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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救？哲学怎么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中国哲学如何与

世界对话？如何为民族培养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人才？ 今年是

李达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受邀至珞珈山参加纪念活

动的全国各高校哲 热门变冷门 教授们反思当下哲学教育困境 

“哲学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系主任陈家琪是恢复高考后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一届硕士。这

改变了他之前在监狱工作的人生轨迹。 回想起当年面试的情

景，陈家琪依然感慨不已：武汉炎热的夏天，三四百名男性

报考者住在武汉大学老体育馆里，大通铺，水龙头前24小时

不停有人排队洗澡。晚上，大家光着膀子、穿着裤头，讨论

着宏大的哲学问题，其中有解放军团长，也有父子齐上阵⋯

⋯ 但现在，给哲学系的本科生上课，陈家琪的心情并不好。

哲学系的本科生不愿意学哲学，反而选修课的学生热情很高

，甚至愿意放弃本专业的保研改读哲学系硕士生。为了高考

，不少学生只会背书，而很少有业余的读书时间，背了那么

多年的思想政治课，他们恨死这些东西了，以为哲学就是这

样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中

国大学哲学教育的困境。他说，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中国

大学人文学科的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

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

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 概论、通论、

原理、通史、专史等只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以此硬性地



、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只会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

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便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只会人

云亦云，无法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哲学教育，往往变

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获益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

付考试，而无关身心修养。 “我们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

通史(专史)的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

主的方式。”面对曾经被糟蹋了的哲学教育现状，郭齐勇力

推研读原著、原典。 他指出，学生只有短短的4年，去掉找

工作，所拥有的在校学习时间并不多，所以更应该把世界文

化史上最精华的东西，中西哲学最耐咀嚼的东西给他们，让

他们浸润其间。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指出：“人文社会

科学是大学历史的起点，逻辑的起点。一个大学重视人文社

会科学的发展就是重视大学的历史和现实。没有社会科学研

究就没有综合性大学，而哲学承担了其中很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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