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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理、时间与自由: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共有11节，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1—6节，内容是真
理理论；第二部分7—8节，内容为主体性理论；第三部分9—11节，内容为时间理论和自由理论。书稿
紧扣哲学史的脉络，综合了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和语言分析哲学，是作者
治学三十年的结晶，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很好学术著作。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轴心时代算起，在东西方大概都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古老绝不意味着权
威与真理。假如没有经过理性天平的衡量就接受某种学说，只能说明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前现代。哲
学不是真理的化身，哲学家们总是在批判前人中更新着学说，不断进步。但哲学也不仅仅是个人领悟
、感想、意见，而是作为一门学问揭示了某些方面的真理，这些真理都禁得起理性天平的衡量。那么
哲学揭示的究竟是哪些真理呢？科赫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是：真理、主体性、时间、自由。
书稿紧扣哲学史的脉络，综合了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和语言分析哲学，是作
者治学三十年的结晶，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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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东 ·弗利德里希 ·科赫 ( Anton Friedrich Koch, Professor, Departmentof Philosophy, Heidelberg
University, Heidelberg) 。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讲席教授，海德堡科学院成
员。曾先后执教于慕尼黑大学、哈勒大学、图宾根大学，还曾任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与芝加哥大
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重点为古希腊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与分析哲学。出版有《实践
思维中的理性与感性》、《时空中的主体性》和《主体与自然》等多部学术著作。科赫教授因其对康
德与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深入研究而著名,此外他非常熟悉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当代成果。
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其前辈诠释者的方式来理解德国哲学,并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布兰顿和麦克道威
尔这两位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的方式对大西洋两岸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进行让人瞩目的融合。从
科赫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欧陆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如何吸收和消化分析哲学的成果
并尝试建立起一种新的思想方式。
科赫教授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蓝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
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他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
，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
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
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
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而“与英美哲学相比，
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
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 科赫教授说道。因
此，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
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
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
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
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科赫教授是在海德堡大学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的。他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
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
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
”(Reality)问题。“‘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
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
？”科赫教授说，“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
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
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因此，科赫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
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
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
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
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
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
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
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教授回答
道，“因为它与自由有关。”“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
秘。”
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
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
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
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
间之箭是怎么回事。他认为，“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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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
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这
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
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
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0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
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
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科赫教授认为，“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
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
，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
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
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
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
们开放。”而“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
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
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
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
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
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
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
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200多
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
；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
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
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Freiheitstheorie
des Zeitpfeils)。”科赫教授告诉我们，“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
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
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
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
”其实，“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吸引——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
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
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
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0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
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
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最后，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
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
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
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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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根本上还是个Kantian啊，且为了回避康德存在论暗含的多元论把作为先天纯粹直观的时空以
及先验主体性确立为存在论意义上必然的，从而诸诉了一种“人类中心论”。本书胜在其丰富性，在
极少的篇幅内涉及了很多问题，能到场的哲学家也都到场了，贯穿全书的实在论&反自然主义倾向也
正合我意。
2、论证部分极佳 逻辑推进得不快但扎实 第三章中的身体理论（及其副产品spatio-temporal indexicality
）加第八章的主体性理论共同构成的主线足以界定Koch所谓的hermeneutic realism了 并且强调真理观-
认识论-本体论不可分割的反对自然主义的实在论立场一直都是我最青睐的态度 这本书里有些部分借
助了经验层面的预设因此可能仍然会遭到极端怀疑论的质疑 不过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
了 更何况当我们引入经验预设后面对极端怀疑论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我们可以论证怀疑论的逻
辑错误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百分百证成自己的理论（其实科赫也意识到了这点）本人很可爱很和蔼 授课
时台风超赞！翻译不行 Koch给这本书定位的难度并不高 但这种中译对打算用它来入门的人而言非常
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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