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问题与哲学的当代性

当我们在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中掌握常识，体验日常生活的安静与祥和的时候，往往

不会作形而上的思考，而当我们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时，就逐渐走进了哲

学的世界。哲学不是沉静的水潭，它随着生活的变化泛起涟漪，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各

种热点问题。探讨当代哲学热点问题，至少要对三个层面加以审视，首先是何谓“当

代哲学热点问题”？其次是怎样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再次是如何在此过程中深

入思考哲学的“当代性”？只有对这些问题逐层加以解析，才能提出并回答具体的哲学

热点问题，才能领悟哲学审视问题的方式及其“爱智慧”的态度，才能把握哲学的当代

性及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文关怀。

一、何谓“当代哲学热点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何谓“当代哲学热点问题”？这个层面包括四个问题，首先是“什

么是哲学”，其次是“什么是哲学问题”，再次是“什么是哲学热点问题”，如果不对这三

个问题做出说明，那么对第四个问题“什么是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所做的任何解释都是

缺乏根据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 1861 年翻译成汉字的概

念，19 世纪 80 年代由黄遵宪先生传入中国。通常认为，哲学产生于 2600 年前的古

希腊，它的希腊语是“Philosophia”，“sophia”是智慧，“Philos”意思是“趋向于”，我

们之所以趋向于某个事物，往往因为对这个事物的“爱”，因此，哲学就是“爱智慧”。

它并非智慧的别名，而是始终“趋向于智慧”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将哲学理解

为名词乃是重大的误会。那么，哲学家如何“爱智慧”呢？什么是“爱”呢？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诗人阿里斯托芬之口讲述了耐人寻味的爱情故

事，他说远古时代的人们与现今是不同的，那时人们长着四只胳膊、四条腿，头上有

方向相反的两副面孔，是能够自我繁殖的圆形动物，他们敢于挑战神的权威。面对这

种挑战，宙斯决定惩罚他们。宙斯既想要他们活着，又要削弱他们的力量，于是采取

一分为二的方式，将他们从中间剖为两截，并让阿波罗分别缝合这两部分的伤口。从

此他们只有两只胳膊、两条腿，而被分开的两部分强烈渴望复合在一起，这就是爱情。

柏拉图讲的是爱情，想要说明的是哲学问题，他看到对智慧的爱是人本性的要求，但

这种爱永远在追求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哲学研究永远在路上。

中国先秦时代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童年时代既有差别，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以思想

的方式呈现在诸子百家的言说中，随时移世易。因而，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也是动态

的。这时中西哲学都是包罗万象的普遍性存在，很多学科尚未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

去，但深入思考各种问题已经是这时哲学家的基本生活方式。可是，哲学问题没有标

准答案，“什么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因为对智慧的爱是没

有止境的。这不同于科学，科学往往都有标准答案，它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和手段。哲学要为科学确立价值目标，它是以提问和反思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对哲学

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的本质特征。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哲学问题？“哲学问题”体现了哲学的工作方式，

因为哲学是以提问的方式展开的，她对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追问，思考事物何以如此与

应该如何，因此，哲学通常以批判的方式在场。哲学批判不同于科学归纳，哲学要对

科学问题加以分辨，可以说，“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中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系列思

想的链条，从中呈现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就其内容而言都已

经过时了，其理论贡献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回答问题的”，



“任何一种哲学都仅仅代表着哲学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在现代生活中，很多人不停

地忙碌奔波，有时候忘记思考生活的目的，往往因为缺乏人文精神而感到茫然。确立

人文精神，要通过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而哲学问题不同于其它问题，它通过反思来呈

现生活的意义，以“爱智慧”的方式思考社会热点问题，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希望。可

以说，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在反思中凝结的，它来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热点问题，通

过批判生活中的实践误区，言说人类的思想何以引导实践，继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改

变世界”。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哲学热点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问题

往往不是哲学热点问题，但是，当这些问题经过哲学审视，以理性的方式展开自身的

逻辑框架时，就开始具有哲学问题的独特属性。卡尔•马克思 1845 年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第 11 条中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这句话后来被刻在马克思的墓碑上。他告诉我们，“改变世界”是思想者的重要

使命。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工变得越来越明确，“解释世界”的工作逐渐由各门具体科学

完成，哲学要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确定生活的价值目标。马克思致力于在改变世

界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而改变世界的前提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在深入思考的过程中探求改变世界的路径，继而使之成为实践中的活动。因此，理解

