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 ： 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

［德 ］ 克劳斯 ？

菲韦格０郭冠宇②

郭
：菲韦格先生 ，

您是当代最著名的德国观念论专家之一 ，
您最初

为何会选择哲学作为 自 己 的专业方向 ？ 又为何把德国观念论 ，特别是

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作为您的学术重点 ？

菲韦格 ：高中时我曾阅读柏拉图的洞喻学说 ， 当时就觉得十分引人

入胜 ，我也由此产生 了对哲学的兴趣 ，并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 自 己的专

业方向 。 进人大学之后 ，我开始专注研习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并从中形

成了对德国观念论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浓厚兴趣。 德国观念论是前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它的深刻性 、思辨性深深地吸引 了我 ，所

以我把它作为 自 己的主要学术方向 。 而黑格尔哲学 ，我认为它在今天

①克劳斯 ？ 菲韦格又译为克劳斯 ？ 费维克 （ Ｋｌａｕ ｓＶｉｅｗｅ
ｇ）  （ １ ９５３

－

） ，
男

，
德 国

耶拿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际黑格尔协会成员 、国际费希特委员会成员 、德国观

念论批判研究顾问委员会成员 、亚洲与拉丁美洲黑格尔哲学网络联合创建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 ：德国观念论、实践哲学 、怀疑论问题、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 。

２００ １ 年起 曾多次来华客座讲演 ，
并参与研究项 目

“

中 国传统哲学与德 国观念

论
”

。 其论文集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 的中译本已于 ２０１ ８ 年在中 国 出版
，
著作

＜ 自 由的思想
——

黑格尔 的 〈法哲学原理 〉 》 的 中译本很快也将在 中 国出 版

问世 。

② 郭冠宇 （
１９８ ８
－

）
，
男

，
黑龙江人

，

２０ １４ 年起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
赴德国耶

拿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生导师为克劳斯 ？ 菲韦格 。 本文撰写期 间

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
项 目编号为留金发 （ ２０ １４ ） 

３０２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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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黑格尔哲学 的现代意义

仍是一种现时代的思想 ，是对于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哲学洞见 。

郭 ：您曾经在耶拿大学学习 ，如今又在这里任教。 您为何如此钟情

于这里呢 ？ 对您而言 ，耶拿大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

菲韦格 ：德国观念论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 而耶拿是它

的诞生地 ，也是当时欧洲哲学的
“

首府
”

（
Ｈａｕｐｔｓｔａｄｔ

） 。
１ ８００ 年前后 ，席

勒 、费希特 、谢林 、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都曾在此任教 ，而他们正是我最

重要的研究对象 。 所以说 ，能在耶拿大学学习和任教是一件令人高兴

和倍感荣幸的事 。

郭 ： 当代哪些哲学家曾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 这些影响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呢？

菲韦格 ：我主要有两个榜样 ：迪特 ？ 亨利希 （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 ） 和汉

斯
？ 弗里德里希 ？ 富尔达 （

Ｈａｎ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ｕｌｄａ
） 。 两位都对德国古典

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 ，并对当代哲学思想中 的关键问题有出色的认识。

迪特 ？ 亨利希对于 １８００ 年前后这一时段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有突 出

贡献 ，特别是在对费希特、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思想研究方面。 同样 ，

他也把德国观念论在耶拿时期的发展作为
一

个长年的项 目 加以研究 ，

他与这
一

课题相应的名著是 ： 《 由 自我而来的奠基 ：观念论早期历史研

究 （ 图宾根一耶拿 ，

１７９０
—

１７９４
） ＾（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ａｕｓ
ｄｅｍＩｃｈ

：
Ｕｎｔｅｒｓｕ－

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Ｖｏｒｇｅｓｃｈ
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 ．

ＴｉｉＭｎｇｅｎ
－

ＪｅｎａＹＪ９Ｑ－Ｖ７９４
）〇其

余的重要著作还有 《 自身关系》 《意识中的根据》

（
Ｚ＞ｅｒ。 而另一位榜样汉斯

？

弗里德里希
？

富尔

① 德国学界对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往往以康德为分水岭 。 而
“

现代哲学
”

