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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是本怎样的书？
　　这是一部浪荡与沉思的作品。
　　它浪荡在游戏与学术之间，不做伪学问，也不做死学问。
　　它沉思生命的意义、思维的旨趣，守卫逻辑，反击荒谬。
　　这本书有什么主要内容？
　　这本书的主题是思维方法，重点在思考艺术。
　　它以幽默而无懈可击的思路讲授思维方法，演示思考艺术。
　　它以非哲学的形式讲述哲理，抛弃正襟危坐，换上机锋妙谈。
　　这本书展现了怎样的心灵？
　　这本书推重骑士精神，提出爱情宗教。
　　它以坚定不移的精神思索天人之际，探索逻辑的起点与哲学的终点。
　　它以矢志不渝的情感寻找人世间安身立命的基石，求得人生的圆满。
　　一语总括：　　这是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著作，一手持剑，一手拈花，刺破诡辩，抚触温柔
；不在公式上绕圈，不在术语上蒙混，撇开无谓的枝节，直探思考的真义与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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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天命，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讲授数理逻辑，专精思考方法与天人之学，把高深玄奥的哲理讲得如叙家常，通透易懂。
 
　　他幽默机敏，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使人无处可藏而噤若寒蝉，人们称他为“小李飞刀”。
 
　　他剑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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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浪荡与沉思——李天命先生谈经历和思想一、从老人精到学生会会长李先生，从大学时代开始，
你即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起初你是怎样念起哲学来的？
其间曾否考虑过转系或就业的问题？
有的人从小就被哲学问题困扰，我属于这一种人。
大约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独自在街上“流浪”（那时的小孩，能走路的大都会得溜到街上玩，不
像现在的小孩子，没有大人陪伴就不准到街上去）。
我一面“流浪”一面想：“我是谁？
为什么有我？
为什么有这个世界？
”这样边走边想，“流浪”到灵粮堂（嘉林边道和太子道交界处的教堂）门外，忽有声音仿佛自天上
来：“天命！
”抬头一看，原来是父亲找我回家吃晚饭。
他问我一个人低着头背着双手在街头踱步干什么，我说：“想问题。
”然后告诉他我想些什么问题。
他一听就哈哈大笑，回家之后把经过告诉妈妈哥哥们，他们听了也大笑起来。
那时我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有什么好笑，只是傻兮兮地跟着一起笑。
到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小孩子想那些问题，可算得是“老人精”（小老头）。
第一次接触到“正规哲学”，是在升上中学以后。
在一个下雨天，我走进孟氏图书馆避雨（后来改名为孙逸仙图书馆）。
穷极无聊，随手找些书来消遣，偶然拿到一本中译的《哲学概论》，便随意翻阅。
虽读得似懂非懂，但有个印象：那些常困扰我的问题大概就属于哲学。
到了中学毕业，懵懵然跟着大家一齐报考中文大学，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哲学。
由于不想进其他学系，事实上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系好读，于是便在“第二志愿”（那时不设“第三
志愿”？
）一栏内仍然填上“哲学”（我以前经常忘记要守规则，这时毛病又发作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系，也没有担心过就业前途的问题。
在我看来，毕业之后只要不饿死便可以了。
倘若志向只在“飞黄腾达”，一开始就不会报读哲学系了。
我从小就心高气傲，到大学时期更目空一切，视俗世如无物，自以为凭自己的条件，要是从事其他行
业，也能出人头地的。
结果念了哲学，那完全是兴趣使然。
现在纯粹由于兴趣而读书的人不多，你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般是怎样的呢？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大学生，一般都比较“浪漫”，不那么“现实”，读书多从兴趣出发，追求异性时