哲学热点问题非常重要。

解析哲学热点问题，要探究为哲学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意义，审视哲学问题中引

人关注的领域，对“热点”问题的深刻诠释反映了哲学的时代精神。哲学热点问题处于

流变之中，它首先是潜在的热点，继而成为准热点，然后成为热点，人们对热点的关

注是多元的，原有的热点慢慢降温，此后留有余热，直至被人们渐渐淡忘。“热点”反

映了时代变迁与人们关注点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被人们淡忘的哲学热点问题



并没有消失，她回到过去、抵达今天，形成完整的哲学思路，构成人类的思想历程。

哲学热点问题基于生活世界的流变，却不为生活实际所束缚，它致力于超越不理想的

生活而抵达可能的生活。当然，哲学热点问题也有当代性，同样经由生活实践的检验。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四个问题，什么是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前面曾经提到，如果不对

前三个问题作答，那么对第四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解释都缺乏根据。我们已经思考了前

三个问题，从中看到，哲学热点问题要还原到日常生活世界中来，这个日常生活世界

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将哲学热点问题引入当代时空背

景，即对哲学热点问题作时代性规定，使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是，当代

（Contemporary）哲学并不容易界定。西方哲学界通常将当代哲学理解为现代后期

（Later modern）哲学，这个时间范围确实宽泛，囊括了黑格尔之后的全部哲学，

而国内学界指称的当代哲学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哲学，两者相差很多年。为了避免对“当

代”指称的误解，很多学者以“现时代”来指称目前的哲学问题。其实，当今时代的很

多事情是随着 20 世纪中叶爆发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而发生变化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当今时代，哲学家致力于审

视科技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提醒人们摆脱科技的风险，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

“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应该指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与哲学紧密相关并引起人们

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深入反思被赋予哲学规定，成为我们理解当代日

常生活的哲学范畴。

当我们了解了“何谓‘当代哲学热点问题’”之后，就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探究“怎样把握

‘当代哲学热点问题’”了。

二、怎样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



理解任何哲学问题都应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思路深入把握问题的本质，通过提问、探究、

解答等途径来加深认识。但解答未必得出确切的答案，能得出确切答案的往往不是哲

学问题，对哲学问题的解答一般都不是确定的，有的解答甚至是新问题的提出，理解

哲学问题的困难就在这里。在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时，我们不难罗列“当代哲学

热点问题”的很多层面，但难度在于探究其中的深层意蕴及其相互关联，把握的难度

与哲学的深度是一致的。

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有很多角度，比如地域、学派、阶段，各种角度都可以呈现

当代哲学的热点景观。深长思之，有两种角度更为清晰地概括了当代哲学的特质，一

个是引起哲学关注的当代现实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思考的热点问题，比如

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科学问题、人生问题、宗教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可以使哲学在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分支学科，比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

学、科学哲学、人生哲学、宗教哲学，这些分支学科使哲学得到细化，哲学对社会热

点问题的审视因而更加具体，以哲学的方式审视社会热点问题成为人们的实践自觉；

另一个是哲学生成的诸多层面，比如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哲学应

用问题、公共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代获得深入的开掘。上述两个角度相互渗

透，哲学的分支学科在审视具体问题的同时，必然以哲学的方式提问、探究与解答，

同时，哲学生成的很多层面也借鉴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两者都要在哲学的当代

视界中理解“热点”问题及其意义。

哲学的分支学科得到重视，反映了人们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从微观角度审视问题被

认为是哲学发展的新路，哲学的分支学科都是从相对微观的角度理解问题的。哲学的

分支学科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比如关注政治问题，从人性与正义的

内在关联层面探究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发展的良序，为解决问题确立价值规范；比如



关注文化问题，从文化与人的一体性存在角度着眼，扬弃非文化现象对人类文明的侵

扰，提升人文教化的境界；比如关注宗教问题，审视当代宗教发展的特点，思索人类

生成的精神皈依，考量宗教对人类向善的指引，探究宗教冲突对人类文明的破坏……

同时，哲学各分支学科都要追溯思想发展的源流，从古希腊或春秋战国的典籍中探求

思想支持，确认哲学成因，但是，这种努力的落脚点是当代社会发展与当代人生成的

实际问题。当代哲学热点问题超越了哲学僵化、静止的思维方式，从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具体问题出发，致力于解决困扰人类生成的现实问题。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关注点是