这
一

概念又
一

般指 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哲学思潮 （ 时间上一般是从 １ ８ 世纪

后期至当代 ） ，所以这明显是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或德 国观念论在 内的 。 这与我

国学界以黑格尔为分水岭
，
把黑格尔之后的各种哲学思潮通称为西方现代哲

学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 这样
一

种在
“

现代哲学
”

划分问题上的差异不只意味

着一个外在的时间分期上的不同 ，
更重要的是它所折射出的在问题理解上 的

重要差别 ，甚至对德国观念论基本定位 的差别 。 德国 学界把德国观念论归人
“

现代哲学
”

的范畴
，
则意味着这一思潮不仅是古典哲学的高峰 ， 它同时还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 ，甚至在根本性质上也同样是属于现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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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达则是我个人心中最为优秀的当代黑格尔专家 。 他发表了
一

系列卓越

的 （
ｈｅｒａｕｓｒａｇｅｎ

ｄ
）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 。 例如 ，那部相当有水准

的黑格尔导论 ：《格奥尔格
？ 威廉 ？ 弗里德里希 ？ 黑格尔 》 。 对黑格尔

研究者而言 ，
这是一部标准的黑格尔导读 ，

它几乎可以说是必读的材料

之一 。 现在这本书对我来说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 因为我恰巧也正在撰

写全新的黑格尔传记 ！ 两位思想家都是杰出的前辈榜样 ，我也十分感

谢他们对我个人研究项 目长期以来的支持 。 现在 ， 同他们一样 ，深入研

究德国古典哲学并把它与当代问题联系起来也成为我 自 己主要的学术

方向 。

郭 ：弗兰克 （
ＭａｎｆｒｅｄＦｒａｎｋ ） 在 ２０ １ ５ 年曾 以 《黑格尔不再住在这

里 》为题发文宣称 ：

“

谁想学习欧陆哲学 ，应该去中国或 巴西 。 在德国 ，

德国观念论的遗产已失落在地 。

”

您如何看待德国观念论在德国和西

方世界的境遇 ？ 情况真的这么不乐观吗？ 若是如此 ，
可否简要谈谈德

国观念论的复兴问题。

菲韦格 ：德国观念论在当代德国的研究状况的确不令人满意 。 很

可惜 ，分析哲学的研究在当代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 ，尽管这种哲学曾

在美国盛极
一

时 ，
现今在那里却已经出现衰落现象 。 比如 ，美国昔 曰 的

分析哲学家麦克道威尔 （
Ｊ ．
ＭｃＤｏｗｅ ｌｌ

）
和布兰顿 （

Ｒ ． Ｂ ．Ｂｒａｎｄｏｍ
） 后来都

去从事黑格尔研究 。 所以未来德国观念论复兴的巨大希望存在于其他

国家 ，
也很可能在中国 ！ 当然 ，德国哲学界的同仁们也在努力改变德国

观念论这种不景气的状况 。 例如 ， 怀特霍夫 （
Ｐ

． Ｓｔｅｋｅｌｅｒ－Ｗ ｅｉ ｔｈｏｆｅｒ
） 在

２０ １ ６ 年就曾发表文章
一一

《让黑格尔再次安居于此》来反驳弗兰克的

观点 。 所以 ，我期望德国观念论在世界范围 内的复兴 ，特别是期待着黑

格尔的 回归 ！

（
Ｃｏｍｅ

－

ｂａｃｋｏｆＨｅｇｅ
ｌ
）

郭 ：菲韦格先生 ，您是国际知名的黑格尔专家 。 为什么会选择聚焦

于这
一

方面的研究呢？ 黑格尔哲学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您 ？ 您又怎样看

待它对现当代的意义 ？

菲韦格 ：黑格尔哲学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 、系统性、深刻性 。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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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黑格尔哲学 的现代意义

