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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特（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ｔｅ）整理

本刊将创刊号的 “哲学重镇专栏”给予了德国著名的哲学重镇海德堡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自海德堡大学１３８６年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建校以来，哲

学、神学、法学、医学一直是海德堡大学享誉世界的四大传统学科。在这

个德国西南部的大学城里，海德堡的哲学六百多年间薪火相传、巨擘大师

辈出。为了从别人的历史之中获得助益和借鉴，有必要将海德堡哲学的大

概发展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以便在这个历史脉络之中找到哲学发展的某

些精神，以有资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海德堡的哲学 （不以哲学系为

限，但不过多涉及神学方面）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１）１５—１６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中心

１３８５年原巴黎大学校长，来自荷兰的著名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海因

（ＭａｒｓｉｌｉｕｓＩｎｇｈｅｎ，１３３５？—１３９６）在教皇的诏令下与当时的普法尔茨选侯

鲁普莱希特一世 （ＲｕｐｅｒｔＩ）共同创办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继布拉格大

学和维也纳大学之后的第三所大学———海德堡大学，并出任海德堡大学首

任校长，他研究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学》，自然哲学和 《形而上学》，在停

 张伟特，海德堡大学博士研究生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ｔ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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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海德堡期间 （１３８６—１３９６）传播其比较知名的唯名论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思

想。其后来自波希米亚的基督教胡斯派运动创立者之一耶柔米 （Ｊｅｒｏｍｅｏｆ

Ｐｒａｇｕｅ，１３７９—１４１６）也曾短暂停留海德堡 （１４０６—１４０７）传播唯实论

（Ｒｅａｌｉｓｍ）。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拉米斯 （ＰｅｔｒｕｓＲａｍｕｓ，１５１５—１５７２）

也曾短暂执教海德堡 （１５６９—１５７０），以其反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哲学的

拉米斯主义 （Ｒａｍｉｓｍ）而著称。至 １６世纪，海德堡逐渐成为以加尔文主

义和人文主义为主的欧洲科学与文化中心，是哲学学术上自由开放的第一

个黄金时段。

（２）１７—１８世纪哲学的没落

１７世纪三十年宗教战争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和 １８世纪大学内的反宗教改

革的思潮使得海德堡哲学失去了自由的学术氛围。因为宗教纷争，海德堡

的学术声望日跌，在哲学上也是一事无成。

（３）１９世纪哲学的复兴（弗里斯、黑格尔、费习尔）

早在１８世纪晚期的 １７９０年，哲学学者，康德哲学的信徒科赫 （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Ｋｏｃｈ，１７６３—１８４３）便来到海德堡传播康德思想，属于较早一批康

德研究者。１８０６年费希特的学生哲学家弗里斯 （Ｊａｋｏｂ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ｓ，

１７７３—１８４３）来到海德堡教授哲学、数学和物理学 （１８０６—１８１６）。弗里

斯批评了整个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人物：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的思

想也更多地与康德联系在一起，他尝试为康德的批判理论奠定心理分析的

基础，如他海德堡时期作品 《新的或人类学的理性批判》 （１８０７，第一

版）。弗里斯前脚刚离开海德堡，而他的学术宿敌黑格尔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则马上就前来就职，黑格尔在海德堡

（１８１６—１８１８）写作了他哲学系统纲领性和概述性的作品 《哲学全书》

（第一版），两位与海德堡有关联的人物进行了大量的争论，不乏恶毒的攻

击。黑格尔在海德堡的时间不长，而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海德堡的哲学

传统更多地与康德联系在一起。一位 １９世纪晚期的海德堡哲学人物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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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大哲学史家，新康德主义者费习尔 （Ｋｕｎｏ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２４—１９０７）长

期执教海德堡 （１８７２—１９０３），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康德主义 （Ｎｅｏ－Ｋａｎｔｉ

ａｎｉｓｍ）的海德堡学派 （西南学派）的先驱，它的代表作如 《现代哲学

史》（其中一个贡献是对欧陆哲学进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范畴区分）

和 《康德的生平和他的学说的基础》。他的哲学教席就传给了他的学生，

作为海德堡学派的主要人物的哲学家文德尔班，并在后来再传给另外一位

学派主将，他的徒孙李凯尔特。１９世纪跟海德堡哲学密切相关的还有曾在

海德堡求学的费尔巴哈 （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１８０４—１８７２）。

（４）２０世纪前半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雅斯贝尔斯、韦伯）

在１９０３—１９３２年的近三十年期间，费习尔一系的哲学教席先后由哲

学家文德尔班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和哲学家李凯尔特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ｔ，１８６３—１９３６）继承，二位新康德主义海德堡学派的主

