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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总是一再地向开端回溯。
这不仅表现在哲学的沉思每每以古希腊或先秦为历史之源，而且在于哲学往往以反思自身的方式，不
断地追问何为哲学或哲学究竟是什么。
无论是史的考察，抑或是理论的思与辨，都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何为哲学的问题。
历史地看，哲学的不同形态、不同进路，也常常相应于对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
　　哲学究竟是什么？
这一追问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而形上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
然而，自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后，冷落、蔑视、嘲弄、拒斥，便渐渐成为后者时常遭遇
的厄运。
随着形而上学渐遭疏离和拒斥，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越来越成为问题，与此相应的现象之一，便是哲学
与具体领域的知识开始呈现某种趋同之势。
从历史的演进看，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与近代以来哲学研究本身渐趋职业化、专业化相关。
哲学本质上是智慧之思，从事哲学思考的哲学家，首先是志于道的思想者。
但是，一旦哲学成为某种职业或专业，那么哲学家也就容易由智慧的追求者，转化成仅仅从事某一层
面、某一个方面思考的专家。
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涉及的主要是存在的特定领域、特定方面，专家的关注之点，也每每限于某一
领域或方面，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以及哲学家的专家化，既将形而上的沉思推向了哲学的边缘并相
应地悬置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也在历史与逻辑双重意义上导致了哲学的知识化。
　　如何回到哲学的本然形态？
这一问题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也就是：如何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
的真实形态？
这里本质上依然涉及何为哲学的追问，而对它的回应显然无法离开形而上的视域。
在历史上，形而上学曾展示了多样的进路，其中不乏对存在的思辨构造或抽象推绎，但形而上学并不
能简单地等同于这一类的抽象思辨。
作为智慧视域中的存在理论，形而上学既以存在本身的具体性为指向，又贯通、融摄了把握存在的不
同方式，二者在不同意义上为深入地理解世界提供了前提；形而上学的以上路向，同时也体现了哲学
的内在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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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形而上学相融而相合的，当然不仅仅限于理论理性层面的认识论、逻辑学，广而言之，形而上学与
实践理性层面的价值论、伦理学等等，同样并非彼此悬隔。
前文已提及，从道德的基础，到价值判断的根据，从审美活动的对象与主体，到哲学层面的终极关切
，都内在地渗入了形而上学的视域。
可以说，形而上学既致力于回归存在的统一，又联结了智慧之思的不同向度，从而在双重意义上体现
了哲学以求“通”为指向的内在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对作为存在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质疑、拒斥，哲学
似乎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职业化，哲学家相应地愈益成为“专家”；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也渐渐
界限分明甚至壁垒森严，哲学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则由“道”而流为“术”、由智慧之思走向技术性的
知识。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强调了智慧对于哲学的重要性：“哲学惟一的急务（sole preoccupation）
是智慧。
”这一看法颇有意味，它从一个方面表明，康德已以其哲学家的敏锐，注意到了智慧在近代（包括他
自己所处的时代）被遗忘的趋向。
这一状况在康德之后似乎更趋严重，而哲学之求其“通”的品格则相应地每每被遮蔽。
以此为背景，重新确认形而上学所体现的哲学之求“通”的走向，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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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形上之域与存在的具体性　　一、存在之思与形上之域　　在其逻辑学中，黑格尔将“
存在”视为起点，并由此展开了他的本体论学说。
黑格尔所讨论的“存在”，首先具有逻辑范畴的意义，而有别于具体的实在，从“存在”出发的本体
论，也相应地主要表现为逻辑的分析。
然而，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并不仅仅是一种思辨推演，它在某种意义上植根于现实的关系；以“存在”
为本体论的逻辑出发点，同时也折射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本原性。
　　存在着这个世界或有这个世界，这是对存在作进一步追问的逻辑前提。
从常识的层面看，“有这个世界”是不断为生活实践所确证的事实；从哲学的层面看，关于世界是什
么、世界如何存在等等的辨析，总是基于世界本身的存在。
绝对地否定世界的存在，往往很难摆脱哲学的悖论：如笛卡尔已注意到的，当一个人否定或怀疑世界
的存在时，这种否定或怀疑本身已确证了某种“在”（怀疑者及其怀疑活动本身的“在”）。
海德格尔曾将“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视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或最原始的问题，这一问题同
样以存在的本原性为前提：惟有“在者”已在，追问在者之“在”才有意义。
　　对存在的探究，既展开为“为什么在者在”这一类终极根源或原因的追问，也涉及具体的知识领
域，后者与经验之域有更切近的联系，其形态往往呈现多样的特点。
在近代的知识分类系统中，知识领域通常被区分为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前近代的
知识系统虽然不一定有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按近代的分类标准，亦可归人相应于以上类别
的形态），而每一种知识的分支又常常对应于存在的某种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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