格尔不但继承了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的精神财富 ，
而且还对它们作了

创造性的综合 。 我把黑格尔看作现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 ，他的思

想从来没有过时 ，
对于 ２１ 世纪的我们来说仍是当代性的并具有现实意

义 。 此外 ，他的思想是
一

种哲学方式的逻辑奠基 ，他奠定了现代世界的

逻辑基础 ， 《逻辑学》就是这样的革命性著作 。 在这方面特别是黑格尔

的实践哲学 （ 主要代表作是 《法哲学原理》或者应译为 《法权哲学纲

要》 ） ，具有髙度重要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 于我而言 ，这些意义要

从对黑格尔实践哲学问题域的开拓 中显示出来 。 其实 ，实践哲学的这

些问题恰是在现时代人类的境遇 中得 以重新 当代化 （
Ｒｅ－Ａｋｔｕａｌｉ－

ｓｉｅｒｕｎｇ ）
？的 。 而这种对问题域的开拓 ，同时使黑格尔实践哲学与时代

问题的内在关联得以凸显 。 从
“

纲要
”

中我们能拓展出一系列从低到

高 ，或者说从基本原则经由
一

些密切相关的 中间环节直到最高层次的

现代实践哲学主题。 具体来说 ，这些主题首先涉及有人格者的基本权

利和基于人的新理论而形成的关于基本权利的学说 。 由此出发 ，
经过

逐层递进的诸多中间阶段 ，这包括 ：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

以教育达致 自

由 ， 自 由的进
一步规定作为法权和法权阶梯的体系 （财产权、孩子的权

利 、主观 自 由权利 、社会权利 、教育权、政治权利等 ） ，结果主义 （
Ｋ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
和道义论伦理（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
ｉｓｃｈｅＥ ｔｈｉｋ

） ，道德的判断逻辑和

形式主义 ，紧急救难法和反抗权 ，贫穷与富有 ，
市民社会与调控问题 ，市

场基础主义、市场秩序规则及其理性形态的批判 ， 自我管理 、企业标识

①德国学界对
“

现代
”

（德语 ：
ＤｉｅｍｏｄｅｍｅＥ

ｐ
ｏｃｈｅ ）的划分与中 国学界有所不 同 。

当然
，
对于

“

现代
”

的界定在西方也存在着不同 的划分方式 ，
它最早可被追溯至

１４
一

１６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 ，
这种划分更接近于我 国对于西方近代的定义 。

但德国学界又经 常用
“

Ｎｅｕｚｅｉｔ 

”

一

词来指称近代 ， 而
“

现代
”

（ Ｄｉｅｍｏｄｅｍｅ

Ｅ
ｐ
ｏｃｈｅ

）又常与
“

近代晚期
＂

（
Ｄｉ ｅｓ

ｐａ
ｔｅ Ｎｅｕｚｅｉｔ

）相等同 。

② 笔者在此把
“

Ｒｅ－Ａｋｔｕ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
ｇ

”

译为
“

重新当代化
”

， 并没有采取汉语学界已有

的翻译
“

再现实化
”

。 因为该词虽然也包含这样
一

层含义 ，
但根据《杜登德语规

范词典》的释义 ，其词干 （Ａｋｔｕａｌ
ｉｓｉ ｅｎｍ

ｇ ） 的主要含义为
“

使某事物与当代相关

联
”

以及
“

使之达到最新的状态
”

。

“

使现实化
”

那层含义也要从属于这
一

主要

含义
，
或者说其准确意义应表述为

“

使其转化为当下的现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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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和作为缩小版国家的城市 ，权力分化的革新构想 ，

福利和社会国家的理论 ，正义理念 ，智者治理模式的国家方案 ，在国家

制度 中生活形式的复多性 ，公众思想之意义等。 由 以上各阶段为中介 ，

最后直到全球化 、国家财富以及国际权利等重大时代课题 。 黑格尔的

实践哲学能够为以上所有主题提供出一个既在理论上赋有内容又在论

证上扎实可靠的基础 。

郭 ：时下 ， 您开设 了
一

门题 为
“

黑格尔对现代逻辑 的创立
”

