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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存在的基础
   爱智慧的视阈

黄 小 晏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管理系, 山东 烟台 264000)

摘 要: 哲学就是爱智慧。通过对东方如印度、中东和中国等的考察, 尽管印度、犹太和中国等东方民族

对 #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有所差异, 但对 #哲学就是爱智慧∃, 也即意味着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理性思考

和追求, 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认同和一定的家族相似性。由此证明了哲学作为爱智慧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

在于东方。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在东西方的相互对话

中 ,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 不仅推进了学术规范,而且也为哲学面对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提供了总

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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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常是作为强调空间差异的地理概念,

本文的 #东方 ∃范围系指亚洲, 尤以中国、印度、

#中东∃和日本为主。从历史上看, 这些东方国
家或民族中很多早期就步入人类文明史, 并发展

出灿烂的思想文化。然而,在当今哲学的分析话

语普遍引入西方哲学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并以

其为主的情况下, 东方是否只有思想, 而无哲学

(史 )的质疑四起, 包括中国哲学等在内的东方哲

学如何确认其在学术体系中的话语权已成为近几

十年来哲学界的重要话题。学者们围绕着东方哲

学的合法性论证、东方哲学何以可能等展开激烈

的争议。这些争论背后的本质, 主要集中于如何

理解哲学,或者说能否在哲学的界定上达成共识。

一、哲学就是爱智慧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哲学的面

目并非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关注的问

题,还是论说的形式, 哲学的表现形态常常各有

差异。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最宽泛的层面,

对 #哲学是什么∃加以澄明。应当回到哲学就是
爱智慧这一古老的判断上。从概念起源上来看,

#哲学∃ ( ph ilosoph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就是由
#爱 ∃ ( philos)和 #智慧 ∃ ( soph ia)两个词合成的。

1.智慧之爱是何种爱

在古希腊,爱有多个名称。 #例如 eros(两性

间的爱 )、ph ilia(对朋友和同胞的爱 )、agape(普

遍的仁慈 )、浪漫的爱、神圣的爱 (对上帝的爱 )、

同志友谊、同情、关怀和关心。 %尽管爱这个词
受到种种滥用, 但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 它没有

失去它的感情上的力量, 无论何时用到它时,它

都会引出温暖、热望、幸福或满足的情感。& ∃[ 1]

但古希腊哲学层面上的爱是 # ph ilia∃, 它是一种

温和而理性的 #友爱∃。
当代哲学家弗洛姆也把爱视为人自身所具

有的一种积极、主动的理性。他指出只有 #爱是

对他人的积极洞察。在爱中,我们希望了解秘密

的欲望通过结合得以平息。在融合的过程中,我

们认识了对方, 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所有人∋∋

不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所能给予的知识,而是通过

融合的体验对人唯一适合的方式,去了解人身上



有生命力的东西。∃ [ 2]
可见, 西方哲学中的爱, 本

质上是一种集中于广泛探求中的理性沉思,是一

种不懈的追寻,是对世间事物变化背后恒定的不

变的憧憬与向往。

在本文中,我们将爱智慧之爱界定为一种喜

欢和追求。作为一种理性,它与漠不关心完全相

反,而与希望、信念一起构成了人的生存意义。

之所以要去爱,是因为爱的对象被判断为好的,

或者说是重要、重大的, 值得去向往和追求。同

时也有一种理性反思在里面,也即意识到自己需

要它。此外,还隐含着一种奉献的精神, 即为了

得到爱的对象, 可以付出甚至是自我牺牲。 #爱

必须是为某种价值而奉献出自己的意志。∃ [ 3] 103

爱是一种给予,一种基于善意的献身。得到了,

就是一种满足;得不到,也是一种憧憬,仍然要孜

孜不倦地去追求它。进一步来讲, #人是一种没

有爱就无法生存的存在; ∋∋所谓人就是这样一

种存在, 即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善, 为不懈的爱

而挑战的存在。或者说是为了爱而不怕受伤, 对

这个世界的状态进行挑战的存在。确实, 人是通

过爱来预感超越的一种形而上学之存在。∃ [ 3] 123

所以, 爱就意味着理性的不懈追求。爱者在追求

被爱者的过程中, 双方达到融合与统一, 由此也

就更好地把握了被爱者。

2. 被爱着的智慧是何种智慧

将智慧作为爱的对象,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

了这一观点。他在哲学层面上对 #智慧 ∃进行了

解读, 认为 #智慧只在于一件事, 就是认识那善
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思想是最大的优点, 智慧

