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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对“学术版”的含义，作些补充说
明。所谓“学术版”，主要是区别于中国曾在相
当长时间里流行的集体编书套路，如编普通教
科书的套路。其表现为，先根据主题统一思
想，再拟定出写作大纲，然后分头写作，最后由
主编统稿。这对于普通教科书，也许可作为一
种套路，但是作为人格独立和自由创新的学术
研究之展现，上述编书的套路，是不可取的。

我们这套《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突出
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参与本书的编者作者之独
立自主性和自由创作之精神。据此，我们在选
择作者时，很注重他们的专著研究成果的水
准，包括有没有创新的独立风格等。可以说我
们这套书，乃是诸位作者独立自由创作的一种
综合。因此，在这套书中，能看出20世纪 80
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史研
究的新面貌和研究的深度，具有比较长远的学
术价值。这套书能获得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
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首届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不是偶然的。

打破把哲学视为单纯知识的偏见
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

有一种对哲学史的看法很流行，说“哲学就是
哲学史”。后来知道，这是对于黑格尔哲学观
和哲学史观的一种概括性的体会。黑格尔这
种观点，可以批判分析，但时至今日，它仍然包
含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在黑格尔《哲学史
讲演录》中，他用其僵化甚至公式化的体系框
架，对哲学史强硬规范，从中我们还能明显地
看到，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思想形成，确实得益于他对哲学史洞见迭出的
深刻研究。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家几乎
没有不重视哲学史的。因为除了现实的科学
与文化，哲学史乃是哲学发展另一个不可忽视
的源头活水。

随着中华民族整体科学与文化水平的提
高，读哲学史和哲学经典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精英们会感到，若要使精神
丰富和境界提升，哲学和哲学史的修养，绝对
是不可缺少的。在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成立
四十周年时，我应学会负责人之邀，为纪念会
写了一张条幅：“哲思是提振精神的动力，可发
现真善美，祛除假恶丑。有如春风唤醒大地之
生机，瞬间呈现出万紫千红。”下面我对此条幅
作些解释。首先，我这里用“哲思”，而没有用
哲学。我意在使哲学动态化，打破把哲学视为
单纯知识之偏见。因此，其中包括马克思、恩
格斯所说的，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
教条之意，但又不完全归结为此意。

当然，哲学家创作的哲学是哲思的产
物。但是，若想学到种种哲学的知识及其思
想，不可能像学习常识或数理知识那样现成
地接受，而是必须进入一种普遍的“哲思”，才
能创造性地学有所成。所谓普遍的哲思，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有怀疑精神，即
当今所说的“质疑”精神；其次，还要有批判精
神。但是，真正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完全的否
定，而是“扬弃”，正如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
黑格尔那样，相继间既有否定，又有建设性创
造性的思想推进和发展。单纯的完全的否
定，这无论对思想理论还是现实，都只能造成
大破坏和大灾难。

这种普遍性哲思，对于个人而言，其所以
有如春风唤醒大地生机的作用，是因为对于能
进入这种哲思的人，乃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启

蒙。就是说，能使人从蒙昧状态的人性中觉
醒，使人变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能
够不断创新的人。如能认真阅读我们这套哲
学史，咀嚼其中的章节，就能品味到普遍哲思
带给人的自我启蒙味道。哲学史所包含的质
疑精神和扬弃式的批判精神这种普遍哲思，因
其具有自我启蒙的作用，特别值得珍视和践
行。

哲学这种精神产品具有独创性
我们现在人类居住的地球村，正在面临被

破坏乃至被毁灭的严重危机。1945年美国在
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两个城市十
几万人瞬间被毁灭。从那时起，这种人类危机
就显示出可怕的征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原
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其毁灭的力量已经发展
到能瞬间多次毁灭整个地球的程度。不能不
说，这是人类追求技术进步的巨大负面作用。
这种负面作用还在膨胀，当下在人工智能研究
中出现的智能机器人，从“阿尔法狗”屡次战胜
世界围棋大师开始，已经在人类生活各个领
域，都在从过去延伸人的能力，发展到要以过
去难以想象的高质量高速度，替代似乎日益显
得萎缩落后的人类。从而使人类陷入有可能
被智能机器人淘汰的危机。据此，哲学家和未
来学家提出了“后人类”概念。

必须说，在当下，“后人类”是人文领域，特
别是哲学领域，最值得重视的概念，也与我们
这套《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相关。罗素曾把
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史》命名为《西方的智
慧》。可以说，他抓住了哲学的核心价值。哲
学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智慧的重要提升。对于

“后人类”危机问题的解决，哲学与哲学史能不
能提供智慧呢？答复是肯定的。后人类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技术飞速发展中，如人工
智能、核能、生物工程的使用等，是无限制地放
纵其发展，还是必须有所限制？显然，必须让
核能、智能机器人等永远隶属于人类掌控的为
人类效劳的技术产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
学》“主奴关系”意识描述中，曾揭示主奴地位
可能转变的现象。即当主人把自己一切生产
生活需要，全交到奴隶手里掌控时，有一天就
会使奴隶转变到掌控主人的位置。今天，反思
黑格尔主奴地位转换的描述，对比当下人类与
技术关系有可能地位转变的问题，确实不能不
让我们深思并给我们以启迪。