①

（
Ｈｅｇｅｌｓ

Ｂｅ
ｇ
ｒｉｉｎｄｕｎｇｄｅｒｍｏｄｅｍｅｎＬｏｇ

ｉｋ
）的研讨课 ， 这门课程的主要研

讨材料是黑格尔的 《逻辑学》 。 学界一般会把黑格尔的 《逻辑学 》视作

一种超时空的形而上的逻辑真理 ，但您却别开生面地强调它是
一

种现

代意义的逻辑。 那么 ，该如何理解
“

黑格尔对现代逻辑的创立
”

这
一

说

法 ？ 黑格尔的 《逻辑学 》 作为
一

种现代逻辑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哪些

方面？

菲韦格 ：其实并不像
一些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 ，弗雷格是现代

逻辑的创立者。 我个人认为 ，黑格尔的代表作《逻辑学》对现代逻辑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逻辑？的创立者或奠

基人 （
Ｂｅｇｒ

ｉｌｎｄｅｒ
）

。 当然 ，除了 《逻辑学》 ，黑格尔 的实践哲学 （ 《法权哲

学纲要》 ）
也对现代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 ，

这个我们前面谈过

①
“

创立
”

或
“

建立
”

的德文词是 Ｂｅ
ｇ
ｒｉｉｎｄ ｕｎ

ｇ ，该词有奠基、创立 、论证三重基本

含义 。

② 通常我们所说的现代逻辑
，仅指现代数理逻辑和符号化的应用逻辑 ，

具有多元

化、数学化 、应用化的基本特征 。 笔者认为 ， 菲韦格教授对
“

现代逻辑
”

这
一

概

念作了广义的使用和发挥 。 在他那里 现托逻辑
”

当 然也包括我们通常所说

的含义
，
但又不止于此 。 具体说来 ，他所说的

“

现代逻辑
”

首先指
一

种有别于亚

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传统形式逻辑的新型逻辑 。 当然
，
这种新型逻辑又不仅是

在范畴推演这个层次上对传统逻辑 的发展与革新 ，它也可以是或者更应该是

对整个现代世界的逻辑奠基。 黑格尔的《逻辑学》具有这两个层面的意义 ，
它

作为
‘‘

绝对知识
”

，
原则上构成了从自然到精神的

一切领域的逻辑基础 ，
自然也

包括对传统逻辑 、对整个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 的逻辑奠基。 所 以按照笔者的

理解 ，菲韦格先生应是在此意义上把黑格尔哲学 ，
尤其是其《逻辑学 》看作现代

逻辑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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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