就在于说出真理, 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

话。∃ [ 4]
后来的苏格拉底也曾这样说过: #我年轻

的时候, 克贝啊,对于研究自然的那种智慧怀有

极大的兴趣。我觉得, 知道每个事物的原因, 了

解它们怎样生成、存在和灭亡是一件很崇高的事

情。∃ [ 5]
而对智慧作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当属亚

里士多德。他在 !形而上学∀中指出, #智慧就是

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在其 !尼各马可

伦理学 ∀中, 亚里士多德又再次强调 #智慧是知

识的最精确的形式。∃( 古希腊哲学家们关于智

慧的观点代表了古代西方人对智慧的认识。智

慧主要是指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它与根据

事物的现象所获得的认识即意见是针锋相对的。

在中国, 智 (慧 )最初与知识同义 ( #智者,知

也 ∃!尔雅∀ )。但多数思想家只是谈到了智慧 (或

知识 )的特点、功能等,却没有对 #智慧 ∃给予直

接的界定和解释。直到后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

对 #智慧 ∃作出明确的界定: #深知祸福谓之智,
反智谓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谓童 (蒙昧 )。∃

(!新书) 道术∀ )也就是说, 智慧是指人们对未来

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把握。

现代汉语对智慧的解释基本与英语一致,主

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学

问,或者是见识、创见 (此种含义具有知识的性

质 ) ;二是把智慧定义为一种洞察、辨别、预见、

创新的能力 (才能 )
[ 6]
。

在本文中,智慧指真知和才能的统一。得到

了智慧, 就意味着对事理的通达、本质的洞察和

远见的明晓, 从而能够正确地去行为。只有得到

智慧, 才能清醒地了悟世情, 提升人生的精神境

界。获得智慧并非易事,是否拥有智慧与自身的

禀赋和后天的追求有关。

3.何谓爱智慧

传统西方哲学, 无疑是发源于古希腊。∗ 古

希腊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 即哲学所关心的是那

些并非日常生活层面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绝非经

验、技艺的学问,与哲学相关或者以哲学为乐趣

的人都是基于一种对智慧之爱。 philosophia (哲

学 )由 ph ilos和 Sophia(智慧 )合成, 且 philos是

动词 ph ile in(爱 )的形容词形式。在关于爱智慧

一词的使用上,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较早

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爱智者。因为只有神才能拥

有智慧, 人只能去热爱和追求智慧,亚里士多德

认为, #人们是由于惊奇, 才从现在开始并且也

从最初开始了哲学思考 ∃, +哲学不仅能使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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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 982. a1- 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 1141a16

虽然希腊哲学的诞生地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地理上属于 #东方 ∃的地域,其历史分期也与世界历史的历史分期并不完全

一致,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都有其相对完整的自身延续和演变的历程。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 #西

方哲学 ∃主要指的是一种区别于印度、中国等的独特哲学形态。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 982b15.



脱无知,特别是当人们在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以及

使人安适的物质事物之后,哲学还能引导人们关

注具体的功利目标以外的东西,如探寻宇宙最根

本的原理和人生的意义等。柏拉图曾在其 !斐

德诺篇 ∀中, 把车手比喻成理智, 两匹马分别喻指

意志和情欲一样,强调理性的主导作用。因此,尽

管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等一切知识领域都是水

乳交融的,古希腊的 #哲学 ∃的范围比较广, 几乎

一切与知识有关的内容都被纳入哲学的范围,但

哲学的本质就是爱智慧,是一种深入的理性思考

和不懈的追求,这在古希腊那里确证无疑。

当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认识虽然存在着一

定的差别, 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差别仅仅是表层

意义的,并没有脱离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框架。当

代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就认为, #哲学的本质并不

在于对真理的掌握, 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 ∃[ 7] 5。

胡塞尔也主张用哲学的反思去认识生活的真谛

和意义,他在忘我的哲学思考中严格地 #面对实
事本身 ∃, #被看做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

