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关系问题!

之所以称之为 "跨文化角
度#$是因为我们中国思想上特
别有一个"动机揣摩学#$而一
向只重外部效验% 自以为科学
无比的西方思想界则大大欠缺
了这一块 "智慧宝地#&所以他
们今日才对消除主体性问题不
遗余力'$以至于完全忽略了人
类生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动
机%思想%言论%行动$此四者之
间的"因果关联性#问题! 因果
作用并非只存在于外部行为之
间$ 也并非是有了外部行为才
能够有条件"推测#动机&如法
律案件推理一般'!中国的仁学
乡愿学是成立于

!"##

年前的 $

专门关注此隐蔽而微妙的地
段$ 而乡愿辈则最善于在此模
糊地段进行文辞性操作和 "艺
术性创造#!之所以魏晋名士和
现代朦胧诗哲最称可疑$ 就是
因为其"真诚性#不易察验$而
此辈最善于操弄这一地段以达
哗众取宠之效果!

例如$海德格尔$劣行昭著
如是$ 而各路哲学家们多因其
所谓"哲学贡献#而直接%间接
地予以宽谅$ 以至于他敢于在
战后利用新社会环境的安全性
而继续"卖弄#其对种族主义之
潜伏的"忠贞性#!于是$在本书
中我们看到$ 作者一方面诚实
客观地暴露其崇拜权势和性格
伪善的一面) 另一方面又忙着
顺应西方哲学界之 "共同规
范#$而仍然称其为

!#

世纪"最
伟大的# 哲学家 &关于什么是
"伟大#$ 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是
一个一直没讲清楚的概念'$以
至于还将他与黑格尔并列为哲
学两高峰! 这一结论又与作者
本人的分析哲学训练部分很不
协调$ 却也反证了西方学人的
论断逻辑"一致性#只能停留在
技术性层次上! 这样一种只从
外部影响力大小评论思想学术
之"高低#的标准$我们中国学
人能不能照搬照用* 这种思想
的伦理性和认知的谬误性相互
分裂的严重现象$ 应当被视为

当然而自然 &如果取职业化功
利主义$当然如是'$还是应该
被视为必须厘清的关键之所在
&如果取科学真理原则'* 这难
道不是把哲学话语完全当成了
读朦胧诗一类的文艺游戏了
吗* 正是从此一系列现代西方
哲学思想的历史表现中$ 我们
可进一步察觉("哲学# 已到了
必须予以科学化改进的关键时
刻了! 我们能够再容忍一些国
际名人&在相应国人的簇拥下'

利用其"玄而又玄#的语言游戏
来忽悠我们中国青年一代宝贵
精神之未来发展吗*

归根结底$ 现代西方哲学
界的矛盾 %混乱%困惑现象$其
原因的核心之核心在于( 西方
伦理学思想史的结构本身出了
问题!从技术性角度看$西方哲
学和西方伦理学间的矛盾关系
问题源远流长$ 却也于今为烈
&时代的吊诡是(科技工商越理
性化$ 人文学术反而就越非理
性化'! 再进而言之$这是西方
形上学和本体论与伦理学的关
系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大问题!

因此我们才会一方面看到胡塞
尔的逻辑"原教旨主义#的伦理
学推演的失当性&所谓西方"科
学危机#论'$他的逻辑化思想
根本不能准确看出

!#

世纪
$#

年
代欧洲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
真实原因$竟然还打算从自然
科学认识论角度对此人际关
系冲突问题加以解决)另一方
面我们又看到战后莱维纳所
谓伦理学本位主义的提出$企
图进一步用本体论来混乱伦理
学的真实结构! 感谢作者不客
气地指出( 莱维纳根本不进行
"论证#$而是任意抛出他的"诗
学格言#!

或许$ 归化法国后的东欧
裔的莱维纳是受到法国名士派
风气的影响而选择此类 "创造
性#话语$而我们更应关注那些
处心积虑地要与人类理性为敌
者!海德格尔说他的+存在与时
间,的目的是要"把胡塞尔的脖
子掐断#!他至于如此妒恨其恩
师吗*不$他要"掐断#的其实是
"理性的脖子#$ 他处心积虑地

是要摧毁理性基础$ 以便为其
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非理
性霸权事业制造理论基础 !

是的 $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引
以为傲的

!#

世纪 "非理性主
义两大师#$ 正是海德格尔和
德里达 ! 有趣的是 ( 他们两
人都是主要企图通过瓦解胡
塞尔学的理性主义而宣扬其
非理性主义的&所以即使从现
象学的 "胡塞尔中心论 #角度
看$本书作者也有理由将两人
纳入"现象学思潮#'! 两个人
都是反向地依赖胡塞尔研究
成果而追求反胡塞尔理性主
义效果的&关于在技术上两人
如何取利于胡塞尔文本的$已
有相当多论述'$ 而其各自宣
扬非理性主义的动机又非常
清晰地是为了从根本处颠覆人
类伦理学的基础!