要人物在海德堡弘扬以价值导向为特征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发展她们自己

的价值哲学，这个学派还包括李凯尔特的学生拉斯克 （ＥｍｉｌＬａｓｋ，１８７５—

１９７５），以及新教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特洛尔奇 （Ｅｒｎｓｔ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１８６５—

１９２３）。这个时期的海德堡哲学当然不仅是新康德主义的人物，还包括

１９１０—１９１８期间任教海德堡的文化和宗教哲学家诺艾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ｍｉｄＮｏｅｒｒ，１８７７—１９６９），以及长期坐镇海德堡 （１９１３—１９４８）的哲学

家和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 （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８８３—１９６９），以及著名的社

会学家和哲学家韦伯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ＫａｒｌＥｍｉｌ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在第二

德意志帝国末期 （１９０３—１９１８），围绕在韦伯周围形成了一个著名的 “韦

伯圈”，其中除了特洛尔奇、雅斯贝尔斯、拉斯克等在海德堡任教的哲学

家外，还有访问和停留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áｃｓ）和布洛赫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法哲学家

和政治家拉德布鲁赫 （ＧｕｓｔａｖＲａｄｂｒｕｃｈ）以及诸如公法学家耶利内克

（ＧｅｏｒｇＪｅｌｌｉｎｅｋ），社会学家桑巴特 （ＷｅｒｎｅｒＳｏｍｂａｒｔ），政治家瑙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Ｎａｕｍａｎｎ）和豪斯 （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ｕｓｓ）等人物。延伸到魏玛共和国

时期的时候，海德堡的学术形象更以哲学和法学而知名。这个时期的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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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哲学，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彼时在此求学和进修的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政

治哲学家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以及社会学家和社会哲

学家帕森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０２—１９７９），社会学家曼海姆 （ＫａｒｌＭａｎｎ

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１９４７），政治和伦理哲学流派———李德学派 （ｄｉｅＲｉｔｔｅｒ－

Ｓｃｈｕｌｅ）创始人哲学家李德 （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１９０３—１９７４）。文德尔班、李

凯尔特、雅斯贝尔斯、韦伯是这个时期海德堡哲学的最重要人物。特别是

雅斯贝尔斯，半路出家从心理学转向哲学，发展了自己的存在哲学和历史

哲学，在其担任海德堡哲学系讲席教授时，其哲学风格与李凯尔特所代表

的海德堡新康德主义哲学立场有很大的距离。在二战之后，他又带领了整

个海德堡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二战后海德堡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而且雅斯贝尔斯的教席传承给后来坐镇海德堡半个世纪之久的伽达默

尔，代表着海德堡哲学核心风格的某种转变。

（５）２０世纪后半叶（伽达默尔等）

二战之后海德堡很快延续上半个世纪的辉煌继续成为德国哲学的核心

重镇之一。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算是代表德国二战

后最有影响力两大哲学首脑人物。特别是拉托普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发展

解释学的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１９００—２００２），从１９４９到２００２

逝世一直都在海德堡。而哈贝马斯 （ＪｕｅｒｇｅｎＨａｒ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也曾在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期间短暂执教海德堡。这个时段的海德堡哲学，其实除了伽达

默尔，还有一些重要的德国当代哲学家，比如胡塞尔的学生洛维特 （Ｋａｒｌ

Ｌｗｉｔｈ，１８９７—１７９３）在伽达默尔的邀请下前往海德堡执教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４），他长于历史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伽达默尔的学生，长于

德意志观念论的哲学家亨利希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１９２７—）在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

期间执教海德堡；伽达默尔的另外一个学生，哲学家魏兰特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ｉｅｌａｎｄ，１９３３—２０１５）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８期间执教海德堡，他在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康德、谢林和当代医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其

他的如当代德国语言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哲学家图根哈特 （ＥｒｎｓｔＴｕ

ｇｅｎｄｈａｔ，１９３０—）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５期间，李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施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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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ａｅｍａｎｎ，１９２７—）在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期间，曾短暂在海德堡任教；

从求学一直到退休都几乎在海德堡的著名黑格尔专家，国际黑格尔协会前

主席弗尔达教授 （Ｈａｎ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ｕｌｄａ，１９３０—），著名黑格尔和克尔凯郭

尔学者图伊尼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１９３２—２０１５），以及国际黑格尔协会

前主席，哲学家布伯纳 （ＲüｄｉｇｅｒＢｕｂｎｅｒ，１９４１—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德国科研

