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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Volker Gerhardt教授访问武汉大学  

      

 
 
 

应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邀请，德国柏林—勃兰敦堡科学院院士、柏林洪堡大学

教授Volker Gerhardt先生于2007年9月12日至22日来武汉大学访问和讲学。Gerhar

dt教授是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康德专家和尼采专家，主持新编32卷本《康德全

集》，主编历史考订版《尼采全集》。访问期间，Gerhardt教授受聘为武汉大学名

誉教授，并于17日和19日在哲学学院多功能报告厅做了两场学术报告。 

第一场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在这场报告中，Gerhardt教授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

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对哲学和政

治之间的关系的重大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

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

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

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

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

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Gerhardt教授深入分析了康德分离哲学和政治的原因，

这就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

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却与

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实践知

识必须有基于经验之上的对权力的感觉、共同的感觉、对正确时机的感觉等等。康

德有一个迥异于传统的“政治”概念——即“法权理论的实践”，这决定康德哲学

中哲学和政治不能合而为一或具有类比结构。Gerhardt教授还具体阐述了康德区分

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两个标准、以及哲学和政治之间具体的、互补的劳动分工，阐明

了康德关于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新范式模型的现代价值和民主意蕴。这场

报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对康德哲学的新颖阐发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想，而且对我们

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场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参享——政治的第一原则》。这场报告是Volker Ge

rhardt教授今年出版、并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和广泛讨论的政治哲学著作

《参享——政治的原则》的浓缩精华。Gerhardt教授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人作为有

理性、有生命的自由存在物的个体性；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寻

求政治的原则的结果。在他看来，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参享、代表和建构，这三个原

则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他

的这次讲座就是对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的参享的专门论述。Gerhardt教授认为，政

治构成人类行动的核心领域，一切人类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因此政治基于自由。

凡是自由的人都是自我规定的；自我规定是有生命存在物的自我组织的特定人类形

式；自我规定的方式是人类个体通过自己的理由来进行。这是政治的先决条件；政

治的本性就在于独立的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在政治中，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的惟

一可能方式是集体的共同规定。因为一个人若要使其行动是政治的，他就必须满足

于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依赖于他人。因此，参享是政治的第一原则，政治只能基

于自由的行动个体的参享。参享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既包含参与，也包含分享。

参享允许我们把个体的自我规定转移到一个社群内部集体的共同规定、而又不终止

自我规定；它创造出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社群的人们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

整体朝向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又不侵害其中构成个体的意向；它构成一个原则，按

照这个原则许多个体意志在一个意志中联结起来、而这个意志又允许许多个体意志

持续存在。参享的主要形式是审慎考虑、决定和执行。此外，Gerhardt教授具体说

明了政治和意识的关系以及参享的逻辑。这场报告使我们看到了Gerhardt教授作为

一位政治哲学家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争论的问题的高度敏感，领略了他对政治哲

学根本问题的富有浓厚思辨色彩的独到解决和深刻思想。 

在访问期间，Gerhardt教授还与哲学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就康德哲学、当代

德国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座谈，并就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

学哲学学院之间的进一步学术交流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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