了 。 就《逻辑学》而言 ，它真正建立了现代逻辑的基础 ，从亚里士多德

以来直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才给予 出一次在逻辑思想领域中的真正

革命。 在这里 ，逻辑被作为形而上学 ，
也作为概念 （或概念思维① ） 的

一

个阶段而加以发展 ，借此黑格尔能够为其哲学体系提供
一个合逻辑的

坚实基础。 所以 ，学界曾经把《精神现象学》看作黑格尔学说的核心是

不正确的 ， 《逻辑学》 才是黑格尔哲学 的中 心 ， 是他的关键性作 品

（
Ｓｃｈｌｔｔｓｓｅｌｗｅｒｋ

） 。 在当代 ，
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说仍是

一

项关键的哲

学任务 ，特别是以黑格尔的逻辑学说去重新阐释流行于学界的分析逻

辑 ，在此必须要展示和证明黑格尔现代逻辑的优越性 。

郭 ：现代性问题是
一

个在现当代被广泛 、持续地关注的问题 ，也可

以说是现代世界的核心议题之一。 据我所知 ，
黑格尔一方面试图建构

和把握现代世界的逻辑 ，另一方面也对所谓现代性问题有着深邃的洞

见和犀利的批判 。 您可否就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 ，或者他对现代社会

弊病的诊断等问题略谈一二 ？

菲韦格 ：
黑格尔就现代性的一些特定方面展开了批判 ，特别是对市

民社会进行了批判 ，由此刻画出现代社会形态的社会性和正义性等基

本特征 。 为了实现现代世界的正义 ，
黑格尔发展出了诸多原则 ，它们中

的大部分迄今为止仅在相当初步的层面上实现了 ， 因此也应该对黑格

尔的 自 由和正义概念进行更具深度的讨论。 与此相关 ，
２０ １８ 年在上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了
一

次以正义为主题的国 际会议。 事实上 ，
黑

格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有不少精彩的论述 。 举例来说 ，他认为贫

富差距的扩大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为 了能够解决这

一全球性的难题 ， 当今世界各国仍迫切需求创新性的应对方案 。 概括

地讲 ，黑格尔的社会福利国家理论恰恰能为此提供
一

个合适的基础 ，所

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 ，从黑格尔的这
一基础 出发来继续思考和

①
“

Ｄ ａｓ ｂｅ
ｇ
ｒｅｉ＆ｎｄｅＤｅｎｋｅｎ

”

直译是
“

把握着的思想
”

，这样能体现 出德语
一

分词

的主动性意味 。 但这个术语通常被译为
“

概念思维
”

，因 为 ｂｅｇ
ｒｅｉｆｅｎ （把握 ）的

名词形式即 Ｂｅ
ｇ
ｒｉｆｆ（概念 ） 。

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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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难题 。

郭 ：我以为 ，德国观念论并非
一

个 自身封闭的传统 ，在现当代 ，德国

观念论的研究 ，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常常与其他现代哲学流派融合在一

起 。 比如 ，法兰克福学派就吸收了
一些黑格尔哲学的元素 。 所以 ，您如

何看待黑格尔对其他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 ？ 或者说 ，您如何评价其他

现代哲学流派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和接纳 ？

菲韦格 ：许多新近的哲学思潮几乎没有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又

或者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对哲学的逻辑奠基问题存在争议 ，并因此没

能对黑格尔哲学作出合理阐释 ，他们企图剥夺黑格尔哲学智性的 （
ｉｎ

－

ｔｅ 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
）力量。 总而言之 ，

所谓
“

后形而上学思想
”

那种完全错误的

观点令人遗憾地在学术界流行着。 我个人以为 ，恰恰相反 ，黑格尔 的

“

逻辑学作为真正的形而上学
”

这
一

哲学方案应该被继续传承下去 ， 以

便去真正把握歌德那句名言
——

“

是什么把内心最深处的世界联结在

￣＇

起
”

（
ｗａｓｄｉｅ ＷｅｌｔｉｍＩｎｎｅｒｓｔｅｎｚｕ 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ｌｔ



Ｇｏｅｔｈｅ
）〇

郭 ：怀疑论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您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不久前您

还在 《黑格尔年鉴
？ 特别卷十》发表了

一

篇有关怀疑论问题的文章？ ，

这篇文章作为这
一期

“

年鉴
”

的主要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 请问您为

什么如此重视怀疑论问题？ 据我所知 ，青年黑格尔曾把怀疑论问题看

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
一

，所以对于怀疑论问题的处理是否对黑格尔

思想的发展有什么特别 的意义？ 此外 ，怀疑论是否对现当代哲学仍有

重要意义？

菲韦格 ：
亚里士多德曾说 ：

“

谁想要正确地去认识 ，就必先以正确

的方式怀疑过。

”

黑格尔也曾 以
“

笑
”

为例指出 ：

“

谁还没有读过阿里斯

托芬 ，就还没有真正笑过。

”

