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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一流大师站在世界的最边缘，他的眼前是一片茫茫的未来深渊，头顶是一方无穷无边的苍穹，脚底是一层笼罩着原始雾气的全体人类时，上下没有任何标志可以指示，

左右没有任何动静可以提醒，于是就需要对事物本质有着直觉把握的哲学，于是就有了对世界全新的理解的思想，没有比此时更需要更理解也更产生哲学的了。所以超一流

大师必须是思想家。只要历史地追溯他们的研究过程，你就无法分清哪些是科学程序，哪些是哲学思维。爱因斯坦所做的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信

念：世界是统一的！即使在颇为人们争议认为偏离了当时物理学主流的后半生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探讨统一场论，试图更进一步地把引力场和电磁场统一起来。牛顿也是

如此，他为寻找“第一推动力”，在其后的整整20年里，他一直进行着艰苦的科学和哲学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最终陷入了神学的泥淖，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牛顿对哲学

的虔诚与理解！  

顶（47） 回复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坚守学者的使命，静心做学问的人我们为之致敬，这也是大学新生命力的成长点。此专题的理论性和专业性较强，需要贯通前后几讲，才能理解和把

握其言说内容、致思路径，准确理解哲学切入当代热点问题的方式和层面。这是哲学在当代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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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连祥 通过聆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臧峰宇老师的课堂视频，本人感受极深。臧老师融汇古今中西，以极其犀利的课堂语言和学者风度，为我们讲述了一系列哲学相

关知识及其哲学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臧老师所说：“哲学不是沉静的水潭，它随着生活的变化泛起涟漪。”哲学不是空洞的理论抽象，不是远离现实

生活的知识体系，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社会时代下哲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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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同的研究热点问题。臧老师此次视频讲课为我们勾勒出了当代哲学研究热点问题的范畴，使我们更加明确了研究哲学热点问题的全新视角，让我们真正以“爱智慧”

的态度去重新领悟哲学问题，进而正确把握哲学的当代性及其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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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节课提纲挈领地介绍和理清了当代哲学热点问题，语言优美流畅，对问题的阐释深入浅出，其间不乏对现实的关注和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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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杯下午茶，清爽又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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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太精彩了,语言行云流水般,值得细细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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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缺乏启发，基本上还是我讲你听，和《公正课》相比，距离怕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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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仅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哲学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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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当代 把握生活的 色彩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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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生活 就是现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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