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 仿》

雨果奖得主、加拿大知名科幻作家彼得·沃茨重磅长篇
系列第二部，硬科幻神作《盲视》续作，入围轨迹奖、坎贝尔
奖提名。

《纸上烟云》

本书是国内首部以古书画修复为题材的解谜小说。全
书图文并茂，悬疑中穿插古书画鉴赏、书画修复等相关知识，
情节跌宕，扣人心弦。

《插花刀》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层层推进的故事情节、不经意的反
转和日常生活里透出的悬疑氛围呈现出极强的代入感！

《晚清民国风云人物列传》

读传记、学才智，探寻人物背后的风云传奇，勘透立身处
世的捭阖之术，以大量客观事实，生动有趣的角度，讲述晚清
民国风云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起伏及处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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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窗 烛接 地 通 天 生 风 云
——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不断攀升的研修之路（三）

□ 俞明三

（接上期）

三、新哲源治哲乱光照世界

俄罗斯著名教授霍鲁日指出：
“目前西方哲学的处境类似于剧院
演出过程中的幕间休息阶段。这个
时候，演员退场了，舞台上是空的。
如果你能看到上边有有什么人的
话，那么他们都是些打杂的人，与剧
情没有直接关系。”（见孙学章著《本
质学》中张百春教授写的序），霍鲁
日教授的话指出了当前世界哲学界
的混乱现象，如东大众哲学深深地
觉察到这一问题，归纳出“世界哲学
的五大混乱”，并指出了消解看法。
这是赵敦华教授指出的如东大众哲
学已提高到哲学高层次并走向世界
的重要依据。

新哲源消解世界哲学的混乱

当前世界哲学的混乱，首先是哲学
“名称定义”的混乱。

关于哲学的定义，世界哲学界普
遍认为哲学没有公认的定义，可是，
一般又认为“哲学就是‘热爱并追求
智慧’的态度及行动，而不是什么既
定的知识、理论或学说。”（见华中科
大出版社 2010 年 2月版《哲学与人生
智慧》——新编哲学基础教程第 3
页）。其依据是“哲学”的正式名称
（Philosophy）源于希腊文中由“爱”和
“智慧”两词构成的 φ íλοσοφ íα，据说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说过，
他是“爱智慧”的人（见同上）。于是
把哲学说成是具体爱好。这些不伦
不类的解释，绝不是负责任之说。

中文“几何”是多少的意思，跟数学
上“几何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及其
数量间关系的一门学科”的定义，绝不
是说的一回事！

英文单词 pigpen 是猪圈的意思，
但 pig（猪）后面的 pen 是笔的意思。
说猪圈是“猪笔”，这就只能是一种谈
笑！

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爱智慧之
人”的谦语考证哲学定义，这是不可靠
的考证，可能也就是个笑话！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混乱。
同上，在《新编哲学基础教程》第

一节中说：“哲学似乎什么都是，而又
什么都不是；哲学无处可寻，可又无
处不在。”这种说法是当今世界哲学
界的一种普遍说法，意思是哲学研究
对象无法说清楚，造成了哲学研究对
象的混乱。

第三是“分类方法”的混乱。
上海复旦大学知名教授俞吾金生

前指出“人们通常把哲学划分为中国
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趣的是，这里的‘中国哲学’以国家
作为分类原则，而‘西方哲学’则以区
域作为分类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
则以学派作为分类原则。······这个
分类亟需改革”。俞吾金教授所说的
就是分类方法的混乱，这源于世界哲
学的混乱，连哲学定义也无法公认，何
来哲学分类依据可凭？！

第四是“时间空间”的混乱。
“无用即大用”等等的哲学口头

禅，是时间空间逻辑混乱的典型例
子。本意是说事物在某些方面、某些
时空中无用，但在另一些方面、另一
些时空中却有大用，舍去时空一缠，
就弄不清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了。
于是类似的“有也是无，无也是有；动
也是静，静也是动；变也是不变，不变
也是变”等等“绕口令”成为了哲学特
有的思辩语言。同时也成了某些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变戏
法”式招数！

世界哲学混乱表现在第五方面的
是“有限无限”的混乱，这也是各种混乱
之根。

在寻找无限世界的本源中，偏偏
要找出不变的“本体”。结果找出

“存在、原子、物自体、绝对精神等
等”一大堆人为杜撰的所谓不变的
东西，结果都无法回答不变的本体
如何能产生出变化来的大悖论。从
此类本体出发精心设计的哲学大厦
在“后现代主义者”一片解构声中轰
然倒塌，使哲学进入“怎么说都行！”
的大混乱时代。