则往往不顾一切。
那时没有现今学生之间流行的那句格言：“不怕她丑，最要紧的是易上手。
”我们比较热心于课外活动，比较关心思想、文化、时代、人类前途等方面的问题，虽然每每流于空
谈、高调，但如果定要两者择一，我宁取这样的年轻人而不取那些“年少老成”、从来没有傻过也从
来没有天真过的年轻人。
就以学生会来说，那时的学生会常有多个候选内阁煞有介事地出来竞争，我做会长那一届就须得击败
另外两个候选内阁才能当选。
但现在的学生却往往因为做学生会工作没有实利可图而组不成阁。
今天有不少学生太过势利，缺乏理想。
这个评语也许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理想，那就是金钱。
许多人正是根据这个“理想”来考虑念什么科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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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捣蛋反叛与主动读书　　你以前读书的态度和方式，跟时下的学生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做学生时，反叛性很强，经常不守规则。
譬如体育，所有大一同学都去修这科，我偏不修。
体育老师吴思俭先生年年叫我去上课，提醒我不修体育不能毕业，但我硬要等到大四那年才去修。
又如“社会学导论”，那是哲学系学生的必修科，我平时不去上课，要交的功课有几位很可爱的同学
替我做，年终考试就不及格。
该科老师何太太叫我去补考，我就是不肯去。
她很愤怒，说：“必修科不及格不能毕业。
”我说：“将来的事将来再算。
”幸好世事就是那么巧：到大三时，“社会学导论”不再列为哲学系必修科，否则我能否毕业便很成
疑问了。
总之，我做学生时经常有捣蛋的倾向，例如考“中国哲学史”不及格，就是因为不好好地去答问题，
却去分析、挑剔题目，结果唐君毅老师就给我不及格。
我这种捣蛋反叛的作风固然不足为训，但是现今学生那种太过循规蹈矩的态度也有缺点。
今天的学生大都采取“被动读书”的方式，只看学科指定的参考书，甚至只读课堂上抄下来的笔记。
我认为做学生时不妨偶尔吹牛、夸大，回到家里便会（便应）心虚胆怯，然后“挑灯夜读”。
以前我喜欢硬找一些老师没有讲过的书来念，可以增加吹牛的本钱。
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存在主义、数理逻辑等等都是这样子开始念起来的。
读中大[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学校根本没有这些课程，我就到图书馆自己找书看。
后来进芝加哥大学，数理逻辑是博士班的必修科，我摸到系主任的办公室，要求在课堂外考核我的数
理逻辑水平，希望能够破例：免修该科。
结果如愿以偿。
这得归功于“主动读书”的习惯。
三、留校开新科，留学赌沙蟹传说你在美国念博士时，从没有在学校出现过，却溜到别的地方去了。
实情是怎样的呢？
我也听过有谣传说我从没有在芝加哥大学逗留过，说我的学位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拿的。
其实我是去了加拿大，每逢学期终结要考试就乘飞机回芝加哥，平时则留在加拿大经常赌沙蟹。
现任教于香港大学统计学系的吴启宏兄，那时在加拿大念博士，慷慨提供自己的房子做沙蟹战场，常
有各路英雄云集。
本人大杀四方，正是乐不思蜀。
一天忽接到牟宗三老师的长途电话，说他立刻就要退休了，叫我即回。
我如梦初醒，论文根本未动工，只好告别战友，把论文高速写好就回香港。
算起来，我也并非从没有在芝大出现过，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
这点现今在中大任教的几位芝大校友也都知道。
事实上我向来有缺课逃学的习惯。
我最反对大学还要点名，硬性规定学生上课，那是侮辱了大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
你讲得好别人自然来听，讲得不好就该自我检讨，靠点名来逼学生上课有什么意义？
中大一直有点名制度，你那时经常缺课，怎能过关？
全赖师长辈宽容，不拘小节。
譬如修“中国通史”，那是文学院必修科，我到临近学期终结才去上课，孙国栋先生抽样点名点到我
，我说：“到！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原来孙先生每次点名都会抽到我，但每次都无人应，接着他总会停一下，左右望望，今
次竟然例外，竟然有人说“到”，同学们就觉得好笑。
我缺课这么多，孙先生却是大人有大量，让我考试及格。
其实我能去考试，还得感谢教务长王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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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结束时他把我叫去，要替我算一下各科缺席的账。