人类面对危机时，都需要有智慧的智者现
身。对此，也有史可证。20世纪80年代，曾经
以克隆术的实现，引发一次世界性的讨论，即
科学有无禁区的大讨论。问题的核心是可不
可以克隆人。后来，通过具体分析，各国都认
识到克隆人不仅能毁灭有史以来人类的伦理
道德，而且随之也使人类整体文化毁灭。所以
各国政府都一致声明，禁止克隆人。

哲学史是哲学的汇集，哲学这种精神产
品，如同原创的艺术品一样，具有独创性。这
种原创性智慧，其价值是永恒的。恩格斯曾经
把读哲学史称为可以让思维得以锻炼的体操，
也可以说是唤醒人们创新思维的体操。因此，
一切想要真正提升自己文化素质的文化人，似
乎都有必要响应恩格斯的号召，一起努力耐心
地研读哲学史。如何努力耐心呢？中国近世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借
用三位大词人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中的名句，
具体描述了古今成就大思想家等一切有成就
者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
这三种境界，确实道尽了一切获得成就者

的真实人生经历。
第一种境界指出，人要获得成就，必须独

立不羁。在千难万险中，敢于居高望远，“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就是能够吃
苦耐劳。为了达到目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指经过千辛
万苦，最终能否取得成就，还有机遇问题。要
在千回百转中，耐心追寻，时机一到，即刻抓
住。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愿这套书的编者、作者和读者，都能牢记
并领会王国维先生这一充满诗意深旨的殷切
教导，在事业的创造中继续“独上高楼”，“衣带
渐宽终不悔”，在耐心追寻中，能不断见“伊人”
于“蓦然回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
学会名誉理事长）

《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手记》是一部安全生
产事故救援实录，收录的近50起案例中，或许有些
已沉淀为我们的集体记忆。

灾难叙事的力量，在于唤醒公众记忆，而作者
孙华山先生恰是最有力的讲述者。他一次次亲赴
现场主持事故的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这些
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他以冷
静而坚定的笔触，还原事故现场，展现救援人员在
生死关头的英勇无畏，以及人类面对灾难时的无
能为力。剖析事故原因时，他不避讳技术层面的
疏漏、管理环节的缺失，更深入地挖掘了社会层面
的深层次问题。

作者的书写，既有冷峻的反思，又有悲悯的情
怀。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家属的悲痛与绝望，关注
幸存者心理创伤与重建。对人的关怀，让这本书
充满了温度。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
研究应该关注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行动，
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还强调
了社会学的实践性和反思性。作者对事件的描述
和思考正是这种实践性和反思性的体现，他不仅
揭示了灾难背后的社会问题，还关注了受灾者的
权益和需求，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技术进步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安全保障，但
也催生了诸多新的风险；管理优化虽规范了生产
流程，却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人为失误。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本质安全”理念应运而生，它着重强
调从源头消除事故隐患，通过设计、工艺、设备等
多方面的持续改进，从根本上提升系统安全性，据
此，本书作者大力倡导并践行“本质安全”理念。
在作者看来，本质安全并非仅是理论层面的构想，
更能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与管理举措得以落地实
现。在反思重庆天原化工厂“4·16”氯气泄漏爆炸
事故时，他指出，国内有关氯碱行业应切实加强三
氯化氮的防治技术研究，努力减少甚至避免三氯
化氮的富集现象；此外，应尽量采用新型致冷剂来
取代液氨的传统生产工艺，以此不断提高液氯生
产的本质安全水平。

本质安全理念与书中提到的“瑞士奶酪模型”
理论相辅相成。詹姆斯·雷森的瑞士奶酪模型，强
调事故是四个关键层面的不安全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每一片奶酪代表一道安全防线，奶酪上的
孔洞象征着防线的漏洞，当这些漏洞恰好排成一
条直线时，事故就会发生。这一模型强调了多层
防线的重要性，即使某一层防线出现漏洞，其他层
防线仍可阻止事故的发生。这与本质安全理念不
谋而合，本质安全强调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而
瑞士奶酪模型则提醒我们在设计和实施安全措施
时，必须考虑多层防线的协同作用，确保即使在某
一环节出现失误，整体系统仍能保持安全。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个体安全防范意识的缺失
无疑是诸多事故背后的关键推手，这也是本书给
我们的另一个深刻警示。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
干曾强调社会规范和集体意识对个体行为的约束
作用。在安全生产领域，这种约束力体现为企业
规章制度、行业安全标准等对员工行为的规范。
然而，现实中许多个体却因安全意识淡薄，轻易突
破这些规范的边界，最终酿成大祸。例如，2004年
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重大火灾事故，54人葬身火
海，起因仅仅是一名仓库工人未及时熄灭烟头。
类似事故反映出个体在权衡生产效率与安全规范
时，往往因缺乏对安全事故后果的清醒认识而选
择前者，导致安全防线的瓦解。

安全文化的建构不仅依赖技术与管理，更需广
泛的社会参与。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
强调个体在应对共同风险时的责任，这与本质安
全理念不谋而合。在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每
个人都是风险的潜在制造者和受害者。因此，每
一个社会个体都应将安全观念内化为自觉实践，
以自我为基点，于细微处着手，让安全意识在日常
行为中得以具象化呈现，进而形成一种稳固且持
续的安全文化生态。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