确定的，而且实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融通，与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时

间分类方式比较而言，当代哲学注重从空间角度把握问题，注重实现哲学在不同领域

可能发挥的现实作用。

哲学生成的很多层面反映了哲学的时代精神，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体现为“元批

判”（Metacritique），以反思的方式把握事物的内在根据。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看过

教学楼的墙壁上挂着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照片。有一个 5 岁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

这张照片时，问她的妈妈：“这个老爷爷为什么哭呢？”孩子的话让大人感到震撼，“这

个老爷爷为什么哭呢？”为爱因斯坦拍照的摄影师曾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原来，爱

因斯坦是不愿意拍照的，这个摄影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得以进入他的工作室。那天，工

作中的爱因斯坦忘记了拍照，摄影师提醒他：我们之间曾有这个约定。当他们谈到 E

﹦MC 导致了原子弹的爆炸时，爱因斯坦悲伤的眼神近乎绝望，他问摄影师：“你相

信将来会没有战争吗？”摄影师被他的目光震撼了，站在那里默默按动了快门。这张

照片拍出了爱因斯坦的灵魂，这个发现相对论的物理学家没有想到，自己的科研成果

被人利用，发明了原子弹，他要为此承担道德层面的责任。大家知道，原子弹在广岛

和长崎的爆炸造成了很多无辜平民毕生的创伤，那两朵蘑菇云让人们陷入沉思：科技



是一把双刃剑。为此，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两天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

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家联合起来，抵制核武器对人类和平造成的威

胁。

爱因斯坦看到物理学背后的意义世界，这个思路让我们感知哲学的别名：形而上学。

我们生活在有形的物理学世界，哲学要在有形的世界之上探求生活的意义，这个意义

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黑格尔告诉我们，“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等同于没有神像的庙。”

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世界内在一致。当代哲学为此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这种回归是以批判的方式进入的，它提醒人们坚持个性思考。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

哲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

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

仿效。”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而不为流行的规范所限制，真正体现了哲学的超越能

力，反映了哲学的批判精神。

当代哲学生成的诸多层面使人们重释哲学“终结”之类的问题，无论是“科学革命”与分

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还是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格式化，都不

能否认哲学的价值规范对公共生活的引导作用，不能无视哲学思维对民族复兴的积极

意义。马克思对“未来的哲学”与“未来的世界”一体性存在的论述不乏启示，既然“未来

的世界”以哲学为主调，“未来的哲学”具有世界视野，那么，哲学的“终结”就仅仅意味

着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终结”乃是一种新的开始，而确认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

与价值规范仍然是思想者重要的理论努力。

哲学思考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漫游，哲学回归生活，如同游子返回家园，无论具

备多么富有时代感的知识，它的回忆都无法抹去母乳与眠歌的画面。哲学境界为人类

提供了超越的启示，但不会忘却成长的历程，它的超越无法离开生活的基点，人们对



哲学的青睐正缘于此。当战争的阴影使人们遭受生命威胁时，当生态的破坏令人们产

生忧虑时，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冲击了价值底线时，哲学思考不应该缺席。哲学研究

固然不同于时事评论，但哲学家不应在书斋中貌似安静地思考生活之外的世界，沉湎

于“白马非马”之类诡辩的游戏，而应在关键事件面前体现智慧地把握时代的能力。

哲学在当代生活中始终在场。在当今时代，数字化传播方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

我们十分熟悉“@”这个符号，它时常让我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一首题为《生活》的朦

胧诗，全诗只有一个字：“网”。它生动地说明我们现今的生活状态，我们生活在网络

化社会，网络化社会的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技术使人们增进了

对地球以外世界的了解，大家知道，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凝结着几代航天人的智慧，为

人们了解宇宙打开了新的窗口。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宇观哲学呈现在我们面前，它

与后现代理论家倡导的微观哲学构成我们理解世界的两种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观念解放的方式作为实践的先导，学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这一著名论断，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的

实践证明，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哲学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体现时代精神

的精华。

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必须重视上面提到的两个角度，各分支学科呈现哲学审视

问题的微观路径；哲学生成的诸多层面则体现了实践批判的宏观世界。通过思考“怎

样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如何在此过程中深入思考哲学的

当代性？

三、如何思考哲学的“当代性”？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

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



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

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

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

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

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

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

呼声。”1842 年 5 月，青年马克思撰写了《集权问题》一文，其中这段充满激情的哲

学话语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哲学的当代性反映了哲学“批判”的方式，并在“批判”的过程中确认理想生活的价值。

