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中 国 哲 学 之

正 当 性 问 题 ”的 一 个 批 注

口李 明辉

摘 要 “中 国 过 去 是 否 有 哲 学 ”这 是 个 老 问 题 ,但 最 近 却 在

关 于 “中 国哲 学 之 合 法 性 正 当性 ”的 讨 论 中 被 重 新 提 起 。 这

个 问 题 涉 及 “哲 学 ”的 定 义 。 针 对 这 些 讨 论 , 本 文 作 者 提 出 两 个

思 考 的 角 度 第 一 ,我 们 必 须 区 分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与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哲 学 ” 第 二 , 即 使 将 “哲 学 ”视 为 一 个 “思 想 传

统 ”, 它 在 西 方 历 史 上 也 是 一 个 历 经 变 化 的 概 念 。根 据 第 一 点 ,

作 者 主 张 中 国历 史 上 确 实 存 在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中 国 哲 学 ”,

又 同 时 承 认 “中 国 哲 学 ”这 门 学 科 是 近 代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根 据 西

方 的 模 式 “建 构 ”起 来 的 。 根 据 第 二 点 , 作 者 主 张 传 统 的 “中 国

哲 学 ”最 接 近 古 代 希 腊 、罗 马 哲 学 中 “哲 学 作 为 生 活 方 式 ”的 意

义 。

关 键 词 中 国 哲 学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哲 学 作 为 生 活 方 式 的 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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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所 谓 “中 国 哲 学 的 合 法 性 问 题 ”忽 然 成 为 中 国 大 陆 学 术 界 的 热 门 议

题 。首 先 要 指 出 此 处 使 用 “合 法 性 ” 一 词 并 不 恰 当 ,应 当 代 之 以 “正 当

性 ” 一 词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含 义 不 同 ,不 可 混 淆 。这 场 讨 论 是 由 郑 家 栋

于 《中 国哲 学 年 鉴 》 年 号 所 发 表 的 《“中 国 哲 学 ”的 “合 法 性 ”问 题 》一 文 所 引

发 ①。此 后 ,大 陆 学 术 界 针 对 这 项 议 题 举 办 了 不 少 大 、小 型 的 研 讨 会 。还 有 不 少 期

刊 刊 载 了 相 关 的 论 文 ,甚 至 以 笔 谈 、专 题 讨 论 等 形 式 进 行 相 关 的 讨 论 。例 如 ,

年 月 ,中 国社 会 科 学 院哲 学 研 究 所 中 国哲 学 研 究 室 与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哲 学 与 文 化

研 究 所 共 同 举 办 了 “中 国哲 学 观 念 与 学 科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 年 月 ,深 圳

大 学 国学 研 究 所 与 澳 洲 国 立 大 学 亚 洲 研 究 院 在 深 圳 共 同 主 办 “̀ 中 国 哲 学 ' 建 构 的

当代 反 思 与 未 来 前 瞻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笔 者 也 出 席 了 这 场 研 讨 会 , 并 且 发 表 论

文 《再 论 中 国哲 学 的 “创 构 ”问 题 》。此 外 ,根 据 笔 者 手 头 的 有 限 资 料 , 《山 东 社 会 科

学 》 年 第 期 刊 载 了 《“中 国 有 无 哲 学 ”问 题 笔 谈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报 》

年 第 期 刊 载 了 《“走 出 中 国 哲 学 的 危 机 , 超 越 合 法 性 问 题 ”专 辑 》, 《江 汉 论 坛 》

年 第 期 刊 载 了 《“中 国 哲 学 ”的 “合 法 性 ”反 思 与 “主 体 性 ”重 构 笔 谈 》, 《天 津

社 会 科 学 》 年 第 期 刊 载 了 《“中 国 哲 学 学 科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笔 谈 》。此 外 ,

《深 圳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选 刊 “̀ 中 国 哲

学 ' 建 构 的 当 代 反 思 与 未 来 前 瞻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的 部 分 论 文 , 《学 术 月 刊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亦 刊 载 了该 会 部 分 论 文 的 节 本 。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关 联 到 另 一 个 问 题 ,即 是 中 国过 去 是 否 有 哲 学 因 为

如 果 中 国 过 去 并 无 哲 学 ,而 哲 学 是 西 方 文化 的 产 物 ,则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脉 络 中讨

