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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前言

　　《传习录》载，王阳明与其弟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对话。阳明问他一个弟子道：“你看这个
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弟子答道：“尝闻人是天地之心。”阳明接着问道：“人又甚么叫作心
？”答：“只是一个灵明。”于是，阳明说道：“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
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阳明此处
所说的心或灵明即是指人的道德意识或认识作用。我的灵明究竟是否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是一个很复
杂的哲学问题，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不拟在此讨论。但在身与心的关系上阳明坚决主张灵
明是身体的主宰。　　当然在阳明看来，此处所说的心与灵明之间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但我们大可
不必在意这样的差别，只需要指出心或灵明是身的主宰已然足矣。于是阳明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发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细细阅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
的著作，我们即可知道，“身之主宰便是心”的思想应该是一个普适性的至理名言。如若不信，我们
可以自己翻看西方文化关于灵与肉之间的关系的论著便可一目了然。

Page 2



《燕园哲思录》

内容概要

《燕园哲思录》汇编了作者在北大哲学系求学与工作的心得体会，特别是对北大精神的解读，和对哲
学问题的思考。《燕园哲思录》基于急剧膨胀分化、迅速传播延伸的实用性知识体系和弥漫笼罩于整
个社会的极具功利性的技术文化的分析，对大学的使命、人文精神的培养、教育的终极旨趣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哲学的本质、意义、目标、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梁漱溟、冯友
兰、贺麟、张岱年、朱伯昆等哲学系前辈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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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作者简介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部委员，兼任北京市哲
学会秘书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冯友兰研究会秘书长、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知识论等。
　　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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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书籍目录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哲学意蕴——代前言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哲学是什
么?哲学源于惊讶哲学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人是思想的存在哲学探讨的首要目标乃是认识自我哲学是
美好生活的向导哲学思考是最为自由的学术探讨哲学就是爱智新人生论——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自
然、活泼、活水似流了去的生命反思·方法·境界中国到自由之路的哲学思考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
中国哲学的智慧中西哲学交流中的误读现象我所敬仰的张岱年先生深情怀念朱伯昆先生朱熹《观书有
感二首》第二首读后中国文化进高校——从文化建国的视角审视中国高等院校的理念略论文化与文化
建国的理念“一湾浅浅海峡”满溢两岸学子浓浓深情现代境遇下的人生归宿——《经典人生论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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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章节摘录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哲学的确切含义，蔡元培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看哲学。一个方
面是从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着眼，另一个方面是从研究哲学功能来分疏。　　首先，我们看看蔡元培关
于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哲学总论》一文认为宇宙之间的事物林林总总，但大致而论不外物与心
两类。由于物与心全然不同，所以“不可谓物由心生，亦不可谓心由物造。”果真如此，那么宇宙及
其中的万事万物又怎么能够形成呢？这样的追问遂使得人们不得不假设在物与心之上别有一个东西起
着联系物与心，并进而形成万事万物的存在。蔡元培指出，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神。物、心、神三者
构成了宇宙。对此三者的研究分别形成了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与神学。理学（自然科学）是研究
物，哲学是研究心性的，而神学当然是研究神的。理学与神学的研究范围是清晰的。根据蔡元培的看
法，哲学的研究对象虽为心性之学，但决不仅仅局限于心性而已。凡与心性及思想相关涉的都在哲学
研究的范围之内。只以心性为对象而进行研究的心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他诸如逻辑学、社会学
、纯正哲学等也在哲学的范围之内。　　在蔡元培看来，哲学与理学都是以阐明事物所蕴含的普遍规
律为目的的。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那么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哲学总论》一文
接着就从哲学与理学的不同功能来考察两者的差异。蔡元培指出：理学即自然科学是研究存在于事物
中的条理而组织成有系统的学问。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理学都是在这种意义
上的学问。我们可以看到，理学或自然科学是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或从某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自然界的
。自然科学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自然科学都只不过是研究宇宙间事物的一部分，而从中发现一部分的
规则。如生物学之考订生物的规则，而不考订天文运行的规则；天文学虽研究天文的理法，却不能知
地质的规律，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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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精彩短评

1、对北大精神的哲学解读。
2、大一的启蒙，确实是很好的哲思
3、不能成为诗人往往是许多哲学家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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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精彩书评