哲学家提醒人们超越生存的境遇而抵达生活的境界，生存是人生无意义的自然存在状

态，而生活是追寻意义的存在方式。李大钊先生说过，“哲学者，笼统地说，就是论

理想的东西”，哲学确认的理想体现为不满意当前的生活，希望在当前生活的基础上

抵达“可能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为当代生活提供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境界，当

代哲学问题从批判现实的角度确立可能的生活世界。这个理想反映了以哲学审视当代

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惊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

来自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惊异”使问题得以成立并期待解答，暂时的答案可能引

发新的“惊异”，“惊异”使原本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使“常识”层面的事物得到重新

理解，哲学的当代性是在“惊异”与追问中得到揭示的。

哲学的当代性生动地体现了爱智慧的求索之路。罗蒂有些无奈地指出，“我们每个人

都是五分钟的明星。”哲学的发展与思想的超越并非当代所特有。黑格尔借《新约》

的话来说明哲学更新的速度：“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

脚，已经站在门口。’且看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不会很久不来，正如它对



于其他的哲学也并不会很久不去一样。”当代哲学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上帝之

死，主体之死，人之死，哲学之死，后现代之死……耀眼的概念转瞬即逝，其实，所

有的概念都没有“死”，只是哲学的提问与解答方式发生了变化，即人们扬弃了以往思

考问题的角度与“范式”，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是在对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黑格尔用“密涅瓦

的猫头鹰”在黄昏后起飞来说明哲学这种反思的特征。当代哲学热点问题突出当代性

而不乏历史感，纷繁多元却并非杂乱无章。“离开历史感的所谓现实感，只能是一种

外在的、浅薄的、时髦的赝品，同样地，离开现实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只能是一种繁

琐的、经院的、教条的说教，它只能作为学究式的自我欣赏，也不能构成‘思想中的

时代’或‘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冷静沉思不乏“必要的张力”。当代哲

学热点问题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交汇，反映了哲学的超越特质，“它总是被迫在起点上

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个解答都

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

当代哲学热点问题不缺乏“从头做起”的努力，问题属于当代，对问题的解答却不能仅

仅停留在当代。艾耶尔说过，“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

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

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当代哲学既有体现时代精神的理论

质感，又有贯穿历史的文化眼界。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

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

存在哲学里。”当代哲学不缺乏“断裂”之思，但所有“断裂”之思都不能脱离哲学史的背

景，即使对哲学史加以批判性反思，也必然以之为着力点，提出并解答当代问题。



对当代问题的思考，犹如观察阳光中的万花筒，总会有新奇、曼妙的变幻令人惊异。

万花筒中的丰富变幻源于阳光对彩色纸屑的照射，如果没有阳光的照射，彩色纸屑在

我们的眼中就无法闪现色泽。思考一旦离开生活，就会在假设中追问永恒的道理，这

样的道理能否被认可，还得经过历史的检验，从而证明其有用或无用。梁惠王赠给惠

施大瓠之种，惠施用心种植，待其长成，瓠硕大而质地松软，做酒壶提不起；做水瓢

盛水少；实乃大而无用。惠施怒而击碎之。庄子说：你没打算以之为“腰舟”，与你一

同浮浪于江湖，开始美好的逍遥游？浮浪于江湖而开始逍遥游，实乃无用之大用。当

然，这种“大用”是因其彰显的内在价值与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息息相关，毫无意义的

思考从来都是要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

古往今来，人们对世界的思考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景，但大抵可归纳为“超验”与“经

验”两种视角，前者自信地张扬形而上的智慧，认为日常生活镌刻的全然是思想的路

标；后者对这种自信产生怀疑，因而更愿意从身边寻找实在的道理，却可能限制了思

考的眼界。哲学不能缺失超验视角，平庸地诠释生活没有高度可言，任何哲学都不是

头脑中凭空的思考，即使思考看似漫无边际的玄境，也要靠日常生活的经验来支撑。

哲学的超验视角不能离开经验肌体，人们的思考有时候游离于生活之外，如同上课或

开会的时候走神了，回过神来的时候可能忘记走神时想了什么，毫无疑问，生活的现

实不会因为走神而有丝毫改变。人们对哲学的思考就有过类似走神的经历，比如脱离

或者不屑于思考日常生活的具体环节，或者将生活抽象为思想的标签，继而夸大思想

的能力，从而“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样的努力固然可能讲清楚各种道理，呈现

出或洒脱或聪颖的人生境界，却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哲学的超验视角应深入浅出，其深刻源于对生活常识的合理超越，其浅显意味着具有