论 “中 国哲 学 ”便 无 正 当性 。然 则 ,所 谓 的 “中 国 哲 学 ”其 实 是 “哲 学 在 中 国 ”, 亦 即

来 自西 方 的哲 学 在 中 国 之 移 植 , 或 者 说 ,近 代 中 国 人 根 据 西 方 的 模 式 所 “创 构 ”的

哲 学 。

“中 国 过 去 是 否 有 哲 学 ”这 个 问 题 其 实 并 不 是 一 个 新 问 题 。在 中 国 , 清 末 以

① 此 文 后 为 《中 国社 会 科 学 文 摘 》 年 第 期 所转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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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便 不 时 有 人 提 到 这 个 问 题 。在 西 方 , 自 世 纪 的 启 蒙 运 动 以 来 , 亦 不 乏 哲 学 家

与 汉 学 家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 年 以 后 ,在 台 湾 、香 港 地 区 及 西 方 ,这 个 问 题 虽 未 成

为 热 门 议 题 ,但 仍 不 断 有 学 者 对 这 个 问 题 表 示 意 见 。譬 如 , 在 牟 宗 三 先 生 年

出 版 的 《中 国 哲 学 的 特 质 》一 书 中 ,第 一 讲 便 是 《引 论 中 国 有 没 有 哲 学 》。在 此 ,

他 强 烈 反 驳 “中 国 没 有 哲 学 ”之 说 ,但 同 时 强 调 其 重 点 与 西 方 哲 学 不 同 中 国 哲 学

特 重 主 体 性 ,是 以 生 命 为 中 心 ②。 年 德 国 汉 学 家 傅 敏 怡 在

一 篇 题 为 《论 中 国 哲 学 之 创 构 — 现 代 儒 学 的 一 项 课 题 》 八,

`俪 , 动 ` 的 研 讨 会 论 文 中 也 讨 论 过 这

个 问 题 。他 认 为 所 谓 的 “中 国 哲 学 ”并 不 存 在 于 近 代 以 前 的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 而

是 近 代 中 国 学 者 在 接 触 了 西 方 哲 学 之 后 “创 构 ”出 来 的 ,故 只是 “哲 学 在 中 国 ”。这

篇 论 文 并 未 正 式 发 表 ,但 当 时 有 一 位 大 陆 学 者 还 学 文 在 台 湾 当 代 》杂 志 转 述 了 这

篇 论 文 的 主 要 观 点 ③。笔 者 则 根 据 还 学 文 的 转 述 ,发 表 了 《中 国 没 有 哲 学 吗 —

与 费 德 西 先 生 论 “中 国 哲 学 ”》一 文 , 以 响 应 傅 敏 怡 的 说 法 ④。其 后 , 法 国 汉 学 家 兼

人 类 学 家 杜 瑞 乐 叱 也 发 表 了 《中 国 哲 学 — 从 哲 学 在 中 国 到 “中

国 ”在 哲 学 》一 文 ⑤。德 国 汉 学 家 兼 哲 学 家 罗 哲 海 则 发 表 了 《有 没 有

中 国哲 学 》一 文 ,强 烈 反 驳 “中 国 过 去 没 有 哲 学 ”的 观 点 ⑥。这 些 讨 论 均 发 生 于 大

陆 学 界 提 出 “中 国哲 学 的 合 法 性 正 当 性 问 题 ”之 前 ,可 见 大 陆 学 界 提 出 这 个 问

题 ,具 有 补 课 的 性 质 。但 是 大 陆 学 者 在 针 对 这 个 问 题 发 言 时 , 多 半 忽 略 了 过 去 的 相

关 讨 论 ,而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历 史 断 裂 。

这 个 问 题 之 所 以 出 现 于 世 纪 初 的 大 陆 学 界 ,实 非 偶 然 。从 年 起 ,中 国

大 陆 经 过 年 的 自我 封 闭 之 后 ,于 年 代 末 期 重 新 对 西 方 世 界 开 放 。在 往 后

的 年 间 ,大 陆 的 知 识 界 面 对 西 方 文 化 的 直 接 冲 击 , 产 生 如 何 自我 定 位 的 问 题 。

② 参 阅 牟 宗三 《中 国哲 学 的 特 质 》 收 人 《牟 宗 三 先 生 全 集 》, 台 北 联 经 出 版 公 司 ,

年 , 第 册 , 第 一 页 。

③ 还 学 文 《西 方 '`哲 学 ”阴 影 下 的新 儒 家 — 德 国 汉 学 家 费 德 西关 于 新 儒 学 的 述 评 》, 《当

代 》,第 期 年 月 ,第 一 页 收 人 仲 维 光 、还 学 文 《意 识 形 态 阴 影 下 的 知 识 分

子 》 , , ,第 一 页 。 “费 德 西 ”是 还 学 文 加 诸 “ 的

中 译 名 。

④ 刊 于 《当 代 》,第 期 一 年 月 ,第 一 页 。

⑤ 叱 “ ` '

