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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世纪之交德国哲学的发展中 , 可以寻觅出一些研讨的热点以及我们也感兴趣或关心的

课题。 在这里仅概述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主体性的研讨。海德格尔曾认为 ,古典的主体概念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已日经中天。

人们认为 ,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通过 “寓世” ( in der Welt sein) 概念冲破了费希特所指出的

自我循环。此外 , 不仅在语言哲学、 交往哲学那里 ,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代表了主客体的关系 ,

语言代替了主体 , 而且 , 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那里 , 语言也同样剥夺了哲学的主体性。这

样 , 哲学主体性的崩溃及其在语言中的消解已被视为当代思想至少是当代西方思想的基本特

征〔 1〕。但是 , 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亨利希认为 , 生命的经历和意识的过程 , 它

的活生生的体验 , 以及思想的结构与流动 , 遵循着自己的规律。 只有重新设定人的主体性的

本体论 , 才能理解这些规律。因此 , 他高度赞扬费希特的主体性转向 , 反对海德格尔对主体

性的消解 , 为主体性的现实与哲学平反〔2〕。 鲍姆伽尔特纳 ( H. M. Baumgar tner) 认为 , 当

代哲学仍需要主体 , 但不再是 “大写的主体” (被绝对化的主体 ) , 而应是 “小写的主体”。韦

尔施 ( W. Welsch) 也认为 , 现时代的哲学仍是主体的哲学 , 只不过主体的类型发生了变化 ,

即由与 “统治” 相联系的 “强主体” 变成了与多样性相联系的 “弱主体”
〔 3〕
。显然 , 主体性原

则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能被推翻的只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形式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需要什么

样的主体性。 在这方面 ,亨利希尝试构建当代的主体性。 他把主体性与“自我理解”和“自我保

存”连结起来 ,以期既保存主体的能动性 ,又排除主体的狂妄任性 ,避免绝对主义的陷阱
〔4〕
。

关于哲学自身的反思。 20世纪的哲学经历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

危机。 “哲学终结论” 也成为一种时髦的思潮和流行话语。其实 , 哲学当然不会终结 , 但它的

作用、 性质今天确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而对于这种变化的认识 , 学者们的意见往往是大相

径庭的。德国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的歧异。一种具有典型性的观点是 ,世

界越现代化和科学化 , 哲学也就越成为多余的了。布赖顿贝尔格 (V. Braitenberg ) 认为 , 哲

学是单个具体科学的母亲和母体 , 当作为具体科学的女儿们发展出自己的双亲所不能理解的

语言以后 , 当具体科学从哲学分离以后 , 哲学就成为残余物了。 而现在哲学分化具体科学的

过程仍未完结。如果说 , 哲学今天还有什么作用 , 那就是它借助 “生育” 作为具体科学的女

儿们而保有其功能〔5〕。 与此相反 , 马尔夸尔特 ( O. Marquard ) 和施奈德巴赫 ( H.

Sch naedelbach )则主张哲学是一种基本的定向或一种思想定向的尝试
〔6〕
。马尔夸尔特认为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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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基本定向相关联。哪里有哲学需求 , 哪里哲学就显得必要。因而 , 科学越发展和分化 , 世

界越现代化 , 哲学就越必需。即使反对或否定哲学 , 也只能用哲学来反对或否定哲学 , 然而

这也依然表明 , 哲学是必要的〔 7〕。

关于伦理学。 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再次成为热门学科。 在这方面 , 哈贝马斯的商讨

伦理学 , 约纳斯的 “未来责任伦理学” , 亨利希的 “核和平伦理学” 等都引起人们的瞩目。如

前所述 , 80年代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基础上构建了商讨伦理学 ,尔后又将其引伸到法哲学、政

治哲学领域。 此外 , 哈贝马斯在致力新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的同时 , 还把目光投向现实中的具

体的实践课题。例如 , 他反对有关克隆人的试验 , 认为有意识的克隆人是一种僭越和奴役行

为 ,完全可以同历史上的奴隶制相比拟 ,同今日的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法律概念不相容〔8〕。约纳