1、我们每天在找什么呢？找安逸的生活？找幸福？找人生的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才算自得其乐的安
逸生活呢？我说不清；究竟什么是幸福的定义呢？我道不明。至于人生价值在何方，恕我愚钝，至今
仍不知如何去思考。科学是严谨的，规律的，逻辑的，在我看来，哲学除了蕴含科学的逻辑外，更多
一份个人的情感，这是无法用理性来衡量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马坤老师去年期末考试中让同学们相
互探讨的主题，就是关于“科学与哲学”——也许就是多了一份感性，哲学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
思考。那么哲学是什么？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论述，关于“哲学是什么？”这
个问题的提出就很不哲学。哲学何谓的提问方式究竟有何偏失呢？加以比较就会发现，What is
philosophy?源自日常生活中的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而What is this?的提问方式则蕴含以下两个理
论预设：其一，在以这种方式提问前，提问对象已然存在。比如甲指着桌子上的杯子问乙：What is
this？乙回答：This is a cup（这是一个杯子）。这一问答过程表明，在甲提问前，作为提问对象的杯子
已经摆放在桌子上。用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杯子已经“在场”（presence）。因而当人们把What is
this?转换为What is philosophy？时，已经预设：哲学已经像那个杯子一样现成摆放在那里了。也就是说
，这样的提问方式根本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一个生成过程。其二，What is this?体现的是知识论语境中静
观者的提问方式。当西方人教小孩学知识时，会指着某个对象问：What is this？显然，这种提问方式
关注的只是这个对象是什么，而全然不关心为什么这个被提问对象会出现在这里？它与人类的生存活
动究竟有何关联？要言之，这种提问方式遮蔽了被提问对象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我倒不
觉得给哲学一个预设是不妥的，认识事物可以循序渐进，先静态把握，在以动态观之，就像在数学课
上学习几何时，我们先从静态图形开始学习，后来在研究动点问题，又好像我们先学简单的数学运算
，再引入函数一样。冯友兰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入门，同样他也认为逻辑不是哲学的全部，哲学最后
还是形而上的东西。有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对哲学下定义，用一个概念框死他，这说法有一定道理，
毕竟概念的一些特点，是不适用于哲学的——概念是反应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具有间接性、
概括性、抽象性、离散性、排他性等属性，概念认识是主体通过事物现象把握其本质的认识，但他不
能揭示作为客体的对象的整体属性，反映在概念认识中的物质本质往往是不全面的，无法揭示事物的
整体本质；概念一经形成就具有稳定、静止凝固的特性，而对象事物总在发展，处在永恒的变化中；
概念是一个定义式的语句，它本身不包含矛盾，或者说概念不能反映客观事物自身包含的矛盾，而客
观事物是充满矛盾的。当然我不是说概念这个东西的存在是无用的，我认为它的存在对我们有很大的
益处，我们可以借助于它去更好地接近哲学，它是一种手段或工具，我们要注意的是，千万别拘泥于
它的形式，更新它，丰富它。在我看来，哲学和音乐挺像的，虽然人们在乐谱上记录音符表达音乐，
但是音乐也是无穷无尽的，用再多的形式也无法满足一个人对于音乐更多的需要，加入了情感一切都
变得生动活泼了！也不知道这个比较恰当不？反正音乐在我看来，也是超脱于科学的。哲学是什么？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回答。不过就这个形式还是很有意思的——什么是什么，正是由于这样的好奇，
我们不断地探索未知的世界，我们不断地感悟与体会身边的事物。有人说“什么是什么”是哲学家的
发问方式，使人保持探索精神和好奇的特性，让人探究有关宇宙、社会和人生种种纷纭反复的现象背
后深层次的奥秘。我赞同这样的看法，正是由于好奇与惊讶，我们才会经常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
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和自由世界，也许追寻的路途不是一帆风顺，可我相信，一颗充满疑问的
鲜活之心，会体会到其中的欢乐，若是有幸达到我们初设的目的，那种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那现阶
段的我，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呢？我在找些什么呢？我好像最近就在找东西，在找有意义的事情，在大
学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精专于心理学专业吗？显然不是，由于自身对此专业有所排斥，所以让我
对它产生爱意，估计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经过这么一小段时间的学习，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这门
学科“众说纷纭”，对于每一块内容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一个现象，每一个
看上去都有点道理，每一个又不能全然地概括一个现象。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说明这门学科
很新，包含了广袤的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可我不是这样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心理活动也是无
规则的，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统一，我们能找到线索的现象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多数现象难以解释也
无从解释，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它作为学科的科学性。事物是发展的、动态的。也许哪一天我有了心
理学的根器，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说不准。那么在大学中，我要做些什么呢？先要弄清大学的
实质，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教授技艺以使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中有机会谋求职业维持生存，
更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有远大理想，崇尚人格，坚定志趣，关心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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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哲思录》