”,肠 `切 , , 一

⑥ “ ”,方沪〕 话 , , ,

加 召 作 者 后 来 将 此 文 改 写 为 英 文 稿 “ ”,石减 一

瓜 ,石认 ` 心 口 ,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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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性 问题 其 实 便 是 一 个 自我 定 位 的 问 题 。台 湾 与 香 港 当 然 也 有 自我

定 位 的 问 题 ,但 由 于 这 两 个 地 区 始 终 未 曾 断 绝 与西 方 世 界 的联 系 ,故 可 以 较 从 容 地

面 对 这 个 问题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也 因 而 并 未 成 为 热 门 的 议 题 。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在 大 陆 学 界 出 现 之 后 ,也 引 起 了 西 方 汉 学 家 的 注 意 。

例 如 , 比 利 时 汉 学 家 戴 卡 琳 先 针 对 这 个 问 题 发 表 了 《到 底 有 没 有

“中 国 哲 学 ”这 样 的 东 西 — 一 场 隐 性 辩 论 之 论 证 》一 文 ⑦。这 篇 论 文 引 发 了 爱

沙尼 亚学 者 饶德 的一篇 响应论 文 《诸哲 学 对哲 学 维 护一 个 弹性 的定

义 》⑧。戴 卡 琳 随 之 发 表 《“中 国 哲 学 ”是 个 恰 当 的 名 称 吗 — 回 应 饶 德 》一 文 ⑨,

答 复 其 质 疑 。这 场 讨 论 以 饶 德 的 再 度 响 应 而 暂 告 结 束 ⑩。此 外 ,戴 卡 琳 与 葛 兆 光

为 《当 代 中 国思 想 》 “ 挑 选 了 一 批 相 关 的 中 文 论 文 ,译

成 英 文 ,编 成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 专 辑 ,刊

于 该 刊 第 期 第 一 号 一 。法 国 学 者 程 艾 蓝

也 为 《远 西 ·远 东 》 一 、 , 咤 刃一 诫 编 辑 “是 否 有 中 国 哲

学 问 题 的 现 状 ” 一一 ` 专 辑 ,刊

于 该 刊 第 期 年 。

既 然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性 问 题 涉 及 中 国 人 自我 定 位 的 问 题 , 它 便 不 免 涉 及 民 族

情 感 与 文 化 认 同 的 敏 感 问 题 。因 此 ,有 不 少 论 者 强 调 主 张 “中 国 过 去 有 哲 学 ”的

中 国 人 系 出 于 民 族 情 感 ,持 相 反 论 点 的 西 方 人 往 往 是 西 方 中 心 论 者 。这 种 说 法 虽

有 部 分 真 实 性 ,但 却 过 于 简 化 了 真 实 的 情 况 。否 则 我 们 如 何 解 释 西 方 学 界 亦 有 人

主 张 “中 国 过 去 有 哲 学 ”的 观 点 如 罗 哲 海 , 而 中 国 学 界 亦 有 人 质 疑 此 一 观 点 如

马 一 浮 、欧 阳 竟 无 ⑥ 还 有 学 者 宁 可 以 “中 国思 想 ”来 取 代 “中 国 哲 学 ”一 词 , 以避

⑦ “ ”,

叩 百“ 跳 , · , , 此 文有 杨 民 、季 薇 的 中 译 《究 竟 有 无

“中 国 哲 学 ” 》, 《中 国哲 学 史 》, 年 第 期 ,第 一 页 。

⑧ “ 即 ”, 甲 沪百匡,

圣 跳 , , , , 一

⑨ 〔, “ 、 ` , ' ”,

“ 体乞占 , , 以 , 石

⑩ ` 加 ”, 叩衍 石 砰触 ,

, , 毛

⑩ 《尔雅 台答 问 》,卷 ,《答 许 君 》,见 《马 一 浮 集 》 杭 州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 年 ,卷 ,第 页 欧 阳 竟 无 《佛 法 非 宗 教 非 哲 学 》, 收 人 黄 夏 年 编 《欧 阳 竟 无 集 》

