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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刊发的 “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一文 ,系侯才教授 1998- 1999年

赴德学术访问的结晶。它与本刊今年第三、 四期连载的 “德国哲学二十年” , 共同构

成了对世纪末德国哲学的不同视角的客观概述。希望上述文章的刊发有助于读者对

当今德国哲学的把握。

要对德国哲学现状进行定位 ,需要对 20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宏观的概览。 20世纪

的德国哲学像一首衰颓与新生、 枯萎与繁荣、 暗淡与辉煌的变奏曲。 20世纪上半叶 , 德国哲

学大致处于停滞时期。特别是十余年的纳粹统治 ,耗尽了德国哲学的活力。 20世纪下半叶 ,德

国哲学通过揭示与反思纳粹统治及其崩溃的经历 , 重新审视和检验文化传统 , 促进开放 , 迅

速得到恢复和重建 , 并愈益走向世界化 ,重新赢得了历史上所曾享有的那种盛誉。近十年 , 随

着两德的统一 , 德国哲学分裂、 对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 而成为一种完整的、 统一的地域哲

学或民族哲学。这样 , 以大战结束为界 ,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呈现为战前与战后两大发展时期 ;

而战后发展时期又大致包摄了这样三个阶段: ( 1)反思与重建 ( 1945— 60年代中期 ) ; ( 2)实现

和促进向外开放 ( 60年代中期— 1991) ; ( 3)两德哲学统一与一体化 ( 1991年至今 )。

对于 20世纪德国哲学中有影响的流派与人物 ,德国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明斯特大学

教授维尔纳·施奈德斯 ( Wener Schneiders)认为 ,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可划分为三大哲学流派 ,

即以科学定向的哲学、 以社会定向的哲学以及以存在和超验定向的哲学。它们分别围绕的对

象则是真正的科学、 真正的国家与真正的人类。其中 , 胡塞尔、 雅斯贝尔斯、 海德格尔、 布

洛赫、阿多尔诺、豪克海默、 维特根斯坦、波普这八人堪称 20世纪德国哲学的统领与核心
〔1〕
。

洪堡大学教授福尔克尔·格哈德 ( Vo lker Gerha rd)列举了 20世纪德国哲学中最有影响的 12

大学派: 新康德主义 , 实证主义、 解释学、 历史哲学、 生命哲学、 哲学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

逻辑学、 语言哲学、 现象学、 实用主义
〔 2〕
。哈贝马斯则对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 20世纪西方哲

学的发展作了更为宏观的概括 , 列举了四种主要的哲学运动和哲学思潮 , 即分析哲学 (摩尔、

罗素、 怀德海、 维特根斯坦、 奎因、 戴维逊、 罗蒂 ) , 现象学 (胡塞尔、 海德格尔、 萨特、 梅

洛 -庞蒂 ) , 结构主义 (福柯、 德里达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 布洛赫、 葛兰西、 阿多尔

诺和法兰克福学派 )
〔 3〕
。

如何评价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初看上去 , 20世纪的德国哲学给人留下了一种二元化的印

象: 一方面是有旨趣的理论和思想建构、 卓越的分析以及慎密的研究 , 另一方面则是偏狂的

概念造作、 僵死的观念、 混乱的纲领以及难以理喻的幻想。 总之 , 是一种洞察与浅薄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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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它唤起了德国人的企盼 , 但同时又使德国人感到失望。施耐德斯认为 , 20世纪的德国哲

学总的说来徘徊在失望与希望之间 , 很难说它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 , 在实际上解决了哪些问

题 , 尽管它至少也扩展了人们的认识视野〔 4〕。但是 , 即便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审视 20世纪的

德国哲学 ,人们也无法否认和回避这一基本的事实: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如同 19世纪的德国哲

学一样享有其重要的地位 , 在 20世纪的世界哲学史上涂下了浓重的一笔。

近 10年 , 德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两德的统一、 社民党的重新执政以及迁都柏林

等。与政治方面的喧嚣、热烈和动荡不同 ,这一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给人的印象却是冷静、平

和及有条不紊。在大学中 , 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哲学学科、 门类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领域: 理

论哲学 , 实践哲学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专门领域。理论哲学包括: 形而上学、 本体论 ; 认

识论、 科学理论 ; 逻辑学、 语言哲学。实践哲学包括: 伦理学、 道德哲学、 法哲学、 政治哲

学、 社会哲学 ; 行为哲学 , 哲学人类学 ; 等等。介于这二者间的专门领域则包括: 自然哲学、

自然科学的历史和理论、 数学哲学 ; 文化学的历史和理论、 哲学解释学、 历史哲学、 艺术哲

学、 美学、 技术哲学、 宗教哲学 ; 等等。 这些学科和门类的研究总的说均衡、 协调 , 难以觅

到畸轻畸重、 顾此失彼的现象。 这或许至少反映了德国大学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方面所表

