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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 融合哲学、艺术与生活  

      

 

——记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座 
11月24日上午，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赖贤宗教授

在哲学学院打报告厅作了主题为《道家哲学与海德格尔存有思想的交涉：重探海德格与
老子关于形上学根本问题的讨论》的讲座。 

赖贤宗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1981年至1994年赖贤宗教授在台湾大学哲学
系学习哲学，以西方哲学为主，兼顾中国和印度哲学，因此后来也发展到比较哲学的课
题。1994年至1998年拿到台湾政府提供的四年奖学金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弗赖堡大学和
慕尼黑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日本文化系求学。1998年顺利获得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后回到台湾，先在华梵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在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兼任教职，随
后在台北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并担任系主任。2005年，赖教授在台北大学成立了中西
哲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西沟通，诠释学，禅艺以及多元沟通等。这些学习
和研究经历对赖贤宗教授这次讲座的主题有直接的影响。赖贤宗教授说，台北大学中西
哲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每年有许多读书会和研讨会，希望能加强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
联系沟通。 

赖贤宗教授研究老子与海德格尔思想沟通的主旨在于如何共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
在慕尼黑大学赖贤宗教授参加了哲学学院哲学系、宗教系与日本文化系三系合开的关于
日本京都学派的“绝对无”的高级研讨班。该高级研讨班显示出日本京都学派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将亚洲“空”的哲学以一种亚洲哲学的当代诠释进入德国哲学系。在德国的
图书馆有许多德文、英文写成的京都学派的书籍，而且是一种哲学性的讨论。但中国哲
学还仅只在汉学系开设，局限于一种汉学性的讨论，即把它当成古董，一种死的、陈列
在博物馆的东西来研究。从“绝对无”的高级研讨班开始，赖贤宗教授就在思考一个根
本议题，即如何共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如何将中国哲学的内涵通过一种当代诠释，
让其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元素，乃至于变成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元素。中国的强大不应
仅仅是经济势力的强大，更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上的强大。中国哲学必须要成为一种
活生生的智慧，能够通过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它，和当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接着赖贤宗教授论述了老子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沟通。他力求能够突破以往的
一般研究，希望从突破点中能达到共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诉求。赖贤宗教授的突破
点的文献基础是海德格尔全集的第四十二册谢林讲稿。谢林是在西方的道家诠释史里第
一个以形上学的根本高度来掌握老子哲学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哲学是讨论“意
义无”，具有一种泰然任之的内在性，于是将谢林的超意志、无意志哲学与尼采意志哲
学对比起来，放弃尼采讲稿，而回到康德讲稿、沿着谢林讲稿，与谢林精神相续，以自
己的存在思想来与老子对话。正是在这里和道家、禅宗有很深刻的对话，给我们一线曙
光怎么样对中国哲学进行当代诠释，使中国哲学变成当代哲学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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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贤宗教授还重点谈到了哲学与艺术、美学的关系。他认为哲学的表达、概念和观念
的反思，必须转化为一种可以感动的体验。晚期海德格尔也把艺术当做哲学体验的典
范，并用大部分时间讨论艺术。因此存在思想不能仅仅只是一种概念表达，而必须化为
一种生活智慧和感性实存，也即一种艺术的表现。赖贤宗教授自己也有很多时候从事艺
术和美学。从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出发，赖贤宗教授用“道—观有—观无”、“界
（浑然天成）—境外（意与境浑）—意内（返虚入浑）”、“境界象征—物象—意象
（象外之象）”以及太极图等图式，联系诗歌、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等，生动地分析了
存在思想与艺术、美学的联系与中西哲学、美学的差异，并联系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来
分析他与老子思想的沟通，“目击道存”的存在思想的表现。 

最后赖贤宗教授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哲学必须回到生
活，发挥它对人生的指导，回复到它自身的本分。如果哲学变成一种技巧，变成只有少
部分人参与的活动，那是哲学的浪费。因此，在思考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之后，我们还必
须思考哲学如何和生活结合。而艺术是连接哲学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在赖贤宗教授讲座的交流环节里，同学们积极提问，内容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美学与宗教、艺术等各主题。限于时间关系，未能尽兴，许多老师和同学在讲座结束后
仍与赖贤宗教授交谈，希望赖贤宗教授以后能多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座。赖贤宗教授
希望两岸不仅在中国哲学方面，而且西方哲学方面也加强交流，他自己也希望能有更多
时间再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做讲座。 

 
                                              （李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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