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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沟沟沟通哲通哲通哲通哲学学学学史史史史与与与与思想史的成功思想史的成功思想史的成功思想史的成功尝试尝试尝试尝试 

      ——再读挪威哲学家G·希尔贝克等的《西方哲学史》 

      赵修义 

       G·G·G·G·希希希希尔尔尔尔贝贝贝贝克克克克，，，，1937193719371937年出生年出生年出生年出生，，，，当当当当代北代北代北代北欧欧欧欧最重要的哲最重要的哲最重要的哲最重要的哲学学学学家之一家之一家之一家之一。。。。从从从从1958195819581958年的年的年的年的《《《《虚虚虚虚无无无无主主主主义义义义？》？》？》？》到到到到2002200220022002年的年的年的年的《《《《现现现现代性的代性的代性的代性的实实实实践学践学践学践学》，》，》，》，希希希希

尔尔尔尔贝贝贝贝克已克已克已克已经经经经用用用用挪挪挪挪威威威威语语语语、、、、德德德德语语语语、、、、英英英英语语语语、、、、法法法法语语语语等出版了等出版了等出版了等出版了10101010多部著作多部著作多部著作多部著作。。。。希希希希尔尔尔尔贝贝贝贝克在克在克在克在20202020世世世世纪纪纪纪60606060年代曾年代曾年代曾年代曾担担担担任著名哲任著名哲任著名哲任著名哲学学学学家家家家马马马马尔尔尔尔库库库库塞的助塞的助塞的助塞的助教教教教，，，，现现现现任任任任挪挪挪挪

威卑威卑威卑威卑尔尔尔尔根大根大根大根大学学学学哲哲哲哲学学学学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挪挪挪挪威科威科威科威科学学学学院院士院院士院院士院院士、、、、德德德德国国国国柏林大柏林大柏林大柏林大学学学学以及中以及中以及中以及中国国国国华东师华东师华东师华东师范大范大范大范大学学学学客座客座客座客座教教教教授授授授。。。。 

 

西方思想史离不开哲学史 

      读了《社会科学报》所刊赵复三先生为《欧洲思想史》一书所写的“译序”，颇有启示。对他发出的“踏进西方思想史的门

槛”的呼吁，尤感共鸣。确实，如赵复三先生所说，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当今中国，我们不仅要了解西方的经济、技术、学术和文化，

更要搞清楚“西方从古代到现在的发展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为此不仅要读西方的学术名著，还必须把握思想史，比较全面的了解

西方思想的演进过程。力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赵复三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切中中国的学界和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学

科的教育）的时弊。如今有的大学正在进行将课程更加碎片化的改革，统观全局通晓历史的课程在一些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的心目

中，似乎已经是不合时宜的需要革除的“宏大叙事”。有些学者也以为只有微观的、实用的东西才是学问。不仅如此，赵复三提出的

这个问题对于干部的学习和教育也有启示。新一代的干部对了解世界兴趣大增，希望具备“世界眼光”，对世界、对西方的了解的程

度也大有进步，有的还知悉西方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但是只见一些片段，一些碎片，而不知其来龙去脉的状况还相当普遍。搞清

楚“西方从古代到现在的发展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赵复三先生的文章还提出，思想史比哲学史更加重要，更加容易引起兴趣。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的文

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文化，哲学长期在文化思想中处于核心的地位。黑格尔提出的，马克思所肯定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

华”的论断，概括了西方思想史的这一特征。即使是主张“后哲学文化”的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也承认以前的文化是“哲学文化”。

问题是哲学史的叙述如何摆脱单纯从哲学家到哲学家，从一种哲学学说到另一种哲学学说的方法，探求哲学与整个时代的精神和思

想，思想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件事情如果做好了，那么哲学本身也就不会显得那么

抽象和费解，哲学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意义也就会显露出来。对于专业学习哲学的读者来说，就可以从抽象的哲学语言中领悟各个不同