一算之下，缺课缺了100节左右，依校规不准考试。
我结结巴巴，心里正盘算着要吹什么牛，他却开口说：“下次不可以这样了！
”直到如今，我每想起王先生就深感怀念。
你读大学时的师长辈与今天大学里的讲师、教授比较起来，其作风或风范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今天大学里的教师之中，以下三类人为数不少：一类像小商人，一类像公务员，一类像身体孱弱的退
休纪律部队队员，难见有风流人物。
我以前遇到的师长辈多温润儒雅的长者。
唐端正先生是我的第一位哲学老师，真诚亲切，到现在我见到他仍能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
唐君毅老师和牟宗三老师更是当代大儒，宏博精深，海量汪涵。
记得我修读牟老师的“宋明儒学”时，还是一贯作风，经常缺课，临考试的前一天就打电话问他是不
是“真的要考试”。
他说：“当然真的！
怎会是开玩笑的呢？
”我问可不可以改期，他说：“当然不改！
”到下学期开课，我缺席如故，同学走来告诉我，说牟老师在课堂上大骂：“李天命这个东方阿飞，
平时不来上课，考试前一天就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要考试，还要我改期，天下间哪有这样的事！
”不过骂归骂，牟老师对我始终循循善诱，悉心教导。
他一早已看出我的思想路向和人生态度都与他迥然大异，甚至天南地北，背道而驰，但还是容得下我
，兼且用心栽培，这份胸襟人格，实非常人能及，每一想起就使我感动不已。
听说在牟先生做系主任时，你以助教身份担任讲师的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进芝大之前，在中大当了一年助教，由牟老师推荐我开两门以前从没有在中大开设过的课程，那就
是“高等逻辑”和“科学哲学”。
普通逻辑由讲师教，新开的高等逻辑由助教来教，这个责任大概只有牟老师才担当得起，或者说这一
“怪招”大概只有牟老师才有功力施展出来。
此外他还介绍我到校外课程部讲“语意学”、“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等课程呢。
四、从逻辑到新诗，从飞刀打架到勃拉姆斯分析哲学、数理逻辑等学科与存在主义看起来南辕北辙，
你的兴趣应是多方面的吧？
可以谈谈你的兴趣吗？
许多人以为讲思考方法、数理逻辑等“硬文化”就不能讲文学艺术、人生哲学等“软文化”，其实两
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我向来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这些兴趣在中学时就已养成。
在街外浪荡、赌博、打架，回到家里念唐诗、宋词、古文，或者听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勃拉姆斯
⋯⋯这是我中学生涯的一面。
到进了大学，我培养出许多不同的兴趣，比如一方面读分析哲学、数理逻辑，一方面读存在主义、写
新诗。
以前在《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报章杂志上写，有个时期且负责编《盘古》的《风格诗页》，
近年则在《博益月刊》的《诗叶》上写。
不过写东西只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我最怕理论繁复而生命苍白。
我不喜欢长篇大论“谈”生活，我喜欢充充实实“过”生活。
我从来不是书虫，也不属于文人形态，更不属于学究形态。
我认为只有蠢材、庸才才会浪费生命花时间去写那些自己心底里也知道是没有真正价值的、而且也没
有人会有兴趣看的、只是以“学术”之名去掩饰而其实转眼就会被抛入废纸桶里的废料。
若要做这种蠢事，我宁愿把时问用来嬉戏。
事实上我很喜欢玩，尤其喜欢惊险刺激。
至于拍拖（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相信任何人都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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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除了喜欢这种“活动”之外，我还喜欢飞刀、赌沙蟹、“闸”脚踏车、划艇、爬山、滑滚轴溜冰
，等等。
其中最喜爱的而且也是最擅长的，就是飞刀和赌沙蟹。
以前曾把飞刀的入门手法教过几个哲学系的学生，但他们后来都没有练好，真有点可惜。
在我来说，兴趣的多样化是很有意义的：一来兴趣的满足本身就有自足的价值，二来对于我的学习很
有帮助。
浪荡了一段时间之后，常会心慌起来，特别容易记起“勤有功，戏无益”的古训，这时读起书来就会
格外起劲的了。
五、反学术游戏，向下接不向上爬无论读起书来怎么起劲，你花那么多时间去玩乐嬉戏，会不会妨碍
研究工作呢？
什么研究工作！
科学家做研究工作是天经地义，那是实学。
哲学家搞研究工作是哲学的堕落，那是把戏。
西方哲学家的典范，苏格拉底，他的工作就是思辩。
就是思考和辩论。