怀疑论是一个十分古老但又异常重要的哲

学课题。 怀疑主义这
一

哲学思潮历史悠久 ，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近现

？Ｋ．Ｖ ｉｅｗｅ
ｇ ：

ＳｅｘｔｕｓＥｍ
ｐ

ｉｒｉｃｕ ｓａｌｓ ｅｉ
ｇ
ｅｎｔ

ｌ
ｉ ｃｈｅｒＶａｔｅｒｄ ｅｒｍｏｄｅｍｅｎＰｈｉ

ｌｏｓｏ
ｐ
ｈ

ｉｃ
，

Ｈｅｇｅｌ
－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Ｓｏｎｄｅｒｂａｎｄ１０
，

２０ １７
， 

Ｓ． １ 

－

１９
〇

５２６



访谈 ：
黑格尔 哲学 的现代意义

代 。 我曾于 ２００ １ 年在中 国北京大学作过关于怀疑论者塞克斯都
？ 恩

披里柯 （ 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ｕｓ
） 的主题报告 。 塞克斯都 ？ 恩披里柯是古代怀

疑论的主要源泉 ，他的五个核心论据可 以看作是反对任何
一

种独断论

哲学的主要武器。 黑格尔把怀疑论视作哲学的重要的 、永恒的挑战者

的同时 ，也把 自 己的重要著作 《精神现象学》看作
“

自身完成的怀疑论
”

（ ｄｉｅｓｅｒｓｉｃｈｖｏｌｌｂｒｉｎｇｅｎｄｅＳｋｅｐｔｉｚｉｓｍｕｓ
） 。 早在青年时代黑格尔就把怀

疑主义的方法视为每一种真正哲学的 自 由面向 ，他发现否定性的核心

思想在塞克斯都
？ 恩披里柯那里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 。 这种否定

的 、怀疑的 、 辩证的环节对于黑格尔的思想进程有特别的重要性 ，
甚至

对他的哲学计划或构想 （
Ｋｏｎｚｉｐ

ｉｅｎｍｇ ）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实近代以

来的不少思想家皆认识到怀疑论问题的重要性 。 在黑格尔之前 ，康德

就已经明确区分了怀疑主义与怀疑方法 ， 这与康德
“

作为科学的形而

上学何以可能
”

的问题直接相关 。 概括地说 ，康德试图通过理性批判

来摆脱独断论 ，他所设计的哲学之路既非独断论也非怀疑论 ，而是第三

条道路 ，黑格尔继承、认同了康德的看法 ，他在耶拿时期的文章中也有

类似于康德的说法 ，对此我们就不详谈了 。 应该注意的是 ，康德认为怀

疑的方法仅对先验哲学 自身来说是本质性的 、 特有的 。 在这
一

点上 ，黑

格尔以 自 己特有的方式秉承了康德的思路 ， 他认为哲学包含否定于 自

身之内 ，这否定物并不与哲学绝对对立 ， 它 自身构成了哲学的一个环

节 。 与此相关 ，黑格尔还提出了哲学本身的两个基本要求 。 第
一

，哲学

必须承受住怀疑论者的质疑 ，具备反对异议的对抗能力 ，否则哲学会再

次陷入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或最终放弃真理的诉求 。 而这两种情况都

意味着哲学的失败 。 第二 ，对怀疑论的有效反对只有借助于作为哲学

否定之维的怀疑论本身才能达到 。 也就是说 ，要把怀疑论作为内在的 、

蕴含在哲学 自身之内 的否定性加以扬弃 。 因此
，
对哲学而言 ，怀疑的方

法至关重要 ，融合怀疑论是哲学所面临的持续挑战 ；相反 ， 怀疑主义或

怀疑论本身则是一种独立的学说 ， 它是哲学持久的伴随者 、永恒的
“

魔

鬼的辩护者
＂

（
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ｄｉａｂｏｌｉ

） 。 总而言之 ， 思考怀疑论问题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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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必要的思维训练 ，
而且在现当代仍有重要价值 。 怀疑的方法构成