哲学人文学科需要

的是怎样一种 !科

学化"#

以上谈了这么多现当代西
方哲学的负面表现$ 读者不要
误解了我的用意! 我不仅不是
要贬低研读西方哲学的价值和
必要$ 反而是要强化对其研习
的必要! 现当代西方哲学成果
都是我们进一步跨学科% 跨文
化进行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有
用材料! 重要的是( 要视之为
"材料#$ 而不必视之为现成的
楷模!为此$面对研究者的是更
高的要求!因此$哲学读解的效
果应该是( 首先读解文本的正
反两方面意思$ 按照不同的标
准和目的加以拆解利用$ 特别
是由之发现主要问题所在$最
后提升%扩大自我求知的层次%

范围和深度! 这也是我翻译此
书的目的所在$ 并特别希望对
于广大青年读者们$ 能够有所
启发! 任何优秀思想都只是我
们自身创造性前进的一种助力
和资源$作为我们与之"相互切
磋#的理性对话手段$而绝不是

供我们进行盲目崇拜的媒介!

最后$ 通过这部现代西方
哲学"导论#$我们还要进一步
思考这样一个十分简单却连
新世纪一些中外大知识分子
都视而不见的关键性认识论
问题(古典哲学作为人类文明
期知识总体 &兼含自然与社
会 '的形式 $后来衍生出自然
科学$直至几百年前近代自然
科学将传统哲学彻底排除于
知识系统之外 $ 自然科学自
此以后才能够突飞猛进 ! 时
至今日 $ 如果数学自然科学
的任何领域 &科学史属于社
会科学范畴 $ 不能纳入数学
自然科学本身 ' 再有人用传
统或现代哲学的语言和方式
从事研究 $ 即会被立即排除
于 "科学性运作 #之外 ! 那么 $

为什么现代数学自然科学与
传统哲学的分裂要达到这样
的彻底程度才叫作符合"科学
性#$ 而现代人文学科则可以
仍然与传统人文学术&自然包
括传统哲学 '融为一体 %难解
难分呢* 难道现代人文学科就
没有彻底反思古今学术方向 %

方式分界的必要性吗* 数学自
然科学要科学化$哲学人文学
科就不需要"科学化#了吗* 我
们哲学人文学科理论工作者 $

也有必要反思一下这样一个
最根本性问题!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古
今中外思想大杂烩的学术形
式---这种大杂烩形式却在人
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安置下获得
了研究程序的实用秩序性$于
是在思想理论层次上的杂乱关
系$ 在教学制度化秩序内却获
得了表面上的条理性---有没
有一个进一步 "科学化# 的问
题呢* 如果

%&

世纪的古典实证
主义 %

!#

世纪的逻辑实证主
义$ 乃至晚近的认知科学所主
张的 "科学性# 都属于简单化
的初级现代化的处理$ 如果这
个科学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
然科学的科学化$ 那么要不要
研究一下哲学人文学科究竟需
要一种什么样的 "科学化# 的
问题呢* 当代符号学就是要思
考和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
以$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不是
找到什么新理论% 新思想的现
成新 "归宿#$ 而是要促使我
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批评! 读者
如果把它仅当作 &或仅能当
作' 职业化工具$ 那当然就什
么也不需再进一步思考了! 大
家都在谈着同一批人物和话
语$ 却在想的% 做的% 准备的
方面$ 非常不一样!

!本文为"现象学#一部历

史的和批评的导论$ 译者序%发

表时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

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文

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

!上接
$

版'

学林
!

资讯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

的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及其作者爱尔兰现代哲学

史家德尔默)莫兰

#

中美洲的死与生

主讲$娜塔莉娅!莫拉!塞古

拉&

()*)+,) -./)0)1 2304/)

$

巴塞罗那大学历史与考古

系教授"

时间$

!#%'

年
5

月
!6

日 #周

四"

%&7##

-

!%7##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

从想象到偶像

主讲$郑岩$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

!#%'

年
5

月
!"

日 $周

五"

%67##

地点$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

多功能厅

#

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

与!中和"之美

主讲$张毅$南开大学文学

院教授"

时间$

!#%'

年
5

月
!8

日 $周

六"

&7$#

-

%%7$#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

琼楼二层

#

音义关系与上古文献解读

主讲$洪波$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时间$

!#%'

年
5

月
!'

日 $周

日"

%67##

-

%87##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学津堂

#

明代书法琐谈

主讲$刘一闻$上海博物馆

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时间$

!#%'

年
5

月
!'

日 $周

日"

%67##

-

%87##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

世界文明与世界宗教

主讲$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

!#%'

年
&

月
!

日 $周

六"

%67##

-

%87##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

生涯与观念$明代吴门与

同期意大利画家比较

主讲$万木春$中国美术学

院副教授"

时间 $

!#%'

年
&

月
&

日 $周

六"

%67##

-

%87##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

中心

#

北京民俗的!远"与!近"

主讲$岳永逸$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

教授"

时间 $

!#%'

年
&

月
%#

日
!

周

日
" %67##

-

%87##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

学津堂

!学人在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