北 京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年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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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哲 学 ”一 词 可 能 造 成 的 误 解 与 争 论 如 葛 兆 光 ⑩。分 析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所 反 映 的 情 感 因 素 与 意 识 形 态 因 素 , 固 然 有 助 于 了 解 相 关 的 说 法 出 现 之 历 史 背

景 ,并 据 以 评 价 它 们 ,但 笔 者 不 打 算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在 本 文 中 ,笔 者

拟 从 “哲 学 ”这 个 概 念 的 含 义 出 发 ,对 笔 者 过 去 的 相 关 论 述 提 出 补 充 说 明 。

众 所 周 知 , “哲 学 ”一 词 并 非 中 国 固 有 的名 词 。 日本 学 者 西 周 一 最

早 于 年 出 版 的 《百 一 新 论 》中 以 汉 字 将 希 腊 文 的 叩 一 词 译 为 '̀ 哲

学 ” ,其 后 为 中 国 知 识 界 所 广 泛 采 纳 而 通 行 至 今 。诚 如戴 卡 琳 所 言 , “那 些 在 传 统

上 归 属 于 诸 子 的 典 籍 ,连 同 儒 家 的 经 书 一 起 ,从 周 代 一 直 到 世 纪 ,都 通 过 追 溯 的

方 式 被 冠 以 了 ` 中 国 哲 学 ' 之 名 ”⑩。有 一 种 简 单 但 却 流 行 的 推 论 是 说 既 然 “哲

学 ”一 词 起 源 于 希 腊 , 而 中 国 人 直 到 近 代 才 从 西 方 引 进 此 词 ,这 便 证 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并 没 有 哲 学 。但 这 种 推 论 是 有 问 题 的 , 因 为 一 门 学 问 之 出 现 与 这 门 学 问 之 命

名 是 两 回 事 。例 如 ,西 方 的 “存 有 论 ” 一 词 首 度 出 现 于 年 德 国 人 葛

克 伦 纽 斯 , 一 所 编 的 《哲 学 辞 典 》 泛忧 尸 叩

,但 在 古 代 希 腊 哲 学 如 亚 里 士 多 德 哲 学 中 早 已 有 存 有 论 。 又 如 中 文 的 “数

学 ”一 词 也 是 西 文 之 近 代 翻译 ,但 我 们 实 在 很 难 说 中 国 过 去 没 有 数 学 。

“哲 学 ”的 情 况 与 此 类 似 ,但 更 为 复 杂 , 因 为 “哲 学 ”是 西 方 文 化 中 含 义 最 复 杂 的 概

念 之 一 。

面 对 “哲 学 ”一 词 的 复 杂 含 义 , 有 些 学 者 试 图 借 由 对 比 的 方 式 来 界 定 它 ,譬 如

将 它 对 比 于 “智 慧 ”、“宗 教 ”或 “科 学 ”。但 对 比 即 同 时 意 谓 关 联 。众 所 周 知 , 希 腊

文 乡叩 的 原 义 即 是 “对 智 慧 的 爱 ”。而 在 中世 纪 ,哲 学 是 神 学 的 蝉 女 。还 有

学 者 强 调 哲 学 与 科 学 的 关 联 , 如 德 国 学 者 伯 梅 曲 便 认 为 '̀ 哲 学 是 一

条 通 往 智 慧 的 特 殊 道 路 。这 条 道 路 的 特 殊 之 处 在 于 知 识 在 此 应 有 的 角 色 , 而 且 这

种 知 识 即 是 科 学 ,或 者 至 少 倾 向 于 科 学 。”⑥对 比 的 方 式 有 明 显 的 局 限 , 因 为 第 一 ,

当 我 们 强 调 哲 学 与 “智 慧 ”、“宗 教 ”、“科 学 ”之 对 比 时 , 即 同 时 承 认 它 们 之 间 的 关

联 ,故 在 历 史 的 脉 络 中 ,其 间 的 界 线 往 往 是 模 糊 的 、移 动 的 ,而 非 径 渭 分 明 第 二 ,借

由 强 调 “哲 学 不 是 什 么 ”,我 们 并 无 法 在 “何 谓 哲 学 ”的 问 题 上 得 到 多 少 启 示 ,正 如

⑩ 葛 兆 光 《中 国思 想 史 ·第 一 卷 七 世 纪 前 中 国 的 知 识 、思 想 与 信 仰 世 界 》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出版 社 , 年 ,第 页 。