哲学的本质环节 ，它作为
一

种十分重要的哲学方法也必须内在 （
ｉｍｍａ？

ｎｅｎｔ ）于今天每一种真正的哲学之内 。

郭 ：您的著作 《 自 由 的思想
——

黑格尔 的 〈法哲学原理 〉 》

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 ｉ ｔ
ＨｅｇｅｌｓＧｒｕｎｄ ｌｉｎｉｅｎｄｅ 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

） 的

中译本即将在中国 出版问世。 我曾浏览过您这本书 的德文原本 ，印象

中 ，这是
一

部十分详尽地阐释黑格尔法权哲学的著作 ，并且在此书中您

讨论了许多具有前沿性的实践哲学问题。 那么您缘何要写这样
一

本

书 ，并推出它的中译本呢？ 您的这部著作与以往的解读黑格尔法权哲

学的书籍相 比有哪些特点 ？

菲韦格 ：我曾多次来中 国作讲座 （ 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 ） ，
这期间

总能察觉到 中国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浓厚兴趣 ，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

所以我希望 ，我这本书的中译本能够提升中国读者对黑格尔思想的兴

趣 。 当然 ，我对黑格尔这部名著的阐释首先是基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

与价值 ，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现代社会与国家 、Ｘｉ ｆ现代世界的建构进

行了很有意义的哲学思考 。 《法权哲学纲要》与柏拉图 的 《理想国 》 、亚

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 、霍布斯的《利维坦》 、 卢梭的 《社会契约论》 以及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同属人类最伟大的实践哲学著作 。 迪特 ？ 亨

利希也曾把这部著作看作
“

黑格尔最著名和有影响力 的书
”

。 黑格尔

的实践哲学作为
“

自 由的观念论
”

（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和作为
“

现代主

义的观念论
＂

（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ｉ ｓｍ

）
①在当今 ２ １ 世纪仍有持续的当代

价值 。 在对这样一部著作的阐释中 ，我把这种思考——即 以何种方式

能够通过概念式思维来把 自 由规定为实践领域的根基一作为
一

个关

键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 黑格尔法权哲学的思想进路必须作为
“

基于

逻辑精神
”

（
ｌｏｇ

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ｉｓ ｔｅｂｅｍｈｅｎｄ
） 的发展来加 以理解 ， 在此 ， 要把

① 菲韦格教授在此借用了学者罗伯特 ？ 皮平的说法 。 可参见 Ｐｉ

ｐｐ
ｉ ｎ

，

ＲｏｂｅｒｔＢ ．

，

／－

ｄｅａＵｓｍ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１９９７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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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理解为思想的科学 。 逻辑精神 的本性 ，这样一种哲学的证明方式 ，

黑格尔把它称为思辨的认识方式 （ ｓｐｅ
ｋ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ｗｅｉｓｅ ） ，这种方

式被他在《逻辑学》 中系统地发展了 。 但这样一个被黑格尔所
一

再强

调的逻辑奠基 ，在以往人们对《法权哲学纲要 》的阐释中并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 。 黑格尔曾在 《法权哲学纲要》的前言中 明确写道 ：

“

整体与

其部分的发展
一样基于逻辑精神 。 我也想要首先从这

一方面去把握和

评判此书 。

”

①黑格尔本人这
一

明确的意愿无论如何都应该在对该著作

的诠释中被考虑进来 ，
而不是只去关注一些段落和细节。 因此 ，对作为

黑格尔思想进路主要论据 （
Ｎｅｒｖｕｓ

ｐｒｏｂａｎｄｉ ） 的逻辑基础加以讨论成了

我的阐释的核心诉求 。 总的来说 ，在我的阐释中 ，与以往其他
一些所谓

“

非形而上学
”

的阐释方法不同 ，我恰要突出黑格尔实践哲学的逻辑奠

基 ，确切地说 ，这体现在其 自 由意志和行动哲学的每个阶段。 此外 ，我

在这本书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当代知名黑格尔研究者的思想 ，譬如皮

平 （
ＲｏｂｅｒｔＢ

．
Ｐｉ

ｐｐ
ｉｎ ） 、泽普 （

Ｌｕｄｗｉ
ｇ ． Ｓｉｅｐ ） 、科维刚 （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ｏｉｓＫｅｒｖｅｇ
－

