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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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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境中的常识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常识( 对应的是英语

中的
*4554+ 67+67

(是一种感知!理解和批判

事物的能力(几乎为所有人所共有(并且几乎

能够被所有人毫无疑问地所接受)日常生活中

对于常识的理解( 脱胎于哲学中对常识的讨

论(涉及到好几门不同的欧洲语言(包括有拉

丁语的
67+6-6 *455-+06

(希腊语的
840+7 .06!

"(7606

(和法语的
)4+ 67+6

(然而这些词语也并

非完全相对应)

古代哲学对常识的解释

就哲学中的运用而言(*常识&至少拥

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源于希腊哲学的(指的

一种动物灵魂的能力(由亚里士多德提出) 他

在+论灵魂,中着重讨论了常识概念) 他认为常

识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使得各种不同的感

官集合起来感知各种不同的特征)比如运动和

体积(这些为所有事物所共有的特征) 这种能

力帮助人类和动物能够分辨和辨识事物)它与

基本的感知和人类理性思维不同(但却能与后

两者共同运作) 第二层含义(则受到了罗马哲

学的影响(尤其是斯多亚派哲学家们(包括奥

勒留-爱比克泰德!西塞罗等人的讨论) 通常被

用作指称对于其他人及社团的一种自然的人类感受)正如日常生

活中的运用( 这两层含义都指代一种基本的意识和判断能力(自

然地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甚至不需要有任何解释)

常识概念处在历史中

而所有的*常识&意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都与复

杂的历史纠葛在一起( 并且在现代西方文明史的政治和哲

学讨论中演化(尤其是有关科学!政治和经济的方面) 尤其

是在英语语境中)在现代(*常识&一词经常被用作起修辞效

果(有时是贬义的(有时则具有权威性的褒义) *常识&常被

贬义地等同于粗俗的偏见和浅薄( 但也常常被褒义地用来

指代好品味的标准和最基本的原理)

现代哲学对常识的再思考

从笛卡尔对常识的批判开始( 哲学史上发生了欧洲大

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之争)在笛卡尔著名的+谈

谈方法,一书中(他建立起了常识的现代意义及其所面

对的争议 ) 他声称 (所有人都有近似的和足够的常识 (

但罕有人能够很好地使用常识 ) 因此 (笛卡尔描绘了

一种怀疑论的逻辑方法(人应该使用这种方法(而不是过

分地倚赖于常识)笛卡尔开启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回应)

在接下来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 常识则被更积极地视为

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常识被用来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

形而上学则与古代政权联系在一起)如托马斯$潘恩最广为

人知的小册子就以*常识&为标题(该册子被称为整个十八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册子( 影响了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 )

如今 (常识概念及其运用方式 (仍然是哲学中的方法

论和伦理学讨论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 (也是现代社会

科学哲学中的焦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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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未知的已知之事# $理性的公共之用

哲学的任务$

辨认!未知的已知之事#

有些问题不仅没有或对或错的答案(而且本

身就是错的问题) 哲学的任务不是提供回答或答案(

而是向问题本身提交出批判性的分析(让我们看清(我

们感知问题的方式阻碍了我们的解决)

!'"%

年
%

月(拉姆斯菲尔德对已知和未知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略显外行的哲学讨论 (他

说"*存在着已知的已知之事) 这些事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 也有已知的未知之事(这是那些我

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但还有未知的未知之事)

这些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而最关键

的是他所忘了加上去的" 那些 *未知的已知之

事&(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确切说来是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不知道自身的知识&)拉姆斯菲

尔德认为(与伊拉克的对峙中最主要的危险是*未知的

未知之事&(甚至对那些来自于萨达姆的危险没有丝

毫怀疑) 伊拉克监狱的丑闻却揭示出(主要危险

是*未知的已知之事&(我们假装不知道那些不予

承认的信仰!假设和丑事(然而它们才构成了我

们公共价值的背景)挖掘那些*未知的已知之事&是知

识分子的任务) 这也就说明了拉姆斯菲尔德何以不是

哲学家" 哲学反思的任务确切说来就是辨认出我们生

存中的*未知的已知之事&)这也就是说(康德所说的先

验性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未知的已知之事&的网

络(这样一种我们为察觉的意义之视域(那也至少构

成了我们通向真实的路径)