他搞过什么“研究工作”了呢？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迦、六祖、耶稣、维特根斯坦等人，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学”，但那不
是现今读哲学的人搞的那种饾订式的research，不是那种所谓的“研究工作”。
这类“研究工作”绝大多数是自欺欺人的学术游戏。
英美方面如戴维森（Davidson）、达米特（Dummett）等人玩这种游戏玩得十分出色，严谨精细，但
终归是游戏，碎屑烦琐，迷失了哲学的方向。
欧陆哲学方面也往往是玩学术游戏，而且每每玩得非常笨拙，暖昧空洞，不堪分析利器一击，可谓属
于九流的级数。
至于其他等而下之者，所玩的学术游戏或“研究工作”，则九流也不入，只能算是“伪学术游戏”罢
了。
伪学术游戏不能与非欧几何之类的“数学游戏”等量齐观，这里不必细论。
我们要留意的是，玩这种游戏的人喜欢把“无用”美其名为“纯学术”，以“纯学术”之名去文饰其
“无用”的实质。
假如要玩这种“纯学术”的话，我看只消随便用左手的尾指的小指甲的一小部分，去逗弄一下，就能
玩得很不错的了。
但无论如何，哲学教师不以研究工作来评核，那么可参考什么来决定升迁呢？
你怎样看升迁的问题？
依我的理想看，哲学家根本无须理会升迁的问题。
他的人生意义绝不在此。
理学院、医学院等比较不容易弄虚作假的地方不在此论，就我所知，除了极少数例外，升迁与否一般
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学术游戏或所谓的“研究工作”，其二是人事关系或钻拍工夫，尤以第二个
因素为主。
以上所讲是否实情，圈内人都心知肚明。
我一向自觉要远离这两个因素。
我以前有一叠稿子拿了去友联出版社，有几十万字，那就是牟老师在我的《存在主义概论》的序言里
提到的《分析哲学》（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
这叠稿子与《存》先后拿到友联，《存》先印了出来，《分》正要付印，我到友联社长林悦恒先生那
里把稿子“骗”了回来。
台湾《鹅湖》杂志社的一些友人知道此事，多次劝我把稿子给他们拿去印，我一直支吾。
这叠稿子和《存》同一时期写。
《存》没什么大错，比同类中文书写得较为清晰有条理一点。
《分》所谈的问题属于我的本行，其水平自然比《存》要高，至少思路清晰，有系统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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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时期写的东西都能做到这一步，无须忸怩不好意思讲。
许多看过这叠稿子的学生、朋友都认为没有理由不拿去印，一再催问我。
现在我可以在这里把原因说出来，同时也算回答了“为什么牟老师写的序言提到的那部书没有了下文
”的问题。
《分》的付印对于升迁或许有用，对于读者却没有什么用，那就是唯一的原因了。
这书印出来会有500多页，若以我近年的语文功力来估计，其真正受用之处5页就能讲完。
我最厌恶且瞧不起大而无当的砖头厚书，缺乏诚真，自欺欺人，既浪费自己的生命，也浪费读者的生
命。
这样看来，《分》即使胜过许多庸书，却仍然属于我厌恶的学术游戏或所谓的“研究工作”的范畴。
这叠稿子是不会印出来的了，就让它塞在抽屉底，不再一顾。
至于怎样远离前面所讲的第二个因素，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洁身自爱，有所不为。
知我者都知我平日只跟学生在一起，那是向下接而不是向上爬的路。
我自觉地要走这条路。
在“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会议”的大会总结讨论中，刘述先先生说：“李天命是天生的表演者，跟他
的学生是最多的。
”我嘉许这个观察。
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年轻人比较纯洁可爱，较有赤子之心。
很多人一到中年就易变成老油条。
孟子说“见大人则藐之”，老油条未见大人已软，一见大人就可入口溶化。
所以最好还是冷眼旁观，保持距离，免受油渍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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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天命的思考艺术》出版至今，单在香港就前后印了54次近10万册；《破惘》印了12次；新作《杀
闷思维》于2006年7月出版后，四个月印了9个版次，创造了学术书的销售奇迹。
 香港哲学鬼才李天命作品完整版首次完整版首次面市大陆，牟宗三、金庸、倪匡、张五常众名流倾力
推荐。
他的著作奇少，却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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