现出的教学、 科研体制的成熟与完善。

今天德国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潮流与流派当属存在主义、 哲学解释学、 新法兰克福学派和

语言分析哲学。

德国存在主义不仅在德国域外如在法国、 美国等国得到了扩展 , 而且首先在德国本土通

过哲学解释学等得到了方向和程度都各不相同的发展与延伸。人们认为 , 海德格尔不仅从根

本上改变了对存在的提问 ,而且也改变了存在一词的含义 ,甚至它的描述方式〔 5〕。海德格尔的

晚期思想明显受到重视。他的政治立场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也成为

人们一再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哈贝马斯和韦尔默、 汉娜·阿伦特 ( Hannah Arendt ) 都强调 ,

不应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简单归结为为纳粹效劳。把亲和纳粹算到海德格尔的哲学头上可

能是愚蠢的 , 而应归结到他的灾难性的政治上的迷惘。 换言之 , 海德格尔对纳粹所采取的立

场与他的哲学无关 , 而只与他的政治迷惘有关〔6〕。 克罗斯特曼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海德格尔的

《全集》 第 38卷 ( 《作为语言文本问题的逻辑》 ) 和 69卷 ( 《存在的历史》 ) 以及 《书信集》

( 1925- 1975)。

伽达默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 , 在其 95周年诞辰之际 ( 1995) , 被 《法兰克福总汇

报》 誉为 “联邦德国最富有成果的哲学家” , 列在哈贝马斯之前。哈贝马斯曾把伽达默的哲学

理论贡献喻为 “海德格尔穷乡僻壤的都市化”。人们再次肯定 , 伽达默把海德格尔的理解范式

赋予了一种解释学的运用 ,建立了一座连接哲学与所有牵涉解释程序领域的桥梁 ,如文学、法

学、 神学 , 甚至医学〔 7〕。伽达默的自传 《哲学教学年》 被再度出版。

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代表是哈贝马斯、 韦尔默等人。 人们认为 , 哈贝马斯实现了法兰

克福学派由意识哲学 (意识形态哲学 ) 向语言哲学的运动和转移。它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

学 , 从工具理性转移到交往理性 , 创建了交往和商讨理论: 首先是商讨伦理学 ( 《道德意识

和交往行动》 ( 1983) , 《现代的哲学商讨》 ( 1980、 1985) , 《对商讨伦理学的阐释》 ( 1991)

等 ) , 然后再将其推广、 引申到法哲学、 政治哲学领域 , 创立了商讨法哲学和商讨政治哲学理

论 ( 《事实与效用》 , 1992、 1994、 1998) , 由此掀起了一股商讨理论的旋风。哈氏的理论显

然有不少可以质疑、 商榷之处 , 但是它内含了能够为西方伦理学、 法学和政治学的发展提供

新基础的要素 , 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 , 故一下子抓住了人心。亨利希认为 ,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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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可能在哈贝马斯那里学到如何哲学思考 , 但研讨他以及他的奇特的、伸展纵远的理论 ,

无论如何是值得的〔8〕。韦尔默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首领。但同时也有理由把他视为法

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成员。他曾为阿多尔诺的学生。 60年代末在法兰克福大学作过哈贝马斯

的助手。其著作有 《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阿多尔诺后的理性批判》 ( 1985) , 《伦理学

和对话—— 康德和商讨伦理学中道德判断的要素》 ( 1986)、 《终结游戏: 不可和解的现代》

( 1993)、 《革命和阐释》 ( 1998) 等。 韦尔默研究视域广泛 , 涉猎后现代性、 商讨理论、 语言

哲学、 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他把自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后形而上学现代精神的思考。在商

讨理论方面 , 鉴于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为批判理论重新赢得了连接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历史

视域 , 韦尔默支持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 , 但却并不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理论。他特别反对无

限制地肯定商讨原则的规范化力量。 阿佩尔作为商讨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 也往往被视为新法

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但他自己却宁愿把自己称为哈贝马斯的 “对话人”。阿氏把自己的哲学命

名为 “超验语义学”。 他通过与哈贝马斯的持续对话 , 与哈贝马斯一起把商讨理论推向纵深 ,

成为当代德国哲学中的一道景观。 1998年 , 他又出版了一本题为 《有关检测超验实用主义积

淀的争论》 的大部头著作。 这部著作一问世 , 就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语言分析哲学对德国本土哲学的渗透和影响愈益加强。 这在柏林自由大学、 洪堡大学和

波茨坦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追溯其理论渊源 , 这或许是和柏林原本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发