斯是著名伦理专家 , 已于 1993年去世。他因拟定下世纪作为人类幸存条件的 “责任原则” 而

被视为 “未来责任伦理学” 的奠基人。 1998年 5月 , 柏林自由大学正式建立和开放了 “约纳

斯研究中心” , 并为此举行了专门的纪念会和有关约纳斯伦理思想的学术研讨会。约纳斯研究

中心负责人是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伯勒 ( D. Boehler)。作为约纳斯的后继者 , 伯勒试图

把哈贝马斯的商讨伦理学与约纳斯的未来责任伦理学综合起来 , 以期构建一种 “适合高科技

市场社会的对话伦理学”。亨利希在潜心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 , 1990年出版了 《核和平伦

理学》 一书。 在该书中 , 亨利希试图借助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理论 , 提出一种能够理解道德困

境的整体性的伦理学构思。 他认为 , 仅建立伦理学的判断规则是不够的 , 伦理学还必须能够

解释道德行为的动机。 此外 , 它还必须理解道德意识发展的动力。还有 , 最重要的是 , 它必

须时刻注意到 , 行为方式结构的内在形式与行为者自我描述的训练是不可分的
〔 9〕
。

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豪克 ( W. F. Haug )夫妇编撰和开

始出版多卷本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订词典》 , 含一千余条辞目。这是迄今西德地区作者撰写

和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的和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辞书。作者声明 ,这部词典不具有 “政治的”和

“意识形态的”性质 , 其意义主要是 “语义学的”。 1998年 5月 ,马克思诞生 180周年前夕 , 洪

堡大学哲学系教授施奈德巴赫在洪堡大学校报上撰写了 《阻碍的革命者》一文。该文认为 , 在

马克思、 恩格斯写 《共产党宣言》 时 , 德国还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 , 更谈不上无产阶

级。因而 , 《宣言》 一书中虽然有许多唯物主义词句 , 然而它却是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唯心主

义
〔 10〕
。施奈德巴赫这篇文章无疑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德国右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施氏这一立

场有所不同 , 《法兰克福总汇报》 1998年 2月 24日刊登了罗蒂纪念 《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

章将 《共产党宣言》 与 《圣经· 新约》 相比拟 , 认为尽管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没落还没

有实现 , 但 《宣言》 与 《新约》一样具有同等的启迪性和感召力 , 激励人们为自由与平等、 为

免除下一代人不必要的苦难、 为理想的未来社会而斗争。作者继而提出 , 家长和教师们应该

鼓励年轻人读 《宣言》 与 《新约》 , 因为它们有益于年轻人的道德行为〔11〕。罗蒂此文从其特有

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 , 不啻于为 《宣言》 献上了一曲道德颂歌。
③
法国历史学家科尔陶斯 ( S.

Cour tois)等人的 《共产主义黑皮书》 德文版的问世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科尔陶斯在该书

中通过罗列统计数字 , 诬蔑共产主义〔 12〕。科氏的观点引起了德国学者的激烈争论。洪堡大学

教授温克勒尔 ( H. A. Winkler)等人支持 《共产主义黑皮书》 的观点 , 并认为这本书的独特

之处是把视线投向全球范围。另一些学者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驳。认为 《黑皮书》 追求轰

动效应 , 缺乏科学根据〔 13〕。围绕 《黑皮书》 及其相关争论 , 柏林自由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教授

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

关于中国哲学。据笔者观察 , 德国出版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兴趣逐渐增高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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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堪称某种程度上的 “中国热”。在德国大大小小的书店 ,到处可见德文本的儒道释原典、

《易经》 以及有关中国气功、 医药乃至房中术等方面的书籍。据说 , 仅老子的 《道德经》 在德

国就已有了五十余种译本。 笔者在旅德期间 , 对新近问世的郭店楚简 《老子》 进行了校释和

研究 , 并将其译成了德文 , 在一定范围内同德国同行进行了交流 , 颇受德国同行的关注。 但

是 , 总的说来 , 中国哲学迄今还未能真正进入德国哲学家和学者们的视野。 即便就中国传统

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而言 , 也还是仅局限在德国汉学家的狭小圈子之内。至于当代中国哲学

发展的状况 ,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最新发展 , 德国学界可以说更是知之甚微 , 不

甚了了。

四

战后特别是 60年代以来德国哲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特征大概就是向英美文化及其哲学传