ａｎ
） 、霍耐特 （

Ａｘｅ ｌＨｏｎｎｅｔｈ
）等人的代表性观点 。 这里还包括对

一些重

要的实践哲学问题的回溯与对
一些前沿问题的研讨 ，这包括 ： 自我和 自

由 的关联 ， 自 由意志的概念 ， 自然主义和人择原理 ，法律 、强制与暴力 ，

知识产权 ，作为现代惩罚理论支柱的黑格尔 的惩罚概念 ，现代的行动概

念
，
对现代家庭的理解 ，

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
黑格尔伦理理论的现代性

与国家理念等等 。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 我试图去揭示黑格尔实践哲学

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尝试在当代视域下对黑格尔的
“

纲要
”

进行创新性

拓展 ，这里可以开辟出
一

系列有意义的现代实践哲学课题 。 例如 ，他关

于道德和伦理的区分 （此处包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性批判 ） ，他对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创新性划分 （ 现代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 由此形成 ） ，

还有他对现代社会和福利 国家的设计等 。 我想 ，这个话题我们方才在

① 参见 
Ｇ． Ｗ ．Ｆ ．Ｈｅ

ｇ
ｅ ｌ

．

？
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 ｏ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Ｓｔａ

－

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 ｉｓｓｅ． ＦＴａｎｉｄａｉｔａｍ Ｍａｉｎ

：
Ｓｕｈｒｉｃａｍ

ｐ
Ｖｅｒｌａ

ｇ ，

Ｓ ． １ ２
－

１３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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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之时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吧 。

郭 ：菲韦格先生 ，您不仅是一名哲学家 ，
还是

一

名侦探推理小说作

家 。 您是如何精通这两者的 ？ 您认为这两个领域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

菲韦格 ：谢谢你的称赞 。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就概括性地回答这个

问题吧。 这两个领域的确存在
一些共通之处 。 在实践哲学中 ，特别是

在行为理论 （
Ｈａｎｄｌｘｍｇｓｔ

ｈｅｏｒｉｅ ） 中 ，涉及对多种行为的重构 ，在哲学 中

也普遍涉及检验 （
Ｐ ｒｉｉｆｅｎ

） 、调查 （
Ｉｎｖｅ 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所有这些也全都是古典

侦探推理小说的特质。 从另一方面来看 ，侦探小说中的不少作品可以

看作是悲剧与喜剧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 ， 因此也是现代文艺的一种重

要形式 。

郭 ：希望您能谈谈对哲学系学生的建议 。 对于刚刚踏上哲学之路

的学生来说 ，应该去学习 哪位哲学家的思想 ？ 如果想从事黑格尔哲学

的研究 ，应该从哪本书读起好呢？

菲韦格 ： 个人观点 ，每位同学都应去学习塞克斯都 ？ 恩披里柯

（
ＳｅｘｔｕｓＥｍｐ ｉｒｉｃｕｓ

） 的怀疑论思想 ，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五个论据 。 怀疑

方法的重要性我之前也谈到了 ，

一

方面 ，
思考怀疑论问题是

一

种必要的

思维训练 ；另
一方面 ，也在于它对现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 想从事黑格

尔哲学研究的人 ， 首先应该去读读他那篇短文 《谁在抽象地思考 ？》

ＯＴｅｒｔｆｅｎｆａｏｔｒｆｍＡｔ
？ ） ，
这篇短文是一篇简单而有益的哲学入门读物 。

郭 ：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 ，并给出如此详细和有价

值的答复 ！

菲韦格 ：我也很高兴能与中国哲学界的朋友们分享我的看法 。

（采访者单位 ：
德国耶拿大学哲 学 系 ）

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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