使人们轻松接受的能量。哲学研究要融合经验与超验两种视角，并在两种视角内在融



通的过程中，使感性描述与理性沉思融会贯通。所以，哲学也不能缺失经验视角，因

为任何哲学都有自己关注的对象，都要围绕相关的问题发言。哲学思考固然不应沉湎

于功利目的，但漫无目的的思考决非明智之举，特别是我们的思考应该在对历史和现

实的关注中体现责任意识。哲学沉思不能离开日常生活，即使思考超验的神话也是如

此，尽管超验的神话中的场景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可能经历的奇境，但所有的场景

都能够为人们所感知。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孙悟空大闹天空，神话蕴含的道理都是

人类能够把握的。哲学的经验视角与时俱进，随着日常生活的变迁，我们可能遭遇以

往从未遇到的难题，诸如心理疾病、网络综合症、恐怖主义等都要在深入思考中寻找

答案。同样的道理，哲学不应成为书斋中的私语独白，哲学固然要在严谨的考证中展

开学理思辨，探索文本根据，但不应忽视思辨成果能否为生活中的人们接受，哲学若

要大众理解和掌握，就得用简捷明快的形式表达深刻的道理。

只有融合超验与经验两种视角，才能把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之所以对大众文化

展开价值批判，是因为其中某些迎合庸俗趣味的作品误导了读者对日常生活的认识，

以为沉浸于庸俗的体验中，便可以获得真正的快乐，殊不知，真正的利己必然同时在

客观上利他。从长远来看，单纯利己的愿望从不会得到满足，仅仅局限于自我利益满

足的人生无疑是乏味的。哲学的超验与经验视角犹如望远镜的两个镜头，在观察事物

时缺一不可，远方与脚下始终为“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同样看重。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并非旨在成为社会发展的翻译或解说词，而应致力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判断

公共事件可能走势，其高远的境界兼容鲜活的生活情趣，为理想和现实提供思想的张

力，哲学对生活世界的思考指向对社会发展与人生幸福的认同，继而使人们在生活节

奏中感到劳动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展望未来发展的前景。



当代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政

治哲学为契机，“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往对宏大叙事与构

建体系“大全”的努力被看作书斋的呓语，而将哲学问题的侧重点放在“改变世界”的实

践中。当代哲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关注日常生活实践

层面的微观问题，思考哲学影响社会的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这种思考或许因为淡化哲

学的一般性而显得比较现实，但是，这种现实之思切近当代生活实际，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得以增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

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这句话有助

于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的现实批判，只有在实践层面考虑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当

代哲学才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当代哲学从多元角度展开的微观审视不缺乏“思维的

此岸性”，其未来生成的可能性毋庸置疑。

综上所述，了解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必须思考它所包括的四个问题：什么是哲学？什

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热点问题？什么是当代哲学热点问题？“熟知并非真知”，

我们对自己了解的东西未必能够把握，把握当代哲学热点问题，应当审视当代哲学各

分支学科形成的思想图景，分析当代哲学对哲学本性的传承与创新，探究当代哲学开

启的独特观察视界。我们在审视热点问题的时候发现，从冷却的热点引发新热点，构

成了哲学热点问题的逻辑链条与联动效应。成为“当代问题”的哲学沉思都是时间性的

“热点”，都曾引发对哲学的重新思考。当我们对当代哲学热点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

应当深入思考哲学的当代性。这种思考应当扎根于生活实践，又不乏形上之思。这种

思考应当以提问的方式呈现哲学的当代性与当代人在审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

论热点，反映哲学与时俱进的思维活力。这种思考应当重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规定，



符合“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领域提出问题并探求

具有现实意义的答案。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哲学点亮智慧的灯塔，照亮人生之路。当历史进入当今时

代，哲学家以实践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改变世界，对热点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文化审

视，从而超越虚无与喧嚣。当我们渴望超越浮躁与喧嚣的时候，往往在阅读哲学文本

的过程中，感到思想的升华与心灵的安顿。让我们一起开启“爱智慧”的思想旅程，领

悟哲学的文化境界，回归生活世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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