统的开放。通过对语言分析哲学为主导的英美哲学传统的接纳 , 德国哲学实现了其 “语言转

向” , 并日益呈现出与英美哲学传统相融合的倾向。这种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德国哲学自身的繁

荣与发展 , 另一方面也大大扩展了德国哲学在西方世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因此 , 对

这种哲学上的开放应予以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德国哲学的这种开放 , 表层上看是对外来文化

及其哲学传统的接纳 , 但是 , 如果深入一个层次来看 , 德国哲学的这种向英美文化及其哲学

传统的开放与对德国自身的文化及其哲学传统的继承也不是没有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德国文化中素来存在基督教精神与犹太精神两大传统。这种德国基督

教精神与德国犹太精神共生的现象首先在德国哲学中明显显露出来。在德国历史上 , 诞生和

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犹太哲学家 , 如马克思、 柯亨、 布洛赫、 阿多尔诺、 豪克海默等等。显然 ,

没有他们 , 德国哲学就很难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样子。 然而 , 在纳粹统治和大战期间 , 许多

德国犹太哲学家被迫流亡国外 , 包括卡西勒、 维特根斯坦、 卢卡奇 , 布洛赫、 波普、 豪克海

默、 阿多尔诺、 本雅明、 马尔库塞、 科拉考艾尔 ( S. Kracauer )、 诺伊拉特 ( O. Neurath )、 魏

斯曼 ( F. Waismann)、 莱欣巴赫、 阿伦特、 施特劳斯 ( L. St rauss)、 普列斯纳 ( H. Plessner)、

约纳斯、古尔维茨 ( A. Gurwi tsch )、 勒维特 ( K. Loew ith )等 , 以致德国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犹

太精神传统被迫中断了。

可是 ,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一下 60年代以来德国哲学所接纳的英美的所谓全新哲学传统 ,

如分析哲学、 科学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哲学、 维特根斯坦哲学 , 等等 , 就不难发现 ,

实际上 ,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德国的。 它们原本在德语地区萌芽 , 只不过尔后被放逐

出去 , 在英美地区生根、 开花、 结果。而德国、 奥地利的哲学家们始初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

了这些哲学传统的形成。在此意义上 , 或许也可以说 , 这些传统原本就是德国文化及其哲学

传统特别是犹太精神传统延续。

这样 , 德国哲学向英美哲学的开放 , 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也是向自身传统的开放 , 是对

自身的曾经中断了传统的承继。 这一事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文化的开放和继承总

是密不可分 , 而优良的文化精神传统是不应被中断和遗弃的。 (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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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归纳逻辑

李小五提出了一个归纳认知逻辑 , 构造了一个带认知算子的归纳逻辑系统 , 刻画了概率

推理之间的一般联系。 另一方面 , 作者在模态逻辑的关系语义中引入测度函数的概念 , 由此

构造一类可能世界模型 , 并指出相对这样的模型类 , 上述形式系统是可靠的。

张家龙根据现代的科学材料对穆勒归纳法作了推广 , 提出了五种新的归纳法: 比较实验

法、 求异比较并用法、 统计求同求异并用法、 抽样求异并用法和抽样比较并用法。

六、 中国逻辑史和因明

沈有鼎研究了大量的文献材料 , 对历史上的公孙龙其人其书作出了详尽的考证 , 提出了

影响深远的 “两个公孙龙” 假说: 一个是历史上的公孙龙 , 生活在战国末期 , 另一个是经过

晋代人改造过的公孙龙。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及其后学的著作 《公孙龙子》 十四篇已亡绝 , 现

行 《公孙龙子》 六篇是晋代人集体编纂的。 沈有鼎在 《 〈墨经〉 的逻辑学》 一书中 , 诂解

《墨经》 中有关逻辑的文字 , 纠正了古代文献中的一些错讹 , 最早系统地阐发了 《墨经》 的逻

辑体系 , 把 《墨经》 的逻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周云之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提出的主要新见解有: 1. 提出惠施的 “善譬” 推论方法相当

于三段论的第一格 , “善譬” 不是或然的类比推理 , 而是必然的演绎推理 (演绎类推 )。 2. 从

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公孙龙的 “白马非马” 不是否定 “白马是马” 的论辩命题 , 而是在承认

“白马是马” 的前提下揭示了种名 (白马 ) 与属名 (马 ) 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的区别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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