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嘉映一向主张
取消哲学本科，理由是
本科生应该进行通识
教育，踏踏实实学习基
本知识。“如果学生没
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
来就弄哲学，容易把哲
学做空。”因为哲学是
对经验的反思，对知识
的反思。十八九岁的
学生，没有多少人生经
验，没有专业知识，反
思什么？如果对伟大
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
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
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就
会变成从概念到概念
的空洞运转。

曾经有几年，在华
东师大陈嘉映的课堂
上，总有各种行业的哲
学爱好者来旁听，有的
是做生意的，有的在小
剧场做演员。陈嘉映对
他们都很欢迎。重要的
原因之一就包括这些听
课者是带着丰富的人生
经验，讨论起哲学问题，
会言之有物。

哲学跟生活世界、
心灵轨迹、思想境界密
切相关，但陈嘉映也提
醒大家，很多人爱琢
磨，喜欢想点儿深刻
的，甚至思考所谓的终
极问题，但这并不必然
等于是在思考哲学问
题。有的青年，闷起头

“自创”所谓的哲学体
系，更是对哲学的误解
和偏离。真正的哲学
上道，还需要对思考所
藉的概念本身发生兴
趣。真正能在哲学上
深入再深入一些获得
真知，还需要沿着前辈
哲人思考的道路继续
思考，并借助必要的学
术工具、专业概念词
语。对于思想与学术
之间的良好关系，他
说，“学术工作的终极
目的，在于让凝练在文
本中的生活世界重新
展现，让凝练在文本中
的思想作为那个活生
生的生活世界的思想
复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

没有任何专业基础容易把哲学做空

陈嘉映：当下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

/人物简介/

陈嘉映，1952 年出
生于上海，6 岁迁居北
京，16 岁插队内蒙古。
1977 年高考恢复，就读
北大西语系德国语言文
学专业，不久又有机会考
上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
生，在导师熊伟的指点
下，开始重点研读海德格
尔《存在与时间》并着手
翻译。1984 年赴美留
学，1991年取得宾夕法
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在此期间，深度系
统研读海德格尔、维特
根斯坦。1993年回到国
内，1994 年执教北大。
2002年转至华东师范大
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特聘教授。

《白鸥三十载》

陈嘉映主编主译
的《维特根斯坦读本》。

许知远在《十三邀》有一期
采访的主角是陈嘉映，引用圈内
公认的说法，介绍陈嘉映是“当
下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
人”。“哲学家”这个称号，除了用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身
上，在当下学界，如果要选哪一
个优秀的学人，能称得上是哲学
家 title 的，陈嘉映的确是很多读
书人的首选。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和维特
根斯坦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群
体谱系中的两座高山。陈嘉映

的哲学研究工作，跟翻译、解读
这两位哲学大家的思想分不
开。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探
究和诗意表达，维特根斯坦对语
言和思想之间几乎无法言说但
又高妙的阐述，都深深影响了
陈嘉映。陈嘉映翻译的海德格
尔《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哲
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
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读本》，是包括当
下学人、普通读者走进两座“高
山”的必经之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陈嘉映
对语言、艺术、科学、说理等概念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用清朗纯
正的中文给予准确而优美的表
达。他授课、著书、演讲，吸引众
多青年爱上哲学，爱上思考，从
事哲学。陈嘉映撰写的哲学教
材《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让无数学子受益。此外，他
的哲学文章、思想随笔被出版成
书，被广大热爱思考的非哲学专
业人士所热爱。比如《无法还原
的象》《从感觉开始》《哲学·科
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

《价值的理由》《何为良好生活》
《走出唯一真理观》。

现在有很多语言辩论类综
艺节目，很受年轻人欢迎。比如
最近《奇葩说》的其中一位导师
就是刘擎教授。刘教授对一个
辩题充满智慧的发言，有理有
据，逻辑清晰，而不是强词夺理，
因而吸粉无数，很多读者纷纷留
言：“哲学的魅力好大！我也好
好读书了！”《走出唯一真理观》
正是一本能通过文字感受到思
想“在场”的书。其中一篇文章

《“说理”四人谈》收入的是陈嘉
映、刘擎、慈继伟、周濂四位哲学
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文字实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对话的
过程，也就是四个人思考的过
程，互相激发，互相映射，互相补
充，互相修正。

一次公开的思想讲座中，陈
嘉映还专门谈到人应该如何朝
着真理辩论。这次讲座的演讲
被整理成文《真理掌握我们》，流
传甚广。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
于现在兴起的各种辩论风，是一
个很好的头脑、概念厘清。在陈
嘉映看来，哲学是一种对话，一
种思考、说理的过程。参与交流
的各方，事先没有成见，而是朝
向真理运思，言说，论辩。与其
说是我们去掌握真理，不如说
让真理掌握我们。说理不等于
说服，更截然不同于洗脑。在
观看或者聆听说理者之间，一
去一来的言语之间，作为读者，
并不会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呐
喊助威，而是从每个人的言谈中
汲取不同的养分，从而开始自己
的思考。

翻越西方哲学家的两座高山

通过文字感受思想“在场”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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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
这个称号，除
了用在柏拉
图、亚里士多
德 、康 德 身
上，在当下学
界，如果要选
哪一个优秀
的学人，能称
得上是哲学
家title的，陈
嘉映的确是
很多读书人
的首选。

《走出唯一真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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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月初，由封
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主办，
“ 名 人 堂·
2020年度人
文榜”之“十
大好书”名单
出炉。《走出
唯一真理观》
位 列 其 中。
这本书是陈
嘉映的自选
集，收入他诸
多思考型的
文章，比如书
评、演讲文。
2020年由上
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

为 什 么
要做哲学研
究？ 对于这
个问题，不同
的人有不同
的答案，并且
较 难 统 一。
陈嘉映的版
本是：“我相
信，一个哲学
家之所以对
哲学、对概念
逻辑感兴趣，
是因为有一
个根一直连在
他要解决的问
题上，把它叫
作生活态度的
问题也好，灵
魂的问题也
好，随你。这
是一件跟自
己有关系的
事情。做哲
学就是仍然
努力地保护
我们的知识
和我们的心
灵之间的联
系。说到底，
还不是要回答
这个问题嘛，
就是人应当
怎么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