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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意识哲学面临的困境

翟 海青 刘 杰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 级外国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教师翟海青 和 山东大学哲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刘杰在来稿 中指出 ：

意识哲学发轫于奥古斯丁 , 流行于笛卡尔 , 逐渐成为学术巨流 , 经过后世哲学家契尔恩豪斯和洛克的阐述 , 意

识成为 自明的实际存在 , 是一切哲学的开端 , 在黑格 尔那里它发展到顶端 。 黑格尔用
一

种 强硬 的方式建立其关 于意

识哲学的巨大体系 , 这种哲学体系借用理性和主体性的 名义实现了人类认识的系列 成就 。 正是 主体性 引导人类社会

实现 了现代性 , 但现代性反过来又破坏了理性的内部统一性 , 工具理性大肆扩张 实证主义 泛滥 , 社会宗教意识衰

退 , 生活领域受到侵蚀 , 人类重新进人不 自 由的状态 , 违背 了启蒙的原初 旨意 。 意识哲学 面对这种 困境却无能为力 ,

它无法解决这些现代性的难题 。
面对人类 的崭新的 不 自 由状态 , 很 多哲学家反思意识哲学 , 提 出 种种思想 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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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一

种 , 这是建立在承认意识存 在的 前提之上 的现代哲学理论 。 威廉 詹

姆斯的实用主义无法解决这个难题 , 他于是直接否认意识的存在 , 他 的彻底经验主义 是对意识问题处理最为极端的

方法 。
哈贝 马斯则提出 交往范式 , 同样否认意识哲学的功绩 。 三种方法可视为代表 , 但均不能解决意识问题对人 的

困惑和现代性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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