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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能够使我们的哲学研究真正地聚焦在马克思所说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作者认为有四点
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特别重要的应当是“时代精神主题化”，世界之观和时代之观是密不可分
的，应当说，时代之观才是真正鲜活的世界之观。
因此，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哲学研究使时代精神主题化，可能是它面对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
第二句话，现实存在间距化。
前一段作者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就是“‘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
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一，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专业地研究哲学？
二，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
三，能否离开哲学史而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
在作者看来，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是一种“思想性的历史”。
离开了“思想性的历史”，我们就无法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的思想”。
所以，当我们提出要以哲学的方式去实现理论创新的时候，它实质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
我们应当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形成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第三句话，“流行观念陌生化”。
在作者看来，所谓哲学做的全部的工作就是对构成我们思想的各种流行的基本观念的批判。
比如说，当代哲学为什么特别关注包括正义、平等、自由这样一些问题？
它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在时代的水平上对我们原有的这样一些基本观念展开一种前提的批判。
最后，第四句话，“基本理念概念化”。
哲学非常重要的工作应当做到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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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哲学“成神似的自恋”与“自我崇拜”极易助长一种“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优越
感，并因此把对普通人生活的漠视合理化。
当哲学把自身视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哲学的思想与话语很容易演化为一种“神
话”，哲学的行动由此也很容易演变为“替天行道”的“圣战”。
现当代众多思想家已从不同角度深刻地指出，哲学的这种试图控制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的野心正是造
成历史上众多痛苦和灾难的思想根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的进程受到某种哲学
“学说”、“思想”的规范和约束，人与社会历史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就在于它由具有“自由意志
”的、有“目的”和“激情”的人所构成并由其所推动和创造，无数的“自由意志”、“目的”和“
激情”无法由任何一种哪怕是最高明的哲学学说、思想和话语所囊括。
无视每一生命个体和具体场景中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和愿望，以哲学和哲学家所把握的“真实答案”
为尺度和标准来要求它们，实质上是以哲学和哲学家的“真实的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
迫和拷打他们，并确信不管人的实际自我是什么”。
哲学和哲学家们以自身的无限自恋和极度自负把一切轻轻地放在一边，为了自身“无上的荣耀”，硬
起心肠，哪怕现实的活生生的生灵付出多大的苦痛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是哲学的成功，然而也是它的最大失败。
其次，哲学“成神似的自恋”与“自我崇拜”极易形成一种单极性、一元化的思维定式和话语诉求，
哲学和哲学家将所“发现”的“真理”、“生命”与“道路”定义为“真”、“善”、“美”，并据
此把其他一切定义为“假”、“恶”、“丑”，由此便建立起一种“真”与“假”、“善”与“善”
、“美”与“丑”的两极对立模式，在这两极模式中，毫无疑问，前者占据绝对、无条件的统领和主
导地位，以前者为尺度和标准，来控制和消灭后者，乃是哲学天赋的职责和使命。
很显然，这种“两极对立”模式实质上是以单极的无上霸权和一元的绝对权威为旨趣的，无论是起点
还是归宿，“两极对立”实质上是“一元独霸”与“单极操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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