⑩ 见 《明 治 文学 全 集 明 治 启 蒙 思 想 集 》 东 京 筑 摩 书 房 , 年 , 第 页 参 阅 小 岛

毅 《“儒 教 ”与 “儒 学 ”涵 义 异 同 重 探 — 新 儒 家 的 观 察 》,收 入 刘 述 先 编 《儒 家 思 想 在 现 代 东

亚 中 国 大 陆 与 台 湾 篇 》 台 北 中 央 研 究 院 中 国 文 哲 研 究 所 , 年 ,第 一 页

⑩ 戴 卡 琳 《究 竟 有 无 “中 国哲 学 ” 》,前 引 书 ,第 页 英 文 版 ,第 页 。

⑩ 少泣 , 肠 钻 一肠 刀功 〕 一环户钻 。, 叻 ,

川 , ,



} 汉语哲学与德语哲学之互动

“否 定 性 神 学 ” 无 法 提 供 多 少 关 于 上 帝 的 知 识 。此 外 ,还 有 学 者

建 议 将 “哲 学 ”视 为 一 个 具 有 “家 族 类 似 性 ” 往 的 概 念 ⑩。这 固然

不 失 为 一 种 权 宜 之 计 , 因 为 这 可 以 使 “哲 学 ”保 持 为 一 个 开 放 的 概 念 ,但 我 们 不 应

满 足 于此 。

检 视 关 于 中 国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之 讨 论 ,笔 者 发 现 对 “哲 学 ”一 词 采 取 较 严

格 定 义 的 人 往 往 忽 略 了一 项 重 要 的 区 别 , 即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与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哲 学 ”之 区 别 。那 些 强 调 所 谓 “中 国哲 学 ”是 近 代 中 国 人 根 据 西 方 哲 学 的 模