最高奖———莱布尼茨奖获得者，科学哲学家卡里尔 （ＭａｒｔｉｎＣａｒｒｉｅｒ，

１９４５—）等都是曾执教海德堡的知名人物；值得提及的还有两位非哲学系

的哲学人物：深受伽达默尔影响的著名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海德堡汉学系

教授，欧洲汉学学会主席，１９９３年莱布尼茨奖获得者瓦格纳教授 （Ｒｕｄｏｌｆ

Ｇ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４１—），其经典作品是 《王弼 〈老子注〉研究》；在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２年间曾在神学院任教的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皮希特 （ＧｅｏｒｇＰｉｃｈｔ，

１９１３—１９８２）。海德堡不仅仅有除伽达默尔以外的一些德国当代哲学翘楚

的老师，还为当代培养了很多哲学家学生，如亨利希和图根哈特在海德堡

的学生，后在柏林任教的梅西耶 （ＰｅｔｅｒＢｉｅｒｉ，１９４４—）；先后追随图根哈

特、伽达默尔和亨利希学习而后在图宾根任教的哲学家弗兰克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Ｆｒａｎｋ，１９４５—）；在海德堡完成学业，深受伽达默尔、图根哈特和亨利希

等影响的著名海德格尔专家，弗莱堡大学教授，海德格尔协会前主席费伽

尔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１９４９—），以及在伽达默尔和洛维特门下求学的哲学家

李德尔 （ＭａｎｆｒｅｄＲｉｅｄｅｌ，１９３６—２００９）和意大利后现代哲学家瓦蒂莫

（ＧｉａｎｎｉＶａｔｔｉｍｏ，１９３６—），而杜塞多夫的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穆因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üｎｃｈ，１９４５—）也曾在海德堡完成博士学业。这个时段

的海德堡哲学可以用伽达默尔来代表。这半个世纪海德堡为德国哲学贡献

了大量优秀的哲学家和学者，大批德国哲学人物与海德堡有着密切的关

联。

（６）２１世纪蓄势待发

哲人伽达默尔在 ２００２年逝世后，海德堡虽然一时缺乏重量级的大师

（德国其它各地在某种意义上也如此）而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但是它依

然是德国哲学不可忽视的重镇。目前哲学系主要有 ４位讲席教授 （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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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ｕｓ），一位合作教授 （与心理系共享），６位编外教授和讲师，还有

２０多位其它教辅人员。５位教授大约分别覆盖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

早期现代哲学，德意志观念论，现象学，认知科学，语言和心灵哲学和当

代哲学等领域。科赫教授 （Ａｎ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ｏｃｈ，１９５２—），从前毕业于海

德堡，在２００９年从图宾根回来接替了此前属于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一

系的教席，其研究重点为古希腊形而上学、康德与德意志唯心论以及当代

哲学，其主要著作和哲学建构方向的作品是 《论真理与时间》 （２００６）以

及前者的简化版 《真理、时间与自由：一种哲学理论的导论》 （２００６）等

著作，国际知名的黑格尔 专 家；凯 莫 林 教 授 （ＡｎｄｒｅａｓＫｅｍｍｅｒｌｉｎｇ，

１９５０—），自１９９９年从慕尼黑转来海德堡担任教授，其主要方向是笛卡尔

和早期现代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其核心贡献是语言哲学中对格莱

斯 （ＰａｕｌＧｒｉｃｅ）的研究，以及在心灵哲学领域对笛卡尔的研究 （集成在

《“我”之观念：笛卡尔哲学研究》一书中，有中译）；哈弗瓦森教授

（ＪｅｎｓＨａｌｆｗａｓｓｅｎ，１９５８—），自１９９９年成为海德堡的哲学教授，其专长是

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未成文学说暨图宾根学派著名代表；麦格罗

琳教授 （Ｐｅｔｅｒ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１９５１—），２００３年成为海德堡哲学教授，专长

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史以及现代早期哲学，在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领域

有国际影响力，是最新 《康德辞典》 （集大成的项目）的合作编辑之一。

世纪之交以来的十多年，海德堡已为德国培养或贡献了不少哲学教席教

授，比如明斯特大学麦希教授 （ＷａｌｔｅｒＭｅｓｃｈ，１９６４—），柏林洪堡大学罗

斯菲德教授ＴｏｂｉａｓＲｏｓｅｆｅｌｄｔ（１９７０—），波恩大学加布里埃尔教授 （Ｍａｒｋｕ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９８０—）。尤其加布里埃尔，是德国最年轻的哲学教授，是当今德

国哲学界开新风气的新星，代表作 《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作者２０１５年４

月８日于海德堡。感谢海德堡哲学系博士生梁亦斌对本文的修改和补充性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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