祥地之一有关: 1928年 , 莱欣巴赫正是在这里创立了柏林学派 ( “经验哲学学会” )。而维也

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 , 在奔赴维也纳之前 , 也曾做过柏林大学的学生。 今天 , 在语言分析哲

学中 , 维特根斯坦和罗蒂的哲学倍受人们重视。《维特根斯坦全集》 印刷、 装帧之豪华、 精致

令人难以想象。罗蒂则受到人们的特殊宠爱。 作为后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 , 他被视为沟

通英美哲学与德国哲学的重要人物。罗伯特· 布兰登姆 ( Robert Brandom ) 的著作受到人们

的注目 , 其著作 《理性、 描述与终结的遮蔽》 已出德文版。 在大学中 , 他的著作 《使其明

晰》 (Making i t Explicit ) 一再被作为经典之作研究。 波兹坦大学教授克律格尔 ( H. P.

Krueger) 和施奈德 ( H. J. Schneider) 认为 , 布兰登姆的著作作为连接分析哲学与大陆传统

哲学、 特别是与黑格尔哲学的桥梁 , 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 表达与行为怎样才能被清楚

地赋予语义学的内容?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学派 (笔者对德国专门或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们的统

称 ) 也依然为人们所瞩目 , 其著名代表如亨利希、 伯格勒 ( Ot to Poeggeler) 等。在德国 , 可

以说 ,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传统经久不衰。 不断有新材料被发现 , 手稿整理和文集、 全集

的编辑、 出版工作规模浩瀚。 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出版了修订本 ( 1998) , 《实用人类

学》 也出版了修订版 ( 1999)。黑格尔的 1799至 1808年的文稿和 1823年的 “艺术哲学讲

座”记录稿被整理出版 ( 1998)。谢林的 1809- 1813年以及 1846年的遗稿被整理出版 ( 1994、

1998)。费尔巴哈 1868年的手稿 《论道德哲学》 被整理发表 ( 1994)。经萨斯 ( Hans-Martin,

Saβ ) 整理的 《卢格全集》 继第 2、 3、 4、 10、 11卷以后又出版了第 7、 8两卷。康德、 费希特

的文集与韦伯、 叔本华、 马克思、 恩格斯等人的文集一样 , 被制成了光盘。 1998年 8月 , 国

际黑格尔协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在荷兰召开了第 22届国际黑格尔大会 ,对黑格尔的

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了研讨。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 ,亲眼目睹了这次大会的盛况。第

9届国际康德大会也于今年 3月在洪堡大学召开。顺便应该说明的是 ,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

们并不把自己的视域仅局限于历史。例如 ,亨利希近年来致力于构建 1786—— 1794年间的德

国古典哲学形成史 , 但同时也继续推进他的 “自我理解理论” ( Theo ri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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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bstv erstaendigung ) , 并把研究的触角伸入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发展的现实 ( 《一个德国共和

国》 ( 1990) , 《分裂终结以后》 ( 1993)。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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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思 想 的 明 晰 性 (上 )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逻辑室研究成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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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是由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 1895-

1984) 于 1955年创建的 , 到如今已有 45年了。 45年来 , 逻辑室出了很多成果 , 其中有些成

果获得了重要奖励: 1993年 , 由逻辑室 6位研究人员编著的 《形式逻辑原理》 荣获中国社科

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 1997年 , 由逻辑室编、 周礼全主编的 《逻辑百科辞典》 荣获中国

社科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 1999年 , 周礼全主编的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

论》、 《逻辑百科辞典》 以及由逻辑室组织编写的 《中国逻辑史》 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

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现在我们主要将逻辑室 20年来具有创新性的成果综合整理如下。

一、 逻辑演算

沈有鼎 ( 1908- 1989)是我国研究数理逻辑的先驱者 , 50年代以发现: “沈有鼎悖论” 闻

名于世 , 1981年构造了一个逻辑演算系统 , 该系统是带等词的狭谓词演算 ( “纯逻辑演算” )

中不依赖量词的部分 , 是纯逻辑演算中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

张清宇在经典逻辑方面取得两项成果: 1、创制了不用联结词和量词的一阶逻辑系统 , 对

括号作了独到处理 , 使之兼具联结词和量词的作用 , 提出了继卢卡西维茨以后又一新的逻辑

符号和记法系统。 2、 以广义析舍为初始符号 , 建立了类似于安特逊和贝尔纳普的系统 AB的

一个公理系统 Z,对经典命题逻辑作了一个简单处理。张清宇在弗协调逻辑方面开创了新的方

向 , 建立了弗协调条件句逻辑 PIW和 CnW、 弗协调模态逻辑 CnG′以及弗协调时态逻辑 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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