式 建 构 起 来 ,因 而 主 张 以 “哲 学 在 中 国 ”取 代 “中 国哲 学 ”一 词 的 人 便 是 如 此 。当 我

们谈 到 “希腊哲 学 ”时 ,我 们基 本上是将 “哲学 ”视 为一个思 想传 统 。但 在 当前 西方

大 学 的 哲 学 系 , “哲 学 ”是 一 个 学 科 概 念 , 是 西 方 大 学 自 世 纪 以 后 持 续 进 行 的 学

科 分 化 之 产 物 。 以 “哲 学 ”这 个概 念 来 说 其 含 义 在 世 纪 是 极 为 宽 松 的 。 因 此 ,

莱 布 尼 兹 玫 , 一 很 自然 地 谈 到

有 谁 曾 相 信 在 地 球 上 有 一 个 民 族 , 在 一 种 更 有 教 养 的 生 活 之 规 则 方 面 ,

超 过 我 们 我 们 的 确 自 以 为 已 因 教 育 而 完 全 拥 有 一 切 精 致 的 道 德 但 自从

我 们 认 识 了 中 国 民 族 之 后 ,如 今 我 们 在 中 国 人 身 上 见 到 这 一 点 。 因 此 , 如 果 我

们 在 手 工 技 巧 方 面 与 他 们 不 相 上 下 ,而 在 理 论 科 学 方 面 比他 们 优 越 ,但 在 实 践

哲 学 的 领 域 当 中 — 我 是 说 在 针 对 人 本 身 的 生 活 与 日常 习俗 之 伦 理 与 政 治

学说 当 中— 我 们 确 实 相 形 见 细 , 而 承 认 这 点 几 乎 令 我 汗 颜 。⑩

无 怪 乎 其 后 继 者 沃 尔 夫 , 一 会 有 《论 中 国人 的 实 践 哲 学 》

尸 叩 尸 , 之 作 。到 了 康 德 ,

一 ,他 已 不 再 谈 论 “中 国哲 学 ”了 。但 即 使 如 此 , “哲 学 ”作 为 学 科 概 念 的

含 义 依 然 相 对 宽 松 。 因此 ,身 为 哲 学 教 师 ,康 德 在 柯 尼 希 贝 尔 格 大 学

还 可 以讲 授 物 理 学 、机 械 学 、数 学 、自然 地 理 、法 学 、教 育 学 、人 类 学 等 课 程 。这 在 现

代 的 大 学 是 不 可 想 象 之 事 。过 去 已有 不 少 学 者 论 及 黑 格 尔 对 “中 国 哲 学 ”的 否 定 ,

直 到 今 天 ,他 的 看 法 仍 深 深 地 影 响 西 方 人 的 中 国观 。笔 者 不 想 再 重 复 类 似 的 讨 论 ,

而 只 提 出 一 项 事 实 即 使 到 了 、 世 纪 之 交 , “哲 学 ”作 为 学 科 概 念 的 含 义 还 是

比今 天 宽 松 得 多 。譬 如 ,蔡 元 培 一 曾 于 至 年 间 就 读 于 德 国

莱 比 锡 大 学 ,上 了 冯 德 , 一 的 哲 学 课 。但 冯 德 本 人 也 是

心 理 学 家 ,在 莱 比锡 大 学 建 立 了 世 界 第 一 所 实 验 心 理 学 研 究 所 。由 此 可 见 , 当 时 哲

学 与 心 理 学 还 有 密 切 的关 系 ,尚 未 完 全 分 家 。

戴 卡 琳 《究竟 有 无 “中 国哲 学 ” 》, 前 引 书 ,第 页 英 文 版 ,第 一 页 。

址 哪 , , 以 “ 。

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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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清 廷 废 止 传 统 的 科 举 制 度 。在 此 之 前 ,清 廷 已 开 始 模 仿 西 方 ,建 立 现

代 的 教 育 制 度 。 年 清 廷 颁 布 各 级 学 堂 之 章 程 ,称 为 “钦 定 学 堂 章 程 ”,亦 称 “癸

卯 章 程 ”。 年 清 廷 命 张 之 洞 会 同 张 百 熙 、荣 庆 重 新 拟 定 各 级 学 堂 章 程 , 而 称 为

“奏 定 学 堂 章 程 ”,于 次 年 颁 行 。这 是 中 国 第 一 个 现 代 学 制 。 “奏 定 学 堂 章 程 ”将 哲

学 排 除 于 高 等 学 堂 的 课 程 之 外 , 而 引 起 王 国 维 的 批 评 。王 国 维 于 年 发 表 了

《哲 学 辨 惑 》一 文 ,他 在 文 中 强 调 一 、哲 学 非 有 害 之 学 二 、哲 学 非 无 益 之 学 三 、中

国 现 时 研 究 哲 学 之 必 要 四 、哲 学 为 中 国 固 有 之 学 五 、研 究 西 洋 哲 学 之 必 要 ⑩。如

果 说 日本 学 者 西 周 所 指 涉 的 “哲 学 ”是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 则 我 们 可 以 说 王

国 维 在 这 篇 文 章 中 已 涉 及 了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哲 学 ”。

在 笔 者 看 来 ,在 关 于 中 国 哲 学 的 正 当 性 问 题 之 讨 论 中 ,不 少 争 论 系起 源 于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而 相 对 宽 松 且 具 开 放 性 的 “哲 学 ”概 念 与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而 日趋 狭 隘

的 “哲 学 ”概 念 间 的 张 力 。厘 清 了 两 者 间 的 分 际 , 不 少 争 论 便 可 以 得 到 化 解 。譬

如 ,许 多 论 者 都 提 到 “中 国 哲 学 ”与 “哲 学 在 中 国 ”之 区 别 ,我 们 可 以 代 之 以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中 国 哲 学 ”与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中 国 哲 学 ”之 区 别 。 这 样 一 来 , 我 们 固

然 可 以 主 张 中 国 历 史 上 确 实 存 在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中 国 哲 学 ”,但 这 无 碍 于 同 时 承

认 “中 国 哲 学 ”这 门学 科 是 近 代 中 国 人 根 据 西 方 的 模 式 “建 构 ”起 来 的 。进 而 言 之 ,

就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哲 学 ”而 言 ,在 中 国 的 大 学 里 以 回 溯 的 方 式 将 “中 国 哲 学 ”建 立

为 一 门 学 科 , 自然 有 其 正 当性 。

在 借 由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与 “作 为 现 代 学 科 的 哲 学 ”之 区 别 厘 清 了 部 分

争 论 之 后 ,我 们 还 是 得 面 对 “作 为 思 想 传 统 的 哲 学 ”所 包 含 的 复 杂 含 义 。在 西 方 ,

就 其 为 思 想 传 统 而 言 , “哲 学 ”这 个 概 念 包 含 一 个 长 期 的 演 变 过 程 , 在 不 同 的 时 期

呈 现 出 极 为 不 同 的 面 貌 。否 定 中 国 过 去 有 哲 学 的 学 者 经 常 诉 诸 一 项 对 比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偏 重 实 践 智 慧 与 道 德 功 夫 , 而 西 方 “哲 学 ”偏 重 理 论 思 辨 与 方 法 反 思 。 不