度,即不断地从头开始,追问最原本的问题,尝试

最直接的回答。∃ [ 8]
其弟子海德格尔也认为 #沉

思执著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 [ 9]
因为

即使是最精美的情感, 在哲学中也没有任何地

位。 #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 而且是理性

的真正指导。∋∋人人都认为哲学是理性的事
情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 10] 589

换句话说, 哲学就

是 #思辨的认识 ∃ [ 10] 597
, 它意味着一种孜孜不倦

的、深入的理性思考。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在

其!西方哲学史∀#绪论 ∃中对 #哲学 ∃作过这样的

解释: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

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

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

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

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 [ 11]
即使对

语词的分析,也是一种不断深入的理性思考, 因为

语词和概念都是关于指涉这个世界的。

总之, 哲学就是爱智慧,是一种深入的理性

思考和不断的追问, 体现了主体 (人 )的一种主

动自愿的、积极的追求,是一种追根究底的深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 #哲学就是爱智

慧 ∃,它 #并不能给予,它只能唤醒    它能提醒

并帮助人去获取和保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

能从中理解他以前所实际知道的一切。∃ [ 7] 34

二、爱智慧在东方

哲学就是爱智慧,是具有普遍性的, 这不光

体现在西方, 在东方也同样存在。在此, 我们将

主要对中国、印度和中东 (犹太 )构成的东方哲

学形态进行分析, 论证东方哲学也是爱智慧。印

度虽然地处南亚, 但其哲学思想却影响了古希

腊 和中国( ,因此就让我们先从印度开始考察。

1.爱智慧在印度

印度的地理环境宜于耕种和放牧,印度人的

生活相对富足和安详, 有利于人们冥想。这种类

似禅思顿悟式的冥思, 是印度人进行哲学思考的

开始。相当于希腊语 # ph ilosoph ia∃ ( #哲学∃ )的

古印度梵文是 # dar& sana∃ ( #见 ∃ ) , 意指哲学学

说或体系, 也称为 # anv iksik i∃ ( #探究学问 ∃ ) .

# dar& sana∃源自词根 # drs∃,意指 #看见∃;相应的

术语是 # drsti∃指 #哲学见解 ∃, 意指有别于其他

意见的某一思想学派的解释或逻辑的探讨
[ 12 ]
。

印度的重要经典 !摩奴法典 ∀其 #摩奴 ∃ ( manu)

一词的词根是 #思考 ∃ ( think)。由此可见,印度

自古就有着探究和思考的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印度哲学始于 !奥义书 ∀,从

整体上来说, !奥义书 ∀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内

容,即 #梵我同一∃、轮回与解脱的思想等。

#梵我同一 ∃理论作为奥义书的核心理论,

首先确立了 #梵∃ ( B rahman)这个所有事物存在

的原因。如 !白骡奥义 ∀ ( I. 1)开宗明义地说:

#何者是原因? 何者是梵? 我们从何而生? 我

们赖何生存? 我们依何立身。∃作为宇宙的最高

实在, #梵∃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拥有着万物本

体的地位。因此关于对 #梵∃的认识就是最高智

慧,是人类应该孜孜不倦去追求的。 #梵我同

一 ∃的中心思想是, 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

的 #梵∃, 与作为内在的阿特曼 (自我 )在本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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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布克哈特曾指出印度文明对毕达哥拉斯的影响, 并把印度民族称为 #拥有高度文明的亚洲民族 ∃。参见 Jacob Burck

hardt, K ulturgesch ichte Griechen lands, p. 593, Berlin, 1934. 转引自马琳 #哲学起源于希腊说置疑 ∃。学术月刊, 2007年,第 2期, 47页。

中世纪,中国人曾多次去印度取经的史实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所以印度佛教哲学思想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是同一的,如果认识了 #梵∃,也就认识了自己本

