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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德国图宾根大学赫费教授北师大亚里士多德哲学系列讲座顺利举办 

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

研究所和古典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协办的“亚里士多

德哲学国际大师系列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A805 教室与 A809 教室成功

举办。本讲座由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和委员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教授主讲，由价值与文化中心

田书峰讲师、廖申白教授、刘鑫博士、江怡教授和瞿旭彤副教授联合主持。 

 

本次讲座以文本阅读与讨论的形式展开，共分为六场，分别为亚里士多德的

哲学概览、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现象学、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的研究者、亚里士多

德的本体论与语言、亚里士多德的去形而上学化的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

和神学，内容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理论系统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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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讲中，赫费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作系统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与

介绍，这项工作对于系列讲座的开端及其重要，因为只有了解了一个哲学家的生

平与写作，才能更好地认识他的理论。在第二讲中，赫费教授从三个方面解释了

亚里士多德理论系统的方法论：首先在第一部分，赫费教授从工具论所显现的方

法入手，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在本体论层面上与实践学层面上关于知识的现象学方

法；在第二部分，赫费教授主要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后逻辑学著作，并

分析了这些著作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人类知识在理性的形式这个层面上的自我

显现；在最后一个部分，赫费教授具体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现象学方法的具体内容，

并讨论了其在亚里士多德各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在第三讲中，赫费教授主要讨论

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理论，运动

学与四因理论，连续、无限与时空观，动物学理论，以及灵魂理论。在第四讲中，

赫费教授主要基于《范畴篇》与《形而上学》这两部著作，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本

体论理论的两个层面，即逻辑学层面与本体论层面。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

德的范畴理论同时涉及了两个方面，但相对来说更偏向于逻辑学层面；而在《形

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则更偏向于本体论层面。第五讲中，赫费教授主要从三

个层面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哲学，阐述了其与亚里士多德理

论系统内部的神学、自然目的论与宇宙论的联系。在最后一讲中，赫费教授主要

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学，而与前几讲不同的是，这一讲对伦理学的讨论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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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为进路，而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学本身的。

其讨论内容主要包括实践学领域的目的理论、善、德性以及正义等重要概念。 

在每场讲座的讨论环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进行了踊跃的提问，与赫费教

授关于讲座的内容与主体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德国图宾根大学赫费教授北师大康德哲学系列讲座顺利举办 

2017 年 3月 31日-4月 5日，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国际知名学者奥特弗里

德·赫费（Otfried Höffe）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 8层围绕着康德哲学的相关问

题开展了 3场精彩的系列讲座。此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

教育研究所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协办。  

 

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教授（1943—）是德国图宾根大学哲

学系教授，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亚

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赫费教授在上述领域著作等身，

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此次系列讲座，赫费教授围绕康德

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定言命令”、“自由原则”和康德哲学中“理性对宗教的

界限”三个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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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言命令”一讲中，赫费教授主要围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及《道德

形而上学奠基》对康德的定言命令进行分析。定言命令要求一个人将其自身行为

的准则同时视为一种可普遍化的法则去行动。赫费教授尝试将对定言命令的理解

联系到康德在三大批判的论述当中。其中，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到构建“应当”

的道德法则体系和构成人行为活动的准则体系之间的。紧接着，赫费教授针对康

德论述中的“不能说谎”和“个人准则和道德法则的冲突”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教授尝试在康德语境内对准则与道德法则的冲突进行一种实践性的调和。在结尾

部分，赫费教授针对当前对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中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并尝

试从康德哲学内部寻求对这些康德的论证进行辩护。在提问与交流环节，同学们

分别就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王国，个人意志同道德行为的关系，道德与幸福等问

题与教授进行交流。 

 

在“自由的原则”一讲，赫费教授主要围绕现代性问题展开论述。教授认为，

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仍然关涉到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在现当代哲学中，自由意志面

临诸如科学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新科学发展的挑战。要理清自由的概念，我们就

需要回到思想史上重新梳理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在教授看来，自由是一个双重

性的概念，自由既能给当代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在其自身存在潜藏的危

险。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避免自由的危险需要我们在当代处境中对这一概念的

理解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教授也就当前诸多关于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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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一一做出回应。尽管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由意志如何可能这一问题