如东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过
程思想指导下，以“变”为逻辑出发

点，以“不变”为研究对象。分析世界
哲学的五大混乱，并提出了消解的看
法：

陕西省哲学会理事、圆点哲学家马
建勋曾于《哲源新说》序言中说：

“如东大众哲学一定能照亮世界”，
后又特赠字幅：“哲学之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世界
是过程的集合体”，哲学定义必须从哲
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去定域，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

哲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哲学、本体
论、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等阶段的
客观事实说明，人们探讨的哲学问题都
是世界整体或世界部分的“终极本质”
问题，也就是追根究底的问题。各种哲
学都是在研究世界整体或世界中部分
事物的终极本质。“哲学是追究世界整
体或部分终极本质的学问”，这样的定
义，无论什么类型的哲学都能囊括于其
中！

其次，上面定义显然指出了哲学研
究的对象是世界整体或部分的终极本
质。科学只研究可反复证明的有限领
域的具体本质，不研究深层的终极本
质。如物理学“电、磁同性相斥、异性相
吸的终极原因”；化学“原子核中质子电
荷、核外电子电荷的来源”；社会科学

“世界的来源”；思维科学“思维与存在
的终极关系”等等都不作研究，只有哲
学才把这些终极本质作为研究的对象。

哲学是科学的发源思辩，科学是哲
学的具体实证。科学、哲学各有研究对
象。

从世界的整体和局部上进行哲学
研究分类，可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
学”两大类。

基础哲学主要研究世界整体，应用
哲学主要是以基础哲学为指导，对各具
体领域，各具体事物进行某层次性的终
极研究。

如此分类形成了井然有序的“哲学
大厦”，哲学家们可共聚“哲学大厦”，认
定门户任务，努力奋斗！

如东大众哲学对哲学的定义及分类

对于时空的混乱，如东大众哲学揭
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空间
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的存
在都有对应的时空。要认识事物必须
在具体的时空中才能分析。“有用”、“无
用”，也要有具体的时空，抽去时空追问
有用无用，必然无法理解结果，也无法
应用。原子弹对战争有大用，但对人们
的餐桌饮食而言却是无用，连鸡蛋也不
如！

有限无限的混乱，用在世界本体的
追问上，就是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不变
的本体。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思想指出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是“无限变化
的”。这就象数学上的直线一样，没有
端点可寻找。世界传统哲学的本体论
偏偏要在“直线上寻找出不变的端点”，
被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和批判是必然的
事。如东大众哲学指出，世界的过去、
未来都是无限的，世界的所谓“不变本
体”只能在一定层次上用定域定格的方
法在当下的过程中去寻找，这就是“过
程本体论”的思想。这对消除“有限无
限”混乱带来了生长点曙光，继而可得
出一系列可资应用的结论来光照世界，
探索各种迷团！

四、新体系三思维释慧人间

前面说过，如东大众哲学根据马克
思主义过程思想指出，人们通常认为的

“不变”，只是思维对某种变化概率近似
的定格认识。

“三思维”定域的“不变”性在马克
思主义过程思想指导下释慧人间

人们曾反复强调“三”能概括全面
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世界事物的基本
存在形式就是时间与空间，而过去、现
在、未来可概括时间的全部，上中下、左
中右、前中后能概括空间的全域，因此
分析事物时，只要注意了时间的三段、
空间的三域，也就可以较为全面简要地
分析事物的全部内容。这是从“三”求
全面的逻辑思维方法，以得出定域的

“不变”来应对“变化”。
获得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评比一等奖的专著《三点论》，讲的就是
“三”的意义。“过程本体论”是用“三”思
维的必然结论。对时空概括的本源性
思辩从来都是各种哲学思维的制高点，
它指出“在无限中不存在绝对，绝对只
有在定域的有限中得到”的原理。追求
世界的本体是这样，分析任何事物都是
这样。

研究一个人的成长变化，如果不定
域在一定的时空下，就不能弄清楚其幼
年、成年和老年状况。认识事物的前提
是对变化的事物必须进行定域，定好研
究内容才好研究，这是“变化定域认识
论”强调的内容。