丰富知识的人。我们再看看蔡元培先生对于大学的理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他看来
北京大学的使命就是研究高深而纯粹的学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首先，以学问为第一要务
，学问是本为，知识是主体，所谓的学问是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是人创造的学问。其次，所谓的“
高深学问”指的是学，不是术。虽然我们常说学术，学与术是有区别的，学为主干，术为支干，学与
术密不可分，但终要以学为根本，学要重于术。文、理，学也，法、商、医、农、工，术也。再次，
要具有强烈的反对仅仅为当下的功利性目的而牺牲将来的超功利思想，将来的幸福不是为了口腹之欲
，而是为了专致力于精神的修养，精神的享受。这好像和我校的定位有些格格不入了，我们更倾向于
去培养应用型人才，更重视实践，更重视快速适应岗位要求与任职需要，在学风“博采专攻，学以致
用”中，可见一斑。中国传统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也就是说，理论要紧密地联系实际，不能解
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就是无用的，我们就不会感兴趣，没人去研究。这趋势在当下已经愈演愈烈，看看
大学招生报考情况便知，人文学科已经渐渐走入边缘化的境地。过分强调“学以致用”想法未免有些
太功利了，很多形而上的东西，都是“无用之大用”，让人更加地接近自由，过度地强调实用价值，
容易陷入庄子所说的“人为物役”，被各种限制所束缚，相信大多数都喜欢“物物而不为物所物”，
在浩瀚的空际中做不依赖任何外在的东西的逍遥游，其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简单地说，就是“道”，大家也都明白“道可道，非常道”。我很明白在现在这个社会中，要做
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已经是个理想主义者了。我也深知自己没有那个道行，达不到那种超然的境界，
也就希望生活轻松一点，自在一点，自由的空间多一点罢了。大学四年，若是我好好珍惜，倒能给我
这个充足的时间让我享受一下生活，我不要奢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寻找，毕业之后，在社会中，在岗位
上压力会更大——人越大想的东西越多，考虑的问题也越多，这和“高中时羡慕大学生，现在才真正
体会到大学生也不轻松”是一个道理。为什么不去考虑“学以致用”，我只是觉得现在学这个也是浪
费时间，以后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锻炼这个“技艺”，而且我们毕竟在学校中，外面是什么样子我们
没有深切的认识，光靠他人的描述抑或是短暂的实习体验，根本无法了解其中的情况，我们也是根据
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设定实用价值的标准，与其做一个无头苍蝇，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夯实基础，使以
后工作起来更加游刃有余，就像高数老师说的“名也好，利也好，学点东西也很好，在学习中你也觉
得生活很有意义，很充实，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荒废大学四年的时间，静下心来学点东西”。 不仅如此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已经无法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普适的方法，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具
体的对象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要的不是一个充满设定程序按照指令执行的及其，要的是一
个会思考的人，一个有思路的人，怎样开拓思路呢，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多看看，多听听，多走
走”来拓宽自己的眼界，正所谓“见多识广”。四年说短不短，但是说长也不长，我一定要抓紧时间
好好享受这段美好时光，去找寻幸福。近期，施密德《幸福》一书已由译文出版社出版，很想看看，
前段时间在文汇报上看到对该书某一段的摘录，觉得很有意思。找什么呢？找哲学，找人生的意义，
找幸福。我“老板”——王晶雄老师让大家定义过这个东西，大家大多采用了属加种差的定义法，呵
呵，怎么定义是一回事，能否感觉到是另一回事，就像你不知道苹果的科学定义，你一样可以品尝它
的美味一样。Long-term pessimism, short-term optimism.钱锺书说这是他的处事态度。一切理论都是他人
的，自己的生活还是自己控制。 若是我们向往自由，充满好奇，生活定会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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