身就是这 #梵 ∃的部分体现, 即透过 #人类的自

我 ∃而看到 #宇宙之我∃,正所谓 #智者从自身中
找到神。∃但是因为人的无明 (无知 ), 把 #梵 ∃和

#我∃看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没有认识到 #梵

我同一 ∃,不知道只有 #梵 ∃是唯一的实在, 对真

实的本质无知或者说分不清真实者与非真实者

的区别,错误地认为在 #梵 ∃之外还有多样性的

世间事物, 并迷恋和追求这些虚幻不实的东西,

无果的追求自然使人痛苦,产生轮回。

#轮回解脱 ∃与 #梵我同一 ∃思想相辅而行。

要解脱轮回只能通过消除欲望的方式,即得到关

于 #梵∃的智慧, 认识到一切皆 #梵 ∃,领悟到 #自

我 ∃即 #梵∃, #梵我同一 ∃。一旦领悟到我们与整
个世界是同一的, 那么原先的那种分裂的要求、

贪占的欲望也会随之消失,没有欲望就没有相应

的追求行动,自然就不会有轮回转生。因此, 认

识真理,获得无上的智慧, 是摆脱痛苦、跳出轮回

的唯一途径。这也就是 #智慧解脱∃。(

所以,印度的爱智慧,特别是对 #梵我同一 ∃

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是显而易见的。

2. 爱智慧在中东

与主要受自身内部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印

度哲学所不同的是, 犹太哲学受外部非犹太文

化、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较大, 由此形成了

犹太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相融合中,强调用理性去

追求智慧的鲜明特点。

古犹太教 #智慧 ∃一词的词根是 hokm , 具

有技巧、能力之意,希伯来语言中的 #智者∃是指

那些具有 #卓越道德能力或特殊技巧 ∃的人, 路

德维格 ) 科勒 ( Ludw ig Koh ler)断定: #在希伯

来,智慧 ( h k m )的人首先是指, 能理解事物并

能正确地理解它的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因此

自身知道在具体的情境中该如何行事的人。∃∗

公元之初,犹太人中出现了第一位犹太哲学

家斐洛, 斐洛受过良好的希腊教育,在他的哲学

代表作 !论创世 ∀中, 斐洛运用古希腊哲学的概
念和原理,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逻各斯思想

来阐释 !圣经 ∀中所蕴涵的各类哲学问题。他是

首位把理性主义+纳入到犹太宗教视野的犹太

哲学家,开创了运用理性思维来分析和论证犹太

宗教和习俗的先例。

中世纪重要的犹太哲学家达吾德认为,人的

目的是追求智慧。, 他将人生比喻成去圣地朝

圣的旅行,整个旅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储备各种知识,特别是宗教知识。第二阶段是踏

上征途, 也即反思自省 ( se lf- exam inat ion ), 目

的是净化、提升自己, 使自己远离大小邪恶。第

三阶段是进入目的地即神圣之城,得到有关上帝

的圆满的知识。− 可见,达吾德非常注重对知识

(智慧 )的获取, 并坚持一种反省的精神和不懈

追求的哲学品格。

被犹太人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迈蒙尼德,

进一步在内容和形式上,用理性主义将犹太教的

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结合起来。他认为信仰的建立应该以理性为基

础,信仰要符合理性, 只有经过理性检验过的信

仰才是真正的信仰,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在其

用阿拉伯语撰写的 !迷途指津 ∀里, 迈蒙尼德集
中阐述了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指出思辨

的理性追求并不会削弱神圣启示,人的理智有助

于神圣知识的获取。他将理智的认识分为三个

过程: 首先是进行抽象, 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

概念,最后是在沉思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把

握 ( apprehension) ,包括对事物本质和原因的把

握。可见,迈蒙尼德的认识论具有典型的爱智慧

的内涵。

综上所述,犹太哲学家们普遍主张一种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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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即死后灵魂转世投生。但是不管灵魂转世入哪道哪生,都还是在轮回之境中,也即要由前世之业而受今世之果,同时又

以今世之业而引来世之果,如此不断流转,故轮回的世界总是痛苦的。而这种轮回业报是因为人的欲望及欲望导致的行为引起的。

除顺世论外,后来的印度各宗教哲学派别,也都在 #智慧解脱 ∃的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其间的争议主要是各派对智慧的理解或

解释不同。

Koh ler, ludw ig, H ebrewM an, Trans. Peter R. A ckroyd, London: SCM Press, 1956: 104.转引自 X inzhong Yao. W isdom in Early Confu

cian and Israelite T rad itions. A shgate Pub l ish ing lim ited, A ldershot, England 2006: 134.

