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户 端 网站导航  设为首页  报刊投稿  微博平台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English Français

数字报 图片集 视频集 读者之家

关 注 专 题 要 闻 国 际 学 人 智 库 报 刊 军 事 各 地 独家策划 数据中心

打 印  推 荐

苏州大学哲学系“东吴哲学系列讲坛”第三讲和第四讲顺利举办

“东吴哲学系列讲坛”第三讲和第四讲线上讲座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秀伟 通讯员李红霞 万嵩）应苏州大学哲学系邀请，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张志伟给苏州大学和全国哲学界

师生们带来了两场精彩的线上讲座。这两场讲座分别是苏州大学哲学系“东吴哲学系列讲

坛（2020）”的第三讲和第四讲。两次讲座均由苏州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郭世平教授

主持，苏州大学哲学学科负责人周可真教授、哲学系主任吴忠伟教授、哲学系党支部书记

庄友刚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哲学系副主任李红霞博士、哲学系朱建平教授、车玉玲教授、

于树贵教授、桑明旭教授、田广兰副教授等参加讲座，全国哲学界超过三百多位师生在线

上参与聆听。两次讲座均反映热烈，线上会议室场面火爆，在哲学界引起重大关注

　　2020年5月26日晚的讲座主题是《哲学的危机》。张教授首先从哲学学科内学术交流

的繁盛与社会影响式微的对比切入，探讨了“哲学越来越像科学，但却越来越不像哲学”

以及哲学的很多工作由科学接管的现状，进而引出了哲学的外部危机之问题，为阐明这一

问题，张教授首先引入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求真，技术实用；以及围绕哲学和科学

的关系，依次讨论了哲学的诞生、哲学的繁荣和哲学的危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张

教授讨论了在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和纯粹数学研究，科学精神的产生，以及近代科学和

古代科学分化：在古代，科学是哲学，科学从属于哲学；自从近代以来，学科分化，哲学

向科学看齐。在第二部分中，张志伟教授讲述了从神学与近代科学独立出来的哲学学科的

繁荣与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哲学自身的划分越来越多，哲学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

学术专业化使哲学的学术责任越来越重而社会责任越来越轻，哲学作为科学的部分被分

离，而哲学作为哲学那部分的功能却在萎缩，哲学不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由此，哲学迎

来了危机。在第三部分中，张教授从轴心时代的没落、形而上学的终结几个方面阐述了哲

学的危机。张志伟教授指出，蕴涵轴心时代精神的古典哲学的没落源于欧洲十七世纪开始

的社会转型，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颠覆了传统，激发了社会变革，这一改变表现在哲学上

就是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和虚无主义的出现，而我们并没有找到能够建立某种可以取代传

统的价值理性，这就是哲学的危机所在。最后，张志伟教授关于哲学如何走出危机，中国

学者可以有何作为，如何从传统走向未来等问题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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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哲学系列讲坛”第三讲和第四讲线上讲座举行 

　　2020年6月2日晚的讲座主题为《启蒙的自我调适与困境——以康德、黑格尔为中心的

思考》。在讲座的开始，张志伟教授阐述了讨论启蒙和选取康德和黑格尔为中心的原因，

接下来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启蒙问题、康德的启蒙理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以及虚无

主义。在第一部分中，张教授首先明确了启蒙的含义，启蒙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等问题密切

相关，促进了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但同时也造成了问题。张教授认为，启蒙

一方面培育了盲目乐观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纵容了狂妄自大的主体中心主义，更重要的

影响在于其颠覆了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去了平衡。由此，张

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是不是可以不要启蒙？”张教授认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未经启蒙的洗礼，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启蒙有没有可能自我调

适？”这同样也是康德和黑格尔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二部分中，张教授详细论述了康德的

启蒙理论。他指出，首先康德把启蒙与人的理智和人的成熟联系在一起，区分了理性的公

开运用和私人运用。其次，康德通过批判重新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确立了理性的

限度。最后，康德在确定理性的限度的同时也为实践理性开辟了道路，以自律性的道德以

及在此基础上的道德神学填补了传统价值的缺失。康德以此调试了启蒙中的问题，但也留

下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在第三部分中，围绕这一问题，张教授阐述了黑格尔对此的

解答，也即“扬弃”的辩证法，黑格尔力图克服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把宇宙看作是合理的

有秩序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为启蒙的理性主义重新确立了超越性的根据，另一方面消除了

康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以绝对精神取代了人格神的上帝，实现了无限理性与有限

理性的衔接。在第四部分中，张教授讨论了在康德与黑格尔之后的虚无主义困境和哲学面

临的危机。

　　张志伟教授讲座风格一贯严谨而又不失生动，讲述深刻而又平易近人。两场讲座引发

了老师与同学们的深入思考，大家就讲座内容进行了热切的交流与提问，会场气氛十分热

烈，张教授对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解答。讲座期间，听众情绪高涨，在评论区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讲座后，哲学界师生们热切期待张教授再次的讲座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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