康德的启蒙$

特异个人的普遍性

康德构思出了世界主义*世界公民社会&的理

念(这并非简单的民族国家公民向全球跨民族国家

公家的扩张(而是涉及到了从一个人*有机的&!在特

定传统中实现的民族身份认同原则(向完全不同的

身份认同原则的升级%%%可参考德勒兹的普遍特

异性(它对立于由个体性
(

特殊性
(

一般性组成的三

重性(这也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 对黑格尔来说(

*世界公民社会&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缺少

特定的中介(因而也就缺少现实性) 这涉及到的是

一种抽象的身份认同( 无法从实质上把握到主体.

对于个人来说(唯一的方法是有效地参与到普遍人

性中(因此也就是要通过充分的对特定民族国家的

身份认同%%%比如说(只有个人作为德国人-英国

人//而言才是*人类&) 对康德来说却相反(*世界

公民社会&将普遍特异性-特异主体的悖谬作为特

定之物的中介(直接参与在普遍性中) 这并非是与

包围性的全球性实体0人类'的认同(而是与普遍的

伦理政治原则的认同%%%其原则为所有人所知)

这也就是说(康德著名的话*什么是启蒙1 &(

意味着*公共&与*私人&的对立) *私人&并非与社

团纽带对立的个人(而是一个人特定身份认同的

社团
(

机构秩序(而*公共&则是理性实践的跨民

族普遍性) 悖谬在于(一个人参与到*公共&环境

的普遍性维度中(是作为一个特异个人从其实质的社

团身份认同中抽象出来的(甚至是对立的%%%一个人

只有作为彻底的特异( 在社团身份认同的缝隙之中才

是真正普遍的)

哲学的批判性$

解蔽公共领域中的真实情况

作为*理性的公共之用&( 哲学的任务(并不

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重新定义它们.不在于回

答问题(而在于提出恰当的问题)

有一个有关民主德国的老笑话"一个德国工

人得到了一份在西伯利亚的工作 .他知道所有

的信件都会被检查( 他告诉他的朋友们"*让我

们建立一种暗码"如果你收到我的来信是普通的

蓝墨水写的 (那就是真的 .如果是红的 (就是假

的) &一个月后(朋友们收到他的第一封来信是蓝

墨水写的) *这里的一切都棒极了"商店里商品琳

琅满目(食物充足(住房又大供暖又好(电影院里

放的是西方的电影(还有很多漂亮姑娘等着要邂

逅一场艳遇%%%唯一没有的就是红墨水) &此处(

结构比看起来的更为复杂"尽管工人不能以预定

的方式来表明他在说假话(他却以贯穿信息的方

式来诉说) %%%怎么做呢1 他把暗码放到带暗码

的信息中去)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是标准

的自我引证的问题"信件是蓝墨水写的(其内容

就完全是真的吗1 答案是没有红墨水这一事实(

而信本该是用红墨水写的 ) 亮点在于 (提及没

有红墨水 (这一字面的事实是有独立性的 "甚

至如果真的有红墨水 (无法获知的谎言 (是审

查情况下获知确切真实信息的唯一方法 )

这不就是批判哲学的矩阵吗1 它不仅存在于

审查制度的*集权主义&条件下(在自由主义审查

制度更精巧的条件中也是如此) 一个人开始同意

说他有自由获得他想要的一切%%%接下来他就

加上说(他唯一所缺的就是*红墨水&)

我们*感到自由&(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用语

言表达我们的不自由) 缺少红墨水在当今就意味

着( 我们用来指称当前冲突的主要词汇%%%*恐

怖战争&(*民主与自由&(*人权&等等%%%都是错

误的词(它们模糊了我们对情况的感知(而不让

我们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由&本身遮

蔽并维持了我们更深层的不自由%%%这也就

是哲学让我们看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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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于中国上海!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

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

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

国哲学丛书$主编%

!,,$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

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

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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