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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闲愁最苦&rdquo;，这是诗人的情感；&ldquo;闲思最乐&rdquo;，这是哲人的品格。
哲学需要有&ldquo;闲&rdquo;。
古人如此，至今依然。
人们成天忙于挣银子，忙于买股票、买基金，哲学之神却很难眷顾。
我无非分之想，算&ldquo;有闲阶级&rdquo;，身闲、心闲；再者，我有思的偏爱。
我的专业是哲学，哲学就是&ldquo;思之学&rdquo;。
思，可以是思辨，也可以是思考。
我没有思辨的才能，但我喜欢思考。
当然，《闲思录》亦可称为《学思录》。
孔圣人说过，&ldquo;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rdquo;。
此言极有道理。
　　人是很容易遗忘的，特别是突然冒出来的所谓灵感。
我们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应该尽快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真正能记住的不多，何况那转瞬即逝的火花似的思想。
我平常喜欢乱翻书，也愿&ldquo;麻烦&rdquo;大脑，如有所得，随手记下几句。
我尽量不放过任何不期而至的思想。
　　帕斯卡把人称为&ldquo;会思想的芦苇&rdquo;，可算是千古名言。
人虽然体能不如动物，但人能思。
人比上帝伟大，上帝不会思也不会说，一切由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代思代说。
泥塑木雕的菩萨也不会思不会说，它的所思所说是在由人制定任人解说的&ldquo;签&rdquo;上。
其实一切神说都是人说，包括各种经典在内，都是人之思。
　　人会思考。
各种专业的人都在思考，各个行业的人都在思考。
人人都会思考，都在思考。
但哲学的思考与其他专业不同，它既是一种专业性思考，又是一种非专业性思考。
物理学的思考、化学的思考、生物学的思考，总之各种专业性思考都属于专业学者们的思考，而哲学
思考具有双重性。
它是一门专业，哲学作为专业需要专门研究，自古至今，各个国家的哲学家都是某种哲学思想体系的
创立者，各个大学的哲学系都在讲授哲学，研究哲学。
但哲学思考又与所有人的实践和生活不可分。
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某一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哲学思考。
政治家治理国家，军事家指挥战争，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哲学思考就体现在他们以什么样的
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之中，即使是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也离不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
题。
因为实际生活中人的生活态度，人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就包含着对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看法，包含
着对人对事的价值评价，只是这种哲学思考处于不稳定的、片断的、自发的状态，它与世俗生活是融
为一体的，并没有被意识到。
所以哲学既在天上（具有思辨性和专业性），又在地下（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康德有句名言：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的东西。
康德是大哲学家，我辈岂能望其项背。
但他的这句话对于我们所有哲学工作者都是适用的。
既然是搞哲学，就应该采取一种思索探求的态度。
　　《闲思录》虽名为闲思，但不是闲极无聊时的胡思乱想。
我之所思都是一些哲学问题，与生活有关、与社会有关，甚至与我自己有关。
哲学应该脚踏实地，因为哲学就在生活之中，可它又不能只停留在生活层面，它要提升，即变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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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问题。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我看对哲学同样适用，只是视角不同，提升和再现的
方式不同。
　　我这一生最大的嗜好是&ldquo;思&rdquo;。
它剥夺了我旅游的时间，外出参加会议的积极性，与朋友欢聚宴饮的兴趣。
除了散步，我对时间是很&ldquo;吝啬&rdquo;的，我把它留给了对哲学的思考。
可惜，什么名堂也没有弄出来，这也难怪。
哲学并不是随便就能&ldquo;思&rdquo;出来的。
它需要人生阅历，需要智慧，需要学识。
　　章学诚说，历史学家需要史学、史才、史识。
哲学何尝不是如此。
哲学需要终身努力，需要废寝忘食，需要了断&ldquo;凡心&rdquo;，绝缘&ldquo;红尘&rdquo;，沉醉于
名利者不应该投身哲学。
一句话，追求智慧的确是一种痛苦。
古代有位哲学家说过，找到一个哲学真理比找到一顶皇冠更有价值。
心灵的满足就存在于这种自找的追求智慧的痛苦之中。
　　&ldquo;平生不虑桑榆晚，最喜为霞尚满天。
&rdquo;我很喜欢这副联语，它催老人奋进。
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但不以为然。
老要活出个老劲。
老有老的好处，可以少点物欲之苦、情欲之虑，也可以松开功名利禄的枷锁。
写自己想过的东西，想自己要写的东西。
力求不做&ldquo;瓶装水&rdquo;，把别处趸来的水装在自己的瓶子里。
当然，这需要有长期的哲学磨炼。
我相差太远，但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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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闲思录》是哲学随笔类文章，篇幅不长，但《哲学闲思录》处处体现了作者睿智而深刻的思想
。
《哲学闲思录》就哲学本身以及与哲学相关的一些敏感而时髦的话题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同时关注
人生旅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作者寓深厚的哲学功底于笔端，以哲学这门智慧之学为指导，就与哲
学相关的议题以及人生问题展开讨论，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和实用的指导价值。
《哲学闲思录》分几十篇，每一篇篇幅都不长，而每一篇又都是围绕着哲学主题单独展开，独立成篇
，短小通俗，吸引读者《哲学闲思录》通俗易懂，内容深刻，具有哲理。
适合广大社会读者以及对哲学感兴趣或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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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先达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0年12月30日生于江西鄱阳，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
后留校任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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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ldquo;盛宴&rdquo; 照我看，自古以来没有一门学问像哲学那样，离
大众既远且近。
　　说远，因为哲学与政治、法律相比，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社会意识形式；而哲学家们又往往是用
