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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尼：一部“伦理学转向”的哲学史著作

作者：芒尼 阅读：159 次 时间：2007-6-11 来源：光明网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最负盛名的哲学经典之一《形而上学》开篇就告诉我们：人自呱呱

坠地那天起，便自然而然地想求知。因此在希腊哲人那里，纯真地追求知识与真理，并

享受这种追求所带来快乐真是无上的幸福。 

  这与 我们印象中的哲学家好像不太相同。这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似乎在不断告诉我

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总是那些哲学家所写出的著作。如果没有笛卡尔的哲学，我们的科

学技术不可能迅速寻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康德的政治哲学，今天也许还没有

联合国；如果不是马克思写出那些激动人心的著作，20世纪恐怕不会有新中国成立等一

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哲学家的力量说小也小，说大却大得惊人。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第一流的哲人都在重新探讨西方哲学的何去何从。为什么

一个培养出康德、黑格尔以及歌德、贝多芬的伟大德国，竟然出现了纳粹极权专制？为

什么纳粹分子那么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哲学与文艺？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哲学到底还有

什么用？哲学究竟是在造福人类，还是在吞噬着人类的善良与希望？  

  不太夸张地说，20世纪的哲学不但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也即哲学家开始专注

于研究语言问题，更出现了“伦理学的转向”。这在二战之后表现的极为明显。几乎所

有的伟大哲学家都在重新探讨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一个人究竟该作什么样的人，一

个人究竟该过怎样的生活。  

  作为一位法国人写的哲学史，《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极其敏感和准确地把握住

了20世纪哲学发展的伦理学动向。从篇目安排（从罗森茨威格、本雅明再到列维纳斯、

保罗·利科）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这些哲人都对伦理问题有过深刻的反省与检讨。更

为有趣的是，这本著作竟然完全没有写我们耳熟能详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福柯。虽然

这些哲人完全可以与上述哲人相提并论，但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哲人的思想并

没有实实在在地思考一个普通人的伦理问题和生活问题。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

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在这些哲人的著作中却都语焉不详。  

  全书以罗森茨威格为开篇。他并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哲学家，而且他在世时间并不

算长，但他却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同时代的犹太思想家柯亨等相比，罗

森茨威格并没有简单地试图将犹太思想与西方主流思想相结合，相反，却极其尖锐地提

出：犹太人问题永远无法在西方正统的思想中得到解决。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

们拥有坚定的民族信仰却永远也没有祖国，并且因此一直处于被流放和屠杀的境地。与

罗森茨威格不同，柯亨认为犹太人要想寻找到安全与实在，必须将自己古老的传统思想

融汇入西方正统思想才可以。然而罗森茨威格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始终坚

持认为，犹太人最终极的依靠与信仰始终必须来自于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把本雅明放在全书的第二章。我们总认为本雅

明是一位闲适而聪颖的文艺理论家，事实上本雅明与同时代的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

肖勒姆等一系列西方顶尖思想一样，其思考出发点均来自于犹太人的处境问题。也正是

出于对传统历史这样的关怀，本雅明才花费了毕生精力去研究所谓的“现代”究竟意味

着什么。这一点可清楚地见于本雅明与肖勒姆的通信中。晚年本雅明接近了毒品，并最



 

终放纵了自己的生命，服用过量吗啡而逝世，那是因为本雅明已经深深触及了西方现代

性深处令人心碎的绝望。  

  经过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现代文明广泛而激烈的批判与抨击之后，作者带领我们走

进列维纳斯的世界。事实上选择了列维纳斯也就意味着同时拒绝了海德格尔。列维纳斯

早年是海德格尔的忠实信徒，但是海德格尔投身纳粹阵营的举动使他彻底陷入绝望，并

促使他寻找抵抗海德格尔哲学的道路。作为犹太人，列维纳斯的家人都死于纳粹的屠杀

下，他不可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平静地看待这场灾难。正是从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开

始，列维纳斯深刻地反思了纳粹问题和犹太人问题。列维纳斯的著作中，有一半是在研

究犹太思想，而他的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也因此是“他者”这一概念。世界并不只属于一

个人，一个人并不能仅仅通过“向死而生”而选择自己一生的命运。每个人都必须超越

于自己的个人存在，而抵达他人，抵达他周围、他之外的“他者”，并从他者出发，寻

找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也因此伦理学是列维纳斯哲学最重要和最终极的部分。接下来

的保罗·利科与德里达同样以思考伦理学问题而著称于世。他们在早年都曾写过不同类型

的哲学著作，但进入晚年之后，却纷纷全身心投入了对法律、自由、幸福和希望的探

讨。  

  也许不太夸张地说，这本《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并非简单的思想史著作，而更

多地表明了一种态度和责任，表明了作者对什么是哲学的深刻反思。两次大战和犹太人

问题一次再一次地告诉我们，在生活与思考的天平中，哲学家应该用自己的良心和勇气

选择前者。  

  《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法]居伊·珀蒂德芒热著，刘成富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

7年1月第一版，4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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