尽管毕达哥拉斯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斯多亚派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的。

在大多数犹太哲学家那里,最高的智慧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所以,认识上帝成为犹太人的最高追求目标。

本部分内容参见 IsaacH u sik, A H istory ofM ed ieval Jew ish Ph ilosophy, p. 204. 转引自 傅有德等著!犹太哲学史 ∀ (上卷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62页。



性的宗教∃。 强调要用理性去解读和探求 !圣

经 ∀智慧, 而且越是走向现代, 这种特征就越明

显,如当代的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等

都是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犹太哲学史

家古德曼说: #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

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作的描

述。∃(尽管犹太哲学在追求智慧上不离弃信仰,

但也同时强调理性思考对追求智慧的重要性。

3. 爱智慧在中国

在中国, 儒家思想∗ 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主流

思想的代表, #一个中国人, 不管他是佛教徒还

是道教徒,他首先一定是一个儒家信徒。∃ [ 13]
与

犹太学者认为智慧的获得离不开信仰上帝所不

同的是,儒家智者们并不认为智慧的获得与信仰

有什么联系,而是可以只凭不懈追求就能获得。

如孟子曾经指出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 ( !孟子

) 告子上∀ ),实际上,中国儒家自孔子开始, 就认

为智慧的获得是渐进的理性探寻, 孔子曾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 ( !论语) 为政∀ )每个阶段都是个体获得智慧

所必不可少的过程,具体的途径除了深入的思考

之外, 还重点强调了思与学的结合。孔子明确指

出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 ( !论语 ) 为

政∀ )。他教导求学者在学习中, 通过对宇宙秩序

和人生之道进行深入的理性反思,力求深刻, 获

得普遍原则, 从而达到一通百通, 正所谓 #智者

不惑∃ ( !论语) 子罕 ∀ )。孔子曾强调说 #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 !论语) 述而∀ )后来的!中庸∀也强调反思要与学

同时兼顾, 主张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

之,笃行之∃+。

相对古希腊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表现

形式以具有洞察力的短文箴言居多, 儒家主张通

过学习和反思得到智慧,对智慧的追求本身就是

一种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 力主为学者要作出正

确的选择,过一种明智而又高尚的生活。尽管中

国的智慧,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的,与

人的思考和体验直接相关, 不仅包含知识这个构

成要素, 也包括对经验积累的考察和提炼, 特别

是与美德紧密相连。− 但与其他哲学形态一样,

中国哲学无疑也是一种理性追求,由此帮助我们

作出正确的选择, 过一种明智的生活。

三、结束语

近来学界对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
#东方哲学何以可能∃之争,其关键就在于对 #哲

学 ∃的定义作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理解。只有首

先在 #哲学是什么 ∃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才能依

据该共识作进一步的分析。实际上, 对哲学的界

定,可以说有多少流派, 就有多少种定义。最基

本的范畴,往往也是最难以界定或取得共识的。

并且, 即使对一个概念暂时达成共识,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更多内涵的赋予,不同外延的增加,对

该概念的理解显然也就与原先的认识有所出入。

丰富的语言本身也是开放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

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语义,在何种意义上予以适用

就至关重要。所以,只要我们能在相对固定的层

面达成 #哲学就是爱智慧 ∃并保持一定的开放的

张力,那么,不仅西方有哲学,包含中国在内的东

方也都有自己的哲学。

更进一步来看, 存在着共识的主要原因在

于,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是人,都

面临着一些人类共同的、不可避免的同样问题,

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等也会有不同的相似。共同

的人的本性, 也会促使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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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犹太教改革运动后,原来统一的传统犹太教逐渐分化出的正统派等虽然坚持传统犹太教的信仰,严格遵守教规礼仪,

偏向保守,贬低理性和知识,但是他们在犹太文化中并非主流。对犹太影响更大的还是理性主义。

Ju lius Guttm ann, Ph ilosoph ies of Juda ism: TheH is tory of Jew ish Ph ilosophy from B ib licalT im es to Franz Rosenzw eig, N ew York, 1964,

p. 4. 转引自傅有德 等著!犹太哲学史 ∀ (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5页。

本书中的 #儒家学说 ∃主要是指早期的儒家学者,即孔子及其追随者所阐发的思想。

参见!中庸 ∀第 20章。这在法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韩非就非常重视深入的持续思考, 提出了 #思虑熟则得事理 ∃ ( !解老 ∀ )的