纯逻辑的范畴和概念，讨论那些形而上的问题。
而且在一些哲学家的逸事中，哲学家都被描绘为衣衫褴褛、行为怪异、语言晦涩的人。
他们或者是高人、是圣人，或者是疯人、是狂人。
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哲学确实离他们太远。
　　说近，因为哲学元素其实就存在于人民的实践和生活之中。
离开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就不可能有哲学，也不需要哲学。
马克思关于哲学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他说，哲学是自己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
里。
他还形象地说，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
哲学并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
　　但是，旧哲学确实难懂，普通大众没有时间去抠原著、读经典，特别是对于那些玄而又玄云山雾
罩的阐述方式，更是敬而远之。
因此，任何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哲学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或者只是在少数同行
中流传，那如同珍宝和黄金埋在土里一样。
哲学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深入大众思想的深度。
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的&ldquo;盛宴&rdquo;，而应该是大众都有可能享用的思想营养。
　　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哲学引向街头的哲人极为罕见，相反高居于大众之上
，自以为只有哲学家才配讲哲学的人不少。
在德国哲学史上，宣传超人的尼采就明确宣称，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学家
是人民的领袖；哲学是把高高在上的受教育集团作为他们的公众，因此在哲学基础上建立一种大众文
化是不可能的。
　　当代仍然有不少哲学家与尼采的看法类似，总认为哲学的本性与大众是格格不入的，它是知识集
团的独占物。
确实，从人类历史来看，哲学家真正走出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从而进入人民生活的极为少见。
可这不能成为哲学与人民生活无关的根据。
哲学家是一回事，哲学道理是另一回事。
　　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他们的哲学就是面对群众、面对现实的，掌握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马克思把哲学看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说无产阶级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当思想的闪光一旦
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毛泽东也一向重视哲学大众化的教育。
他曾发出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认识武器的号召。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只是哲学家们的盛宴，而应该是全民特
别是学生们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至今，人们对&ldquo;大跃进&rdquo;时全民学哲学仍多有非议。
这种形式主义搞运动学哲学的方式确有缺点，不能重复。
但哲学普及教育的功效仍然是不能忽视的。
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开口矛盾，闭口实事求是、办事要从实际出发之类，在街头巷尾时有
耳闻。
可惜，我们纠正运动式的群众学哲学的缺点，连哲学大众化也当作缺点抛弃了，这并不比洗澡倒掉婴
儿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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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话，西方哲学史无法普及，中国的老庄哲学或宋明理学也无法普及，也不一定需要普及。
除专家专门研究之外，它们之中的精华，可以通过二传手，即研究者通过通俗化的著作，为人们增加
哲学知识，提高文化素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法，对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从事实际工作还是科学研究都是
有用的。
最近我读了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更坚定了我这种想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学者谈玄论道展现自己的思辨才能服务的，而是为了用。
&ldquo;用&rdquo;并不是实用主义，而是为了展示和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没有用的东西人们是不需要的。
当然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有所成就，有所贡献，必须走正路、走对路。
　　所谓走正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
义哲学基本原理。
李瑞环同志强调，学哲学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哲学就是要用基本原理。
人们可以看到《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从基本原理来说并没有一个专业哲学工作者不知道的东西。
可是在李瑞环同志手中，运用得那样卓有成效，能解决实际问题。
它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过时，关键在于结合实际，在于应用。
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理解为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重心全部放在提出新
的原理、构建新的体系上。
这不一定是正路。
老实说，至今我没有发现哪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现了新的事实和材料可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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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闲愁最苦&rdquo;，这是诗人的情感；&ldquo;闲思最乐&rdquo;，这是哲人的品格。
哲学需要有&ldquo;闲&rdquo;。
哲学就是&ldquo;思之学&rdquo;。
思，可以是思辨，也可以是思考。
因此本书取名为《哲学闲思录》。
书中所收录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闲极无聊时的胡思乱想，而是一些与生活有关、与社会有关的哲学问题
。
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层面，而是来自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哲学问题。
例如生活的常青树、关于回归生活世界、人为什么要回报社会、理想的人生和人生的理想等文章，都
是作者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亦是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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