时代的精神面貌；对于从事其他学科的学人来说，就可以通过哲学这个核心把握思想演进脉络的主线，对西方的思想史有一个比较贯

通的理解。 

 

揭示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联 

  三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与伊耶教授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这本著作英

译本用了《西方思想史：从古代希腊到20世纪 》这样一个名称，本意是为了区别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的书名，但是更深的原

因大概是，它与一般的哲学史不同，着力于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在一些叙述。我觉得它可以称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主线的思想史”

或者说是“一部着力揭示哲学与广泛的思想史互动关系的哲学史”。 

  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的阐述，都着眼于帮助读者把握这一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并从哲

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去理解这一时代的哲学。比如，对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的阐述中，突出了把古希腊城邦生活的特点，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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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产生的作为“共同体的人”这样一个主题。到了希腊化的时期，由于城邦逐渐演变为一个帝国，权力已经集中到一个庞大的中央

机构的国家之中，于是政治就变成了统治一个帝国的法律原则，而个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面前在政治上越来越无能为力。于是原

来的“共同体的人”就分解为特殊的个人与普遍的法律，伦理学与政治学就开始分离，而伦理学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幸福与德性，成

为了私人意义的伦理学。私人的伦理学也就是仅仅关注个人生命意义的人生哲学，一旦离开了社会现实，也就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

案。于是宗教的追求又日益高涨，基督教生长的土壤得以形成。古代世界渐行渐远，基督教的中世纪就来临了。 

  对于中世纪，本书集中概述了基督教给哲学和人类思想所带来的三个新观念：人类中心论的人类观；线性的历史观；把上帝当作

一个位格和造物主的上帝观。颇具特色的是，本书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世俗权威（国家）”和“教会权威（教会）”的

并存与互相交织。这两个权威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视为是理解中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世纪哲学的

一把钥匙。“共同体中的人”这个古代希腊的命题，在希腊化时代向两个不同的向度分化，一端是作为普遍原则的国家和法律，另一

端是特殊的个人。到了中世纪又有进一步演变，在国家和法律这一端，作为两种权威并存在学理上的表现，又分化为教会的权威所体

现的自然法和世俗权威所体现的罗马法；而个人这一端则按照基督教的理念分化为“灵”与“肉”的善恶二分。这样的概括，对于理

解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与唯实论在“共相”与“殊相”这一哲学问题上展开的争论及其对整个社会思想的转变所起的作用，无疑具有很

强的解释力。而对于两种权威的概括也解释了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欧洲何以存在自由观念的滋生空间。这样一种方法在对近

现代哲学和思想史演进的叙述中也有具体的体现。 

 

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 

  哲学与时代精神面貌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许多中介环节，其中之一就是哲学与其他学术之间的关联。这一点在学科

逐渐分化的近代就尤其重要。希尔贝克等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叙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候，专设一

章讨论文艺复兴前后自然科学的兴起，详细地对科学方法，天文学、物理学、生物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进展作出分析。更加令人叹服的

是，这种分析不是简单地介绍科学的成果，而是着眼于揭示这些成果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比方说，指出其中最为突出的

一点是“兴趣的世俗化”。也就是说，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兴趣大为增长，在希腊人注重“理论的自在价值”的基础上增添了“实践的

兴趣”，即控制自然，开发自然的兴趣。于是技术合理性的问题凸现，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观

念的基础上，“进步”的信念（既相信历史是向前的，又相信历史是受人引导的）就取代了古代的静态的理想国。同时在一些学科中

出现的范式转换，使得“事物成了对象，人成为了主体”。于是理想中的人不再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一个政治的动物，不再是一个与

家庭和谐相处并置身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在希尔贝克的笔下，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一种深入于社会渗透到各个学科

的新的时代精神迅速地形成。 

  这种叙述方法使得读者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勃兴与时代精神的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也使人清晰地看到哲学史与