世界的存在变化没有始终，无限
的存在中无法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
内的端点，必须以观察者所在的“中”
为基准才能由近及远，由粗至细地有
理有据地深入推理。康德的四个二律
背反，都是指的世界的无限问题，“无
限性”用“有限性”意义来陈述，必然会
形成悖论。康德说形而上的物自体是
不可认识的，只能丢下不管。这就将
无限的遥远与当下划了个有限的界，
在无法确定的遥远中要划出可确定的
界限在什么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事。
必然陷入了不可知论。

在无限中先确定观察者所在的
地点为“中”，才可以根据需要的尺
度确定有限的两端来分析认识事
物。无限没有始终两端，只有确定
了有限的“中”后才能确定一定有限
尺度的两端。在有限中确定了两
端，那么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分析
其好差利弊，应用“两点论”的矛盾
分析法了。也就是说用“二”的哲理
分析。一度时期哲学学界盛行说

“三”，对“两点论”的说“二”产生质
疑。如东大众哲学指出，“二”有它
存在的合理性。世界繁杂的原因，
要理出个头绪，就象解多元方程组
一样，必须先化简成二元一次方程
组才可解出明确结果。物理学上

“多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合成法”求合
力，用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用

“三”全面思辩分析，用二认识确定
决策，这样才有助于得出正确的认
识，保证决策的成功。

对复杂的变化过程进行符合客观
要求的“三”思维分析、“二”确定决策，
然后又必须以“一”一锤定音，坚决行
动。这样才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效果。这个行动的“一”非要不可，
这是一个人身体只能一个大脑指挥、
一个运动只能一个方向才能前行的道
理，这是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必然要
求。这就是“时空定格的方法论”。

“一”的坚决行动，相对于“三”的全面
思辩、“二”的决策确定来说，是行动成
功的终结程序。

只知三，不懂二、一，就会优柔寡
断，裹足难前；只有二，忘却三、一，易
主观误断，裹足难前；只有一，缺少
三、二，一意孤行，难免若祸！也就是
说，没有“三”的思辩就难有全面的分
析，没有“二”的化简决策，就难有好
差、错对、利弊的选择，而没有“一”的
坚决行动，就得不到努力的应有结
果！

如东大众哲学“三二一”的“三思
维”，“写出人生语典生辉扶海；探索时
代哲学畅游天寰；治乱哲源解悖放光世
界；奉献三思体系释慧人间”。这是“过
程定域”的妙用创新！对“过程定域”我

们归结为一幅简图以揭示“如东大众哲
学”的主要创意：

如东大众哲学简图：“O”对“S”的
某部分定域

图中“S”表示客观自然状态“无限
的过程”，“O”表示主观认识层次“有限
的定域”，此图与有人画出的西方哲学、
东方哲学、印度哲学的简图相比，有惊
人的互通之妙！

例如西方哲学的简图是“画着直径
的圆”：

西方哲学简图：“O”对“S”定域部
分很短，曲近似为直

表示“对立统一、二元分立、非此
即彼”，以“形式逻辑”思维。

而东方哲学简图则为太极简图：

东方哲学简图：“O”对“S”定全域，
S变化尽在O内。

表示“阴阳互变、阴阳和谐、天人
合一”的“辩证逻辑”思维。

印度哲学简图则为一个空空圆圈：

印度哲学简图：“O”域无限大，域
内S相比太小，忽略为无。

表示“缘起性空”的”“因明逻辑”思
维。

哲学界有“万变不离其宗”之说，我
们如东大众哲学则进一步指出“万宗不
离其限（“不变”由“定域限定”而成）”。
任何道理使人信服在于它的彻底性，而
彻底性就在于其哲理的自圆其说。如
东大众哲学的简图与世界各大哲学体
系简图的演变关系，令人信服地显示了

“大道相通”。这正是中国社科院陈中
立教授指出的，我们如东大众哲学已进
入了“哲学的深宫内院”大门，也是北京
大学赵敦华教授所说的“《和谐哲源新
说》专著获奖是实至名归”的根本所在。

如东大众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
学相结合形成的新认识

我国宋朝著名哲学家张载说，“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如东大众哲学在
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指导下指出的“三
二一”“过程定域”方法，与优秀传统国
学相结合，显现了思维制高点的智慧，
以新视角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哲学意蕴的伟大，在消解世界
哲学混乱中，既走向世界，也广泛普及，
目的在于回归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
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