深刻见解。

中国早期的字典多将 #智 ∃与知识联系起来,如!尔雅 ∀里的 #智者,知也 ∃,可见,在中国古代,智慧主要源自知识,或者说智慧是

知识延伸的结果。这个词源学的证明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具有知识的内涵。

如孔子的 #智仁勇 ∃三达德,共同构成儒家的理想人格。



普遍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这种考虑问题时的

类似的思维,对共同的、普遍的问题的关注,就有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产生有惊人的相似的思想。

例如中国人最终吸收日本人对 # Ph ilosoph ia∃ (爱

智慧 )的 #哲学 ∃翻译, 以及西方人曾用 # Ph ilos

oph ia∃一词来指称中国 !周易 ∀中的 #易 ∃, 原因

就在此。尽管各自的思考会受到自己风俗观念、

母语习惯的影响,但是 #具有深刻反思能力和理智

的人在相同的问题上得出相同的结论, 是毫不奇

怪的。∋∋任何概括都会遇到反例。尽管如此,
揭示出一些大致的共同点还是不会错的。∃ [ 14]

人类思想的穿透性和学理上的相通性,总是

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与中

国比邻而居的日本, 也曾经同样存在着 #日本是
否有哲学 (史 )? ∃的问题。如曾将卢梭等西方哲

学家的著作介绍到日本的中江兆民, 就认为,

#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 一直没有哲学。∃ [ 15]
他

认为, 日本有的只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考古

学、经学和宗教学等,都算不上纯粹的哲学。他

还指出同时代的加藤和井上哲次郎 等人的著

说, 只不过是将学到的西方观点在日本传播而

已,自己并没有什么哲学, 自然也算不上哲学家。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特别是到了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都纷纷

将其 #中国哲学∃专业更名为 #中国思想文化学 ∃
和 #中国古典文献学 ∃。这种文教改革, 激发了

日本学界从质疑 #日本是否有哲学 (史 ) ∃, 到追

问 #日本哲学何以可能∃问题。日本学者末木文
美士针对德国出版的几部关于 #日本哲学∃的概

论性研究著作, 提出 #哲学 ∃就是一种探求, 即

#有一种存在是以究明本质与意义为关键的, 对

这种存在的真正答案的探求、对一切存在之间的

联系的探求。因此,对关于人的存在的追问也成

为问题。此种探求归结为关于生与死、苦恼、希

望、不安和喜悦的追问。∃ [ 16]
日本这种同样存在

的对哲学的广义和狭义的界定,折射出本土文化

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衔接问题是普遍而平常的。

而这只能通过不断的对话来弥补差异。

总之, 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 主

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 #哲学

就是爱智慧∃,也即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

理性思考和追求, 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

方。日本学者中村元也指出: #我们承认, 在东

方建立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某些内容是具有普遍

意义的。这决不是说所有这些思想体系都具有

普遍性,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思想体系的某些

方面具有普遍性。∃[ 17]那种单纯地将自己的研究

范式和方法当做唯一的范例,片面地认定哲学只

能从欧洲哲学范式的立场来研究,或者掺入强烈

的民族主义色彩, 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与西方

思想的相互对话中,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而

非纠缠于单纯强调东方式的知识与西方式的知

识在性质上不同的一面,才能推进学术规范而有

世界性的意义。所以, 在爱智慧的视阈下,探讨

东方哲学何以可能, 本身就是能够推动哲学研

究,特别是促进不同地域和国别的哲学对话,推

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和兼收并蓄。

更为重要的是, 以此为借鉴, 能够说明哲学面对

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的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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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rnerstone of East Philosophy Being Tenable

   In The Horizon of LovingW isdom

HUANG X iao yan

( M anagem en t Department, N ava l Aeronautical Eng ineering Institute, Yanta i 264000, Ch ina)

Abstract: Ph ilosophy is lov ing w isdom. A fter a literature rev iew o f the East such as India, M iddle East and Ch ina, it is

alm ost agreed that "Ph ilosophy is lov ing w isdom " m eans unrem itting, getting to the bottom o f it and deep rationa l th ink ing,

though there is d iffe rent understanding among them. There for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Ph ilo sophy is tenab le both in the East

and in theW est. Philosophy can be c la rified and dete rm ined by the d ia logue be tw een the East and theW est, wh ich w ill no t

on ly prom ote the academ ic standards, but also prov ide the overa ll princ iples fo r fac ing the applica tion of ph ilo sophy and spec if

ic sub jec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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