造成冲击，但在根本上这些冲击仍没有减少我们对自由问题关注的有效性。 

在“关于宗教的理性界限”一讲中，赫费教授主要围绕着康德语境中的宗教

问题同道德问题的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教授看来，对于宗教问题的反思可以

构成在三大批判之余一个重要的问题，宗教问题在康德的话语里面同样同其道德

实践哲学的旨趣密切相关。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是既康德三大

批判之后围绕宗教问题同道德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的主要作品，康德在这本书中对

人行为的善恶以及背后的原因进行辨析。人作为处于自然中的有限理性的存在者，

总会面临道德法则的要求同现实的经验性活动之间的冲突。赫费教授尝试在现实

性的活动同道德法则的要求之间寻求一种调和，这种调和正体现在需要理性对宗

教界限的反思上。 

此次康德哲学系列活动吸引了大量校内外人士参与，赫费教授平易近人、幽

默风趣、深入浅出的演讲给广大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京师马哲讲座——马克思主义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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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京师与人文论坛（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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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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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哲学国际大师系列讲座 

 

康德哲学国际大师讲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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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国际会议在我校成功举办 

2017年 4月 8-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分析哲学国际研究中心、德国国际维特根

斯坦学会、中国维特根斯坦学会联合主办的“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国际会议”

在京师学堂二楼第五会议室成功举办。会议由我院江怡教授主持，特别邀请到

Stefan Majetschak教授（德国卡塞尔大学）、Hans Julius Schneider 教授（德

国波茨坦大学）、Anja Weiberg 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徐英瑾教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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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林允清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张学广教授（西安邮电大学），

此外徐弢副教授（湖北大学）、张励耕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海强

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刘玲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沈学甫讲师（南开大

学）等学者也参加了会议，来自校内外的多名教师、学生也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讨

论。会议特设学生专场，我院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心理概念：维特根斯坦论心理现象”， 维特根斯坦对心理

现象的说明在当代心灵哲学语境中得到了特别关注，本次会议旨在探讨维特根斯

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从而激发当代心灵哲学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

思考。 

 

会议由江怡教授和 Stefan Majetschak 教授分别致开幕辞。会议共设六个分场，

分别由 Anja Weiberg、Stefan Majetschak、江怡、林允清、徐英瑾主持，每一

节分为主题演讲和讨论环节。Stefan Majetschak 教授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对心理

学做的诊断，指出传统心理学研究充满着语法的混乱和方法的贫瘠，而且不能通

过实验方法来解决心理学中遇到的难题。江怡教授尝试根据维特根斯坦对常识心

理学所持的立场，提出关于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中对心理概念理解的新版本。

Hans Julius Schneider 教授以“维特根斯坦在其心理学哲学中否认的是什么？”

为题，阐释了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中所肯定的积极内容。Anja Weiberg 教授

讨论了维特根斯坦“作为心理话语特点的本质的不确定性”，指出不确定性是心

理学语言不容忽视的因素。张励耕助理研究员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内在

关系”，主张这个概念在其前后期哲学中的使用不具有一致性。林允清教授和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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弢副教授各自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概念，对将思维作为心理过程或者行

为特征的观点给予了批判和澄清。张学广教授和沈学甫讲师分别研究了维特根斯

坦所处理的“理解”概念，指出需要通过对这个概念进行语法澄清，从而消除各

种误解。代海强博士后以“标准，正确性和私人语言”为题，重新审视了维特根

斯坦“私人语言”论证中的标准与正确性的关系。刘玲博士后研究了维特根斯坦

的“注意”概念，表明这个概念所处的重要地位。徐英瑾教授以“维特根斯坦，

现象学和认知语言学”为题，主张维特根斯坦和认知科学的联盟应当是与认知语

言学的联盟。会议最后，江怡教授和 Stefan Majetschak教授分别做了总结发言，

江怡教授肯定了此次会议的丰硕成果，Stefan Majetschak 教授对北京师范大学

的邀请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二者都对与会专家学者的精彩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表示了对维特根斯坦学者国际间进一步合作、交流的殷切期待。 

 

本次会议受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资助，是我院江怡教授和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受邀人 Stefan Majetschak教授第二次共同组织的国际维特根

斯坦会议，切实加深了“中国维特根斯坦学会”与“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之间

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维特根斯坦学界与国际维特根斯坦学界的交流与合

作，并为两者未来进一步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此次会议开成了真正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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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国内外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研究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会议，也给我院的

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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