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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浅说新编》

内容概要

《哲學淺說新編》為《思光學術論著新編》之第四種。勞教授於本書提出他對哲學的界定方法，並深
入淺出介紹哲學的各部門：宇宙論、形上學、道德哲學、神學、方法論、知識論、文化哲學、邏輯解
析及心性論，可謂打開哲學大門的鑰匙。《新編》更增一附錄，收錄了勞教授七篇文章，探討哲學的
意義、存在主義以及現代哲學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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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勞思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教授、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現任台灣華梵學
院講座教授。著作包括《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康德知識論要義》、《歷史之懲罰》、《中國文
化要義》、《中國之路向》、《思光少作集》七卷、《解咒與立法》、《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
》、《思辯錄》等約三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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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哲學論哲學。讀過幾本入門書，這本是通過解釋何為哲學展開介紹，從中也能感受到勞生思維
之敏銳。稍嫌遺憾是書中有不少篇目是重複的。
2、我讀過的是舊版
3、http://t.cn/zj7j1Iv
4、虽说特别简单吧，不过把各种理论用这么短篇幅概括清楚其实要挺高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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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哲學是什麼？從我開始讀書思考，哲學在我心中一直是神秘而高遠的存在。然而，這種距離感沒
有令我生畏，反而使我愈加嚮往。最終，高考結束以後，我毅然報讀哲學，並且得償所願，來到中山
大學學習哲學。入讀哲學系，按理說我應該是與哲學更加接近，但看著錄取哲學系的通知書，心中與
其說欣喜，不如說惘然。讀哲學學的是什麼？讀哲學有什麼用？讀哲學有什麼出路？疑問在心中無限
繁殖，無窮無盡。回頭一想，這所有的問號其實都是一個根本問題的分化──哲學是什麼？哲學到底
是什麼？儘管我嚮往著這個學科，或者說，這個名字，並且讀過幾本哲學書，捫心自問，我其實不知
道哲學是什麼。幸好，這個夏天我偶然地讀到勞思光先生的一本小書《哲學淺談》。《哲學淺談》故
名思議，這本書講的不是高深的哲學原理，只是淺淺地談；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不算附錄，五十六頁
而已。可是勞先生就是用平白的文字，短小的篇幅，細究哲學之義，而申哲學之旨。讀罷，我即追尋
勞先生對哲學的定義：哲學者，探求最後真相之學也。智慧、價值、反省之學也。但是，我帶上自己
的思考，對勞先生的定義進行些許修整與增補：哲學者，探求最後可能真相之學也。除了是智慧、價
值、反省之學，也是實踐之學。首先，勞先生將「探求最後真相之學」作為哲學的本質定義。可是考
究這個定義，我們會發現它還需要進一步的定義。語句中最關鍵的一項是「真相」一詞，而「真相」
前面加上了「最後」作為程度的限定，但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個部份：「真相」的對象，指的是什麼的
真相？我們並不能從這個定義中得知。勞先生在這裡沒有對「最後真相」進行精確的定義，而是將它
懸置，作為哲學研究的共同目的。雖然他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但我們可以借用他接下來提出的一種
「實指的定義」回答這個問題。所謂「實指的定義」，是相對於「本質的定義」而言。生活中我們慣
常使用的是「本質的定義」，用一個更大的概念去定義概念，比如定義「人」，我們會訴諸於更大的
概念「動物」。在兩個概念之間，我們增加限定詞來聯繫彼此。回到「人」的例子，我們加上「會運
用理性能力」的限定，便得出「人」的定義：人是會運用理性能力的動物。而「實質的定義」是反其
道而行，通過對一個個小的概念的有機統合，達到定義一個大概念的目的。其實質是一種歸納法，理
想狀態是做到完全歸納。雖然部份的統合未必能完美地反映整體，卻足以窺一斑而知全豹矣。運用「
實指的定義」來定義哲學，勞先生按著研究「最後真相」的學科的標準，按著歷史的順序，再結合東
西方哲學，列舉出了九個哲學門類：一、形上學；二、道德哲學；四、神學；五、方法論；六、知識
論；七、文化哲學；八、邏輯解析；九、心性學。最後將這九個門類冠以總名，便得出哲學的定義。
回過頭來，原本缺位的真相客體，我們可以用這九個來填充。哲學即是研究形而上、道德、神、方法
、知識、文化、邏輯、心性的最後真相。而隨著人類思維的發展，這份清單還可以一直列下去。至此
