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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康 (武汉大学哲学系 )

1 9 9 4 年秋冬
,

受国家教委派遣
,

我应邀赴德国柏林参加第 16 届国际政治学大会
,

会后执

行博士生导师研究项 目
,

先后访间柏林洪堡大学
、

自由大学
、

慕尼黑大学
、

波恩大学
、

特里

尔大学等校哲学系和研究机构
,

就两德统一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
、

当代德国哲学

研究的热点等问题
,

进行了学术考察和交流
。

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大学的境遇如何 ? 据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杰哈德特 (V lo k e r G e r -

ha dr t) 教授等介绍
,

德国统一后
,

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地位
,

从而人们可

以更加客观地看待它
,

并进行更加 自由的探讨
。

该大学仍然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

但不再

作为必修课
,

而是选修课
。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成果来

看待
。

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
。

在位居原东柏

林区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依然完好
。

我几次去或路过那里
,

均有

人在那里略看和与之合影
。

在洪堡大学教学主楼的正厅墙上
,

金字镶成的马克思在 《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 》 中的那句名言仍然熠熠闪光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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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心

,

珍藏着许多极

其珍贵的文献
,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游客
,

确 已成为国际性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

心
。

德国人珍重历史
,

各种名人名事名址均有纪念碑馆或提示标牌
。

在学术研究领域
,

康德

哲学受到的重视则更为突出
。

对康德本身的哲学思想的发掘与探索 已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

联系
。

特里尔大学哲学系亨斯基 ( N or b e rt iH
n s k e ) 教授 20 多年来潜心研究康德

,

在全德以

至国际康德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

自 1 9 81 年起
,

他带领一个小组运用电脑研究
、

整理
、

编撰

《康德逻辑学文稿索 引》
。

对各种文本进行词条化处理
,

整理一般词和关键词两个系列的词条

索引
,

l全; 记录备词条在 务种文稿和备种版本中的出现频率
、

使用
一

背景 和含义演变等
.

由此而

揭示康德逻辑思想的总体结构 与细微末 竹
、

特定含义与历史发展等
。

《康德逻辑学文稿索引》

全集计划 14 卷
,

已出 7 卷
。

此项研究得到了校系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

亨斯基的下一个研究计

划是运用电脑整理 《康德伦理学文稿索引 》
,

全集计划 22 卷
。

科学哲学是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

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沃尔夫岗
·

鲍尔

泽 ( w ol fga ng B al ez r ) 等人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科学理论模型
,

于 1 9 8 7年出版了巨著 《科

学的建构 》
,

成果引人注 目
。

笔者慕名访问了他
。

据他介绍
。

他们这个项 目的独特贡献主要可

概括为三个方而
:

其一
,

提出关于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形式变换理论模型
。

他 们提出了
“

理论

网络
” 、 “

理论测 才.七模型
” 、 “

理论测员方法
”
和

“

理论测量标准
”

等一系列新概念
,

并运用它

们来表征较大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理论方向的相互作用
。

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的精确的标准

来区分特定科学理论中的理论成分和非理论成分
,

从而结束了过去许多论者由于缺乏规范标

准而长期进行但并无结果的争论
。

其二
,

运用他们提出的普遍的形式变换的科学理论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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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理论进行重构
。

例如
,

经典几何学
,

经典的和相对论的时空理论
,

经

典力学
,

经济交换理论
,

社会网络理论
,

雅可布森的文艺理论
,

弗雷格关于无意识的早期心

理学理论
,

希波柯雪特的医学理论等都在他们的重构视野之中
。

其三
,

运用结构主义原理建

构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新的
、

精确的
、

普遍的和更具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模型
,

这种理论模
型 比现在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模型更加现实和更富于解释力

。

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探讨与笔

者长期关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认识方法论的思考产生了许多交叉和契合之处
,

而他也产生对

我国社会认识论等研究成果的强烈兴趣
。

我们共同策划并期盼着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

法兰克福学派被不少德国哲学家认为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对于世界哲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

当我间起谁是当前德国哲学界址有影响的哲学家时
,

好几位德国学者均毫不犹豫地首推哈贝

马斯
。

哈 贝马斯被认为是法兰克福的第二代领导人
,

今年 65 岁
,

已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
,

但

仍活跃 在欧 丈竹学界
。

近年他大部分时问住在美国
。

德八志民收 为什么会保持若如此浓厚的理论兴趣
,

为什么能在近代以 来产生如此之多伟

大的 刃贫
`

长
、

艺术家
、

思想家和哲学家 ? 这是笔者这次德国之行想弄清的一个问题
,

于是不

断地将其列入话题
。

不料这似乎成了我的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间题
,

几乎没有一个被

访者能够系统地说出个子丑寅卯
,

好象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范围
。

最后还是只好
由我 自己来寻找答案

。

在这短暂然而丰富的访问中
,

德 念志民族的两个方 l(lf 给我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

一是深厚的历史意识
,

二是强烈的独立 泣识
。

厉 史深原也许是整个欧洲文化的

共同特点
,

而德意志民族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自信
。

就在马克思的故 乡
,

那座被称为
“

历

史之城
”

的特里尔
,

不仅保存着许多自古罗马时留下来的遗址遗物
,

在城中心广场一座中世

纪风格楼房的墙上
,

还赫然刻写着
: “

特里尔城比古罗马城要早 13 0 0 年
” 。

仅有历史意识还是
不够的

,

还要有现代的独立与创造
。

这正如鲍尔泽教授在听到我关十德意志民族理论兴趣的

提间时
,

沉思 良久方喃喃说出的
, “

我的父母从小便反复教育我们要 独认思考
。 ”

珍重历史又

不拘泥于历史
,

立足于传统而又自觉进行符合时 代特点的独立文化创造
.

这也许正是德国历

史
、

德意志文化和德国哲学中最为深层和宝贵的东西
。

(责任编辑 李立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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