少 西 方 学 者 如 伯 梅 强 调 这 种 对 比 ,甚 至 有 些 中 国 学 者 也 呼 应 此 说 。但 这 其 实 是

对 西 方 哲 学 传 统 的 窄 化 。

⑩ 姚 淦 铭 、王燕 编 《王 国 维 文 集 》 北 京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 年 , 第 卷 , 第 一 页 。

此 文 原 刊 于 《教 育 世 界 》第 号 年 月 。

⑩ 除 了 傅 敏 怡 的上 述 观点 之 外 ,另 请 参 阅 李 翔 海 《 世 纪 中 国 哲 学 的 三 种 基 本 理 论 范

式 述 评 》, 《河 北 学 刊 》, 以〕 年 第 期 , 第 一 页 李 翔 海 《“从 哲 学 在 中 国 ”到 “中 国 的 哲

学 ”— “中 国哲 学 ”发 展 历 程 的 回顾 与 展 望 》, 收 人 景 海 峰 编 《拾 薪 集 “中国 哲 学 ”建 构 的 当代

反思 与 未 来 前 瞻 》 北 京 北 京 大学 出 版 社 , 第 一 页 郑 家 栋 《“中 国哲 学 ”与 “哲 学 在 中

国 ”》, 《哲 学 动 态 》, 旧 年 第 期 ,第 一 页 劳思 光 《“中 国 哲 学 ”与 ` 哲 学 在 中 国 ”》,收 入

劳思 光 著 、刘 国英 编 《虚 境 与 希 望 — 论 当 代 哲 学 与 文 化 》 香 港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出 版 社 ,

年 第 一 页 。



针 对 这 种 误 解 ,法 国 哲 学 家 哈 窦 , 一 在 其 名 著 《精 神 训 练

与 古 代 哲 学 》勿中 特 别 强 调 在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希 腊 、罗 马 哲 学 中 “哲 学 作 为 生 活 方

式 ” 叩 的 意 义 。此 书 的英 文 译 本 题 为 《作 为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的 哲 学 从 苏 格 拉 底 到 福 柯 的 精 神 训 练 》③,德 文 译 本 题 为 《作 为 生 活 形 式 的 哲 学

古 代 的 精 神 训 练 》 ,更 能 显 示 此 义 。哈 窦 根 据 西 方 古 代 的哲 学 文 献 极 有 说 服 力 地

证 明 在 古 代 西 方 ,哲 学 主 要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他 认 为 一 般 人 对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的 误 解 系 由 于 后 代 的 哲 学 史 家 将 “哲 学 ”与 “关 于 哲 学 的 论 述 ”

妇 混 为 一 谈 ,而 将 “关 于 哲 学 的 论 述 ”当 做 “哲 学 ”本 身 。根 据 他 的 解 释 , “哲

学 作 为 生 活 方 式 ”之 义 的 失 落 在 中 世 纪 与 近 代 都 有 其 历 史 根 源 在 中 世 纪 ,归 因 于

哲 学 被 工 具 化 而 成 为 神 学 的 碑 女 在 近 代 ,则 归 因 于 哲 学 被 纳 人 大 学 体 制 而 学 科

化 ⑩。

康 德 哲 学 往 往 被 视 为 上 述 狭 隘 的 “哲 学 ”概 念 之 代 表 ,其 实 他 在 其 “实 践 理 性

优 先 于 思 辨 理 性 ”的 观 点 中却 保 存 了 “哲 学 ”在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中 的 原 义 。他 在 《实

践 理 性 批 判 》的 《辩 证 论 》中谈 到 “最 高 善 ”的 理 念 时 写 道

在 实 践 方 面 , 亦 即 , 为 了我 们 的 理 性 行 为 之 格 律 而 充 分 地 决 定 这 个 理 念 ,

便 是 智 慧 学 而 将 智 慧 学 当 做 学 问 来 看 , 又 是

依 古 人 所 理 解 的 意 义 而 说 的 “哲 学 ”— 对 古 人 而 言 , 哲 学 是 对 有 关 “最 高 善

应 置 于 何 处 ”的 想 法 及 借 以求 得 最 高 善 的 行 为 之 指 引 。⑧

康 德 在 这 里 所 说 的 “古 人 ”便 是 指 希 腊 化 罗 马 时 期 一 的 哲

学 家 ,特 别 是 斯 多 学 派 与 伊 壁 鸿 鲁 学 派 。这 种 看 法 已 由

哈 窦 的 研 究 得 到 了佐 证 ⑥。无 怪 乎 哈 窦 会 说 “我 现 在 觉 得 ⋯ ⋯在 西 方 古 代 的 哲

学 态 度 与 东 方 的 哲 学 态 度 之 间 确 实 有 惊 人 的 类 似 之 处 。”⑩根 据 哈 窦 对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概 念 的 重 建 ,即 将 “哲 学 ”界 定 为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谁 能 否 定 中 国 过 去 有 长