，我們完整重構了勞先生對哲學的定義。但是提到「最後真相」，似乎默認了真相只有一個。雖然如
勞先生提到那般，歷史上哲學家對何為最後真相爭論不已，哲學的發展也是循著對之前「最後真相」
的批判而實現擴充、發展；哲學家們對能否認識最後真相，甚至是否存在最後真相也抱著或樂觀或悲
觀的觀點。但就算不能認識「最後真相」，沒有「最後真相」，這個論斷本身也是一種獨斷，也能夠
稱它們為「最後真相」。這時我們就有了兩種「最後真相」：其一是作為觀念存在於我們觀念中，其
二是作為本體存在或不存在於我們的觀念之外。這就與單一的「最後真相」有所不同。加之，如果以
對對象的最佳解釋來定義真相的話，「最佳」定義的不同，造成最佳解釋的多樣化，進而導致真相的
多樣化。不同的語境，不同的面向，其對真相的理解難以達成完全的一致，故所謂的真相只是針對特
定的條件而言，於是只能稱之為「可能真相」。第三，加上「可能」二字，也是我自己的一種多元主
義立場，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個體對真相的追尋，倡導跨學科互通、跨文化交流。所以，我將「哲學
」的定義修改為「探求可能最後真相之學」。結合兩種定義方法獲得了「哲學」的定義之後，勞先生
提出了哲學的三種特性和功能：智慧之學、價值之學、反省之學。哲學是智慧之學。衆所周知，「哲
學」一詞是英文「Philosophy」的中譯。「Philosophy」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愛智慧」，由此可見，
哲學本就是智慧之學。哲學的歷史，就是不斷追求智慧的過程。勞先生特別以形上學作為例子，說明
人們如何在進行形而上思考的時候，超出知覺經驗的侷限，超越嘗試，達到思維的全新領域。在思考
的過程中，人們不知覺間磨練了自己的心智，提升智慧。所以，哲學研究可以看作一種「mental
exercise」，心智的鍛鍊。哲學是價值之學。如果僅僅將哲學看做是一種心智的鍛鍊，那麼研究哲學就
全然是個人的事情。假如哲學僅僅關乎個人，這時會面臨兩個問題。第一，鍛鍊心智的活動不只有哲
學一種，數學、邏輯等都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如果其他活動比起哲學，能夠使個人心智得到更好的鍛
鍊，以功利的觀點來看，哲學便應該被替代；第二，哲學將逐漸去嚴肅，淪為一種娛樂方式，如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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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所稱的「intellectual play」；而這顯然與哲學的一些部門相衝突，比如道德哲學。為了解決這兩個
問題，補充哲學的道德面向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勞先生將哲學看作一種「價值之學」，便是順理成
章的。哲學能夠幫助我們回答「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經驗學科所不能解答的。哲學是
反省之學。「人們經過很久的時間，都只是對外用心思；人要去了解世界的形形色色，許多事物間的
關係，但對於人自己卻了解得很少。」勞先生如是道。回顧我們的知識，「最主要的一部份是關於事
物的關係的知識」。這類知識的代表是植根經驗的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它們所研究
的都是「科學」之外的事物，是向外發展；而不會去質問自身，向內反思。與此相反，哲學研究的問
題都是回溯本體。「科學」是什麼？「知識」是什麼？「哲學」是什麼？這些都是哲學研究的問題，
無不是對自身的反思，是向內的活動。在此之上，勞先生更讚賞知識論，稱之為「最哲學的哲學」，
代表著「反省之學」的特性。勞先生得出「智慧之學」、「價值之學」、「反省之學」三者，是根據
前述哲學的門類，總結其中學科的門類的特色而來。從形上學推出智慧，從道德哲學推出價值，從知
識論推出反省。智慧關乎心智，價值關乎判斷，反省關乎思索，三者都是內在的行為。就連關係到自
我與他人的「價值之學」，也僅僅是一種對「應該/不應該」的回答，只涉及主體的思考，無關外向的
行動，無論其他兩個特性了。雖然勞先生如此定義哲學特性可能採取的是中立的態度，注重的是哲學
之內涵，不論其外延。但我認為，哲學的外延不應忽視，哲學是實踐之學。哲學作為一種實踐有兩個
含義。其一，研究哲學本身就是一種實踐，思考哲學問題便是主體的意識活動。其二，既然哲學是「
探究可能最後真相的學科」，那麼我們的生活即是圍繞著可能的最後真相而進行，種種行為都有意識
或無意識地反映著我們對最後真相的認識與思考。蘇格拉底有名言：“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
終其一生，蘇格拉底都實踐著他的哲學理念；或者說，他的實踐便是他的哲學。或許我們能改寫蘇格
拉底的話：未經實踐的哲學不值得思考。哲學是探求可能最後真相的學科。哲學是智慧之學、價值之
學、反省之學、實踐之學。初臨哲學門的我，窺視著名為「哲學」的萬千世界，在勞先生的指引下，
如此回答「哲學是什麼」問題。然而，這只是「哲學是什麼」可能最後回答之中的一個。多年後，再
叩問自己，答案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從此時的答案，到彼時的答案，此端與彼端的連線，便是我的
哲學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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