相比
，

区别更多的在于老师把讲义搬上了大屏幕
，依然在照本宣科

�

一些哲学课采取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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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些专题讲座的形式
，

也颇受学生欢迎
，

但大部分讲座与课程本身并没能很好地融为一体
，

很多时候是

讲座 � “

灌输
” � “

两张皮
” �

这种教育理念的极端体现
，

便是 目前的考试方式
�

哲学考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像数理化课程一

样建立了题库
，

包括单项选择题
、

多项选择题
、

填空等
“

客观
”

试题
，

并且答案只能是唯一的
�

在一些重要的

考试中
，

如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
，

还是必考科目
�

这便是
“
哲学成了政治之学

，

哲学成了非哲学
”

的典型体现之一
，

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 目前哲学还受大众关注的主要理由
�

从本质上讲
，

哲学是一门
“
追问

”
之学

，

哲学的本性不是理性的独白
，

而是理性的对话
�

哲学教育要体

现哲学的本性
，

追求一种动态的教学方法
�

苏格拉底在 ����多年前就倡导的问答逻辑至今仍有现实意

义
，

因为它体现了哲学的本性
�

人们常说哲学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
，

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活动
，

人们总是

津津乐道于哲学史上背离与超越的师生关系
，

可是如果以目前这种哲学教育的理念
，

遵循这种教育模式发

展下去
，

师生之间的超越与反叛显然是缺乏外部环境的
�

就哲学的本性来讲
，

没有超越就没有创新
，

就没

有独树一帜
，

多年来
，

哲学上很难再出现学贯中西的泰斗
，

固然有其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原因
，

但与这种教育

模式大概是不无关系的
�

哲学的本质体现为批判和反思
，

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

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

是背离哲学的本质的
�

反之
，

如果我们改变这样一种教育模式
，

下决心
、

动真格地引入启发式教学
、

讨论
、

辩论
、

角色扮演等更能体现哲学本性的教学方法
，

使之蔚然成风
，

将会更有利于哲学 自身的发展
�

荣获新中国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吉林大学教授孙正幸指出
“
我们常常把当今的时代称作

‘

信息

时代
’ 、 ‘

网络时代
’

或
‘

知识经济时代
’ ，

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转换
，

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社会

性变革
，

也意味着人的思想观念的时代性震荡
�

如果我们仍然在传统的意义上把
‘

教育
’

定位为
‘

传授知

识
’ ，

把
‘

教材
’

定位为
‘

标准答案
’ ，

把
‘

教学
’

定位为
‘

照本宣科
’ ，

我们怎么能适应和推进时代变革
，

把当代

的大学生培养成创造性人才和全面发展的人呢�
’ ，

阁不仅大学教育如此
，

哲学教育也应该这样
�

� 结论

发现间题的意义比解决间题的意义大
，

当哲学研究者和哲学工作者意识到要解决哲学成了非哲学的

问题时
，

意识到哲学回归为追间
、

批判
、

反思的智慧对话的重要性时
，

哲学成为哲学
，

哲学课成为哲学课也

就指 日可待了
�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易事
，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

还有许多的东西需要进行深入的探

索
，

比如对哲学学科的定位
，

要注重把握住哲学的精神
，

哲学教育的改革要注重理念和精神的改革
，

而不仅

仅是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革等等
�

这些东西仅仅在认识上和观念上被接受还远远不够
，

因为观念本身不能

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

观念要成为现实力量
，

还需要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制度
、

措施和

做法
�

这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制度
、

措施和做法的探索绝不是一毗而就的
，

这些制度
、

措施和做法不能流于

形式
，

否则观念只是观念
，

制度
、

措施和做法只是制度
、

措施和做法罢了
，

两者并不能很好地融合
�

如果没

有这种融合
，

观念就难以变成物质的现实的力量
�

哲学学科和教育改革的观念若是不能变成物质的现实

的力量
，

哲学学科和哲学教育的改革只能流于形式或停留在认识层面了
，

哲学成为哲学就只能是奢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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