思想史、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哲学的概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何以用抽象的概念凝炼了社会上观念的变化，又如何引领了

社会观念的演进，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样的叙述无疑是有助于读者对哲学史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把握思想演

进轨迹的一条主线，而不致于被大量的思想史的资料搞得眼花缭乱。 

 

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 

  政治思想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哲学在西方受到广泛的重视，这本最初成书于70年代，以后每隔

几年修订一次的《西方哲学史》花了很多的笔墨叙述政治哲学在西方,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演进。 

  其叙述的方法颇具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特色。哲学史的叙述是紧紧地扣住了“作为主体的个人”这样一个主题，将近代西方

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梳理出来，这就是“个人、社会契约、国家”这三个概念。从霍布士开始的许多哲学家，把作为主体的个人当作

解释社会与政治的基础。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是采用原子主义的方法，将各种社会现象分解为各种各样的人类原子——个人。这些

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无序的或有序的社会。和谐有序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是由个人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概念就由此

而生。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其宗旨就是要论证国家的本质和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依据。契约论的结论是，国家作为社会契

约的产物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本身没有内在的价值，这就是国家的本质所在。 

  围绕着这三个核心的概念，作者梳理出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演进线索：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成型，市民阶层的对权利关注的增强，

对人性的看法不断地变化，从个体的自我保存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一直到快乐和利润（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社会契约论这样一

种用于证明国家的本质及其合法性依据的学说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对国家的体制与具体的任务的看法也在不断的演变，但是其核心

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其要旨是把个人的开明的自利看作是基础性的驱动力，把国家的任务看作是确保独立的行动者（个人），为此

国家必须确保和平与秩序、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进而把自由看作是基本的价值。 

  在展示这条线索的时候，作者不像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那样仅仅将眼光仅仅放在哲学家的学说上，而是将各种不同学科的思想家的

学说纳入视野之中。比如经济思想，就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方面。但是作者就没有单纯地把亚当·斯密看作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着力

去揭示斯密的经济理论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把他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理论看作是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学说的进一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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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指出斯密所提出的不仅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而且借助于强调市场必须受法律和正义的管制，提出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框架和一个

人际互动的领域；另一方面则突出地阐明了斯密使用那些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相对应的基本概念，创立的一个“若干个人之间的理性

行为模式——一种适用于经济人的博弈论”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同时作者又叙述了这些核心的概念如何提出一种社会理

想，引领了时代的步伐，并揭示了哲学、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在一起了。 

 

人文社会学科与哲学思想 

  这种连接在对近代政治哲学中另一条进路的叙述中，尤其明显。另一条进路最基本的特征是将“共同体中的人”，也就是“历史

的—文化的具有共同价值的人”作为基本概念，而不是将个人，也就是非历史的个人作为基本概念。在希尔贝克的笔下，这种观念的

开端不是在哲学家而主要是在政治学家那里。关键的人物就是以政治保守主义著称的伯克。接下来重点地说明黑格尔哲学如何通过

“主奴关系”的理论，否定了“个人是自我满足的”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命题，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有机部分；并对共同体作了分

析，从家庭这个局部的共同体，到市民社会到国家，强调了人类的自我实现是在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之中的。国家不是契约做成

的，而是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在希尔贝克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乃是经由一个正题（个人高于社会、理性高于传统，也就是自由主义的

基本概念），一个反题（传统高于理性，共同体的人，也就是保守主义的概念），达到的一个合题（传统是合理的、个人是社会

的）。尽管黑格尔没有赞同一个独立的脱离了活生生人类的东西而出现的国家，却把国家这个伦理共同体作为人类得以自我实现的所

在。 

  本书对于十八世纪之后，以“作为共同体的人”为核心概念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进路的叙述，不单单关注哲学家的思想，更加关

注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的体现。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概述“人文学科的崛起”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前一章主要叙述了历史主义