⑩ 尸 瓜匆 硕 邵 ,

③ 叩勺 。 叭” 诉 。了沁 之汉, ` 叻 ·

,

, ￡。叩 反 几不 , 条 比乙̀群 饰 酬 瓜 ,

。 参 阅 , 叩 , 。 肠 诉 助 朋 。

介 。 ￡。 汉 , 一

⑧ , 〔沁 , 动 一 ,

,

冬 罗 哲 海 也 注 意 到 康 德 与 哈 窦 对 “哲 学 ”古 义 的 理 解 与 强 调 参 阅 其

, ,

函 口 ' 一 叮讹 , 匆 , , ,

· ·



} 关于·̀中国哲学之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批注

远 而 丰 富 的 “哲 学 ”传 统 呢

有 些 学 者 尤 其 是 中 国 学 者 之 所 以 反 对 将 “哲 学 ”一 词 应 用 于 中 国 传 统 的 思

想 ,是 担 心 这 会 使 它 丧 失 主 体 性 与 独 特 性 。 当 然 ,他 们 可 以 继 续 使 用 “经 学 ”、“子

学 ”、“玄 学 ”、“理 学 ”之 类 的 传 统 语 汇 。在 清 末 学 术 转 型 的 过 程 中 亦 不 乏 类 似 的 观

点 。这 种 观 点 反 映 于 “奏 定 学 堂 章 程 ”, 即 是 在 大 学 堂 的 课 程 中 设 有 “经 学 ”科 ,而

无 “哲 学 ”科 。如 果 我 们 同 意 哈 窦 对 于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概 念 的 界 定 ,这 种 主 体 性 的

焦 虑 便 可 以 卸 除 大 半 ,而 转 变 为 关 于 “现 代 的 学 科 体 制 能 否 充 分 掌 握 传 统 的 哲 学 ”

之 省 思 而 这 又 不 可 避 免 会 回 到 哈 窦 对 于 “哲 学 ”与 “关 于 哲 学 的 论 述 ”— 或 者 可

以 说 ,第 一 序 与 第 二 序 的 “哲 学 ”概 念 — 之 区 分 。但 这 已 不 是 一 个 “西 方 与 非 西

方 ”的 问 题 ,而 是 一 个 “现 代 与 传 统 ”的 问 题 。 由 于 人 类 现 代 化 的 历 程 始 于 西 方 ,这

两 个 在 历 史 脉 络 中虽 有 关 联 ,但 基 本 性 质 不 同 的 问 题 往 往 在 有 意 无 意 间 被 混 为 一

谈 。再 者 ,由 于 中 国 现 代 学 术 体 制 之 建 立 系 仿 自西 方 ,现 代 汉 语 的 学 术 语 言 在 相 当

程 度 内 已成 为 西 化 的 语 言 。面 对 这 个 事 实 ,除 非 我 们 拒 绝 现 代 学 术 体 制 , 否 则 我 们

实 无 理 由 因 担 心 主 体 性 之 丧 失 而 拒 绝 将 “哲 学 ”一 词 应 用 于 中 国 传 统 。这 种 主 体

性 的 焦 虑 不 但 有 错 置 对 象 之 嫌 ,也 是 不 合 时 宜 的 。走 笔 至 此 ,笔 者 不 得 不 佩 服 王 国

维 在 百 年 之 前 的 洞 见 。差 堪 告 慰 的 是 ,在 进 人 世 纪 的 今 天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已 使

得 包 括 西 方 文 化 在 内 的 所 有 人 类 文 化 均 不 可 能 不 受 到 其 他 文 化 的 影 响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从 西 方 文 化 的 立 场 坚 持 一 种 僵 化 的 “哲 学 ”概 念 ,同 样 是 不 合 时 宜 的 。巾

作 者 单 位 台湾 中 央研 究 院 中 国 文 哲 研 究 所

在 这 个 问题 上 学 术 界 有 一 系 列 研 究 成 果 值 得 关 注 , 作 者 曾 将 这 些 论 文 和 著 作 一 一 列 出 ,但

考 虑 篇 幅 过 长 , 这 里 删 去 。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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