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兴起，如何赋予了人们一种历史意识，一种历史的变化感，从而对普遍有效的人类理性和万世不变的普适标准

提出了怀疑。这就为“历史的—文化的具有共同价值的人”的概念的传播作了铺垫。后一章则将从孔德到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详细

的叙述。这种叙述的着眼点集中在解释一个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同的一条政治哲学的进路。其要旨是不再把个体作为社会哲学的出

发点。强调社会不能分解为个体，而只能分解为群体和共同体。其中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社会

学家滕尼斯。孔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观念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对于传统的批判导致的道德危机正是正在兴起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伴

的对家庭、宗教、教会和各种传统共同体的否定性看法。滕尼斯则区分了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以传统的礼俗关系为基础的

“共同体”。认为契约关系是以高度的个人主义和非私人的礼节关系为特点的；“共同体”则是以传统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其中道

德的方面常常处于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滕尼斯还认为，近代以来，欧洲社会已经从礼俗关系转向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了。

由于这种关系是以理性和经济的技术为核心的，竞争和利己主义变得越来越强势。但这个阶段的顶峰已经过去。人们已经开始试图将

共同体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到契约关系的社会中。 

  这种哲学的概括,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种理论的重构，为的是提供一个清晰的核心概念的演进脉络。它确实具有某种抽象的特

征，有可能将复杂丰富多彩的思想史简单化。但是注重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联的希尔贝克，在其著作中，采取了许多办法加以弥

补。办法之一，就是广泛地展示在十九世纪之后对于西方世界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主

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说，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思想图景。

不像有些思想史的著作那样，给人留下一个近代西方就是以个体主义的原子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独步天下的历史。办法之二，

就是力图去说明各种不同的思想潮流之间，尤其是两大基本的思想进路之间的互动，对于一些从两大进路的基本概念中汲取营养的思

想家哲学家作出评述。如穆勒和格林的社会自由主义。办法之三，就是在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评述中对其基本的理论与对当时的许

多实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之间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办法之四，就是对一种思想在思想家的本土与其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不同影

响作出区别（如洛克的思想在英国和启蒙时代的法国）。力图揭示出理论家提出的观念尤其是核心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

件下所发生的不同影响，以显示思想史的复杂性。办法之五，就是对于历史与思想大转折时期，尤其是新旧思想的冲突时期，各种思

想潮流所采取的诸多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策略及其后果作出描述和分析。这些使得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对西方思想史的叙述比

较丰满，不仅主线清晰，且丰富多彩。 

 

重视说理和论证 

  当然，这种以哲学史为主线的思想史，是无法取代如赵复三先生所译介的《欧洲思想史》一类著作的，但是，对于人们踏进西方

思想史的门槛来说自有其益处。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于一本教科书的阅读对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理清一些基

本的核心概念和观念。笔者曾经同三届研究生一起研读讨论这本著作，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都兴趣盎然，受益匪浅。具有哲学专

业背景的同学感受最深的是大大地开拓了视野，能从更广泛的时代和思想演进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哲学的概念和观念。具有不同的人

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同学则认为，以往也读过一些西方学术名著，或者也对某种学说给以较多关注，但是往往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有时候难免先入为主，甚至出现先读什么就偏好什么。了解了思想史的脉络，就可以去思考所读的著作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以

及与以往的思想和学说之间的关系，与同时代的、后发的其他思想学说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各种学说进行辨析，同时也引发了对哲学

的兴趣。这固然与哲学本身的魅力有关，但是挪威哲学家在叙述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时候，采取注重论证训练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本书很少采用那种独白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也很少用“这就是正确的”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作出评价和论断。而是将对人

物和学说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评价加以介绍并作出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论证和讲理的态度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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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也是富有教益的。本书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评价，对于一些历史上的学说的解读和评析，对所梳

理的脉络，学界未必都会认同，必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其讲理的态度，注重运用论证和训练论证的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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