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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哲学精神与未来教育

———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思考

邬天启

（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人 的 个 体 强 化 的 发 展 水 平 已 经 进 入 一 个 全 新 的 纪 元。在 未 来２０年，人 机

联合的“超人”可能已经普及。对于如何教育未来的“强化人类”，如何让中国在新的世界教育形势下占据

先机等问题都很值得去认真探讨。哲学的核心是哲学精神，教条的教育模式教给人一个肯定的答案：“它

就是这个”，而哲学精神则 是 教 人 去 自 主 思 考 一 系 列 的 问 题：“为 什 么 它 是 这 个？”“它 怎 样 成 为 了 这 个？”

“如何能够让它不是这个？”教 条 的 教 育 模 式 教 育 人 顺 从，而 哲 学 精 神 在 教 育 人 自 由、质 疑、批 判 与 创 新。

怎样将哲学精神运用到教育中去将是未来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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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脑机 接 口 技 术 的 发 展 与“强 化 人 类”的

出现

　　脑机接口（ＢＣＩ），指的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

外部设备之 间 创 建 的 直 接 连 接，实 现 脑 与 设 备

的信息交换。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人类如今对于

各种信息的 获 取 是 如 何 方 便，一 个 联 网 的 手 机

在手就可以获取近乎无止境的知识与解决无数

问题。而这只 是“人 类 强 化”的 起 步 阶 段：人 机

互动阶段。脑机接口技术正是力求将人的意识

与人工智能相结合。脑机接口分为侵入式与非

侵入式两种，即植入或是穿戴。
人类最早的尝试是“人体芯片”技术。１９９８

年，英国工程师凯文·沃维克（Ｋｅｖｉｎ　Ｗａｒｗｉｃｋ，

１９５４－）教授在自己的胳膊里植入一块芯片，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芯片人”。２００４年，美国布朗

大学约 翰·多 诺 霍（Ｊｏｈｎ　Ｆ．Ｄｏｎｏｇｈｕｅ）教 授 研

发了一种大脑微晶片技术，被称为“脑控制门”。
他将一个止痛药片大小的生物芯片植入一名全

身瘫痪的患 者 大 脑，使 这 名 患 者 能 够 用 思 想 自

如地操 控 电 视 机 和 计 算 机［１］。紧 接 着 在２００８
年，他让两只 猴 子 在 实 验 中 通 过 大 脑 意 识 控 制

让机械假肢 给 自 己 喂 蜜 饯 和 水 果。从２０１５年

开始，瑞典斯德哥尔摩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公司已经对

本公司的员 工 实 施 了 人 体 芯 片 植 入 技 术，植 入

的芯片如米 粒 大 小，可 以 作 为 万 能 钥 匙 和 身 份

验证卡［２］。但这种植入芯片和随机生成的与身

份信息绑定 的 手 机 二 维 码 相 似，并 不 能 算 是 真

正意义 上 的 脑 机 接 口。加 州 大 学 旧 金 山 分 校

（ＵＣＳＦ）的 神 经 外 科 专 家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ａｎｇ教 授

与同事一起 开 发 出 一 种 解 码 器，可 以 将 人 脑 神

经信号转化 为 语 音，通 过 手 术 在 受 试 者 颅 内 植

入电极，以便监测其大脑活动。在此基础上，研

究人 员 采 用 了 一 种 叫 作 高 密 度 脑 皮 层 电 图

（ＥＣｏＧ）的技术，直接记录下受试者大脑皮层的

神经活动，并进行翻译，可以直接通过默念生成

语音和与电脑互动［３］。２０１９年７月，美 国 企 业

家伊隆·马斯克（Ｅｌｏｎ　Ｒｅｅｖｅ　Ｍｕｓｋ，１９７１－）宣

布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公司利用一台神经手术 机 器 人 向

人脑中植入数十根直径只有４至６微米的“线”
以及专有技 术 芯 片 和 信 息 条，然 后 可 以 直 接 通

过ＵＳＢ－Ｃ接 口 读 取 大 脑 信 号。与 以 前 的 技 术

相比，新技术对大脑的损伤更小，传输的数据也

更多。以上提到的这些实例都属于侵入式的脑

机接口。
或许非侵入 式 的 脑 机 接 口 前 景 更 好，因 为

不需要打开 人 体 内 环 境，更 容 易 让 大 众 接 受 和

推广。２０１４年，耶 鲁 大 学 的 研 究 人 员 就 利 用ｆ
ＭＲＩ读取意识 重 建 意 识 中 的 人 脸，并 试 图 重 建

意识中的记忆，如梦境［４］。２０１９年７月，加州大

学旧金山分校（ＵＣＳＦ）的脑机 接 口 技 术 研 究 团

队，首次证明 可 以 从 大 脑 活 动 中 提 取 人 类 说 出

某个词汇的 深 层 含 义，并 将 提 取 内 容 迅 速 转 换

成文本。２０１９年８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

人大会就使用了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进行了比

赛。人类已经 可 以 运 用 意 识 来 操 纵 机 器，下 一

步就是将意识与机器融合，制造出“强化人类”。
按照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速度，未来２０年

后，人类应该 可 以 非 常 方 便 地 通 过 脑 机 接 口 来

进行信息获 取，包 括 声 音、图 像、文 字。一 切 人

类积累的知识将会在瞬间呈现于任何想要获得

它的人面 前，甚 至 可 以 记 忆 移 植。“强 化 人 类”
的出现 将 使 人 类 彻 底 改 变 死 记 硬 背 知 识 的 时

代，或许只 是 需 要 一 顶 联 网 的 帽 子。在 未 来 信

息爆炸的时代，任何需要背诵、计算和记忆的教

育与测试行 为 都 将 被 淘 汰，从 而 引 起 一 场 翻 天

覆地的教育革命。如果计算器已经整合入了人

脑，那么人 类 还 需 要 学 习 乘 法 口 诀 吗？如 果 历

史文献中全部的文章、诗词已经整合入了人脑，
那么我们还需要背诵古文与诗词吗？如果这样

的话，我们现 今 侧 重 于 死 记 硬 背 的 教 育 该 何 去

何从呢？或许从哲学中可以找到答案。

　　二、对哲学的偏见与误解

大众几乎都知道科学是什么，因为科学体系

已被广泛纳入人类的基础教育。而哲学在大众

的心中却往往被扭曲了，哲学总是被误解为一种

高高在上、难以触及、虚无缥缈的学问，民众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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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身的认识普遍太过贫乏，对哲学认识错误或

者根本没有认识。大众对于哲学的偏见和误解

是由于哲学基础教育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的根

本原因是哲学教育本身的问题，究竟什么思想才

能被称之为哲学？怎样的哲学思想才适合于教

育，尤其是启蒙教育？这都是哲学教育应该认真

思考的问题，进而才能做出改变。
美国哲学家 穆 蒂 莫·艾 德 勒 （Ｍｏｒｔｉｎｅｒ　Ｊ．

Ａｄｌｅｒ，１９０２－２００１）在 他 的《哲 学 是 每 个 人 的

事》一书中写道，哲学本来就不是哲学研究者的

专属，哲学 应 该 是 每 个 人 都 做 的 事。人 天 生 就

具有哲学思 维 的 潜 在 能 力 与 倾 向，哲 学 是 由 我

们对身边日 常 生 活 思 维 活 动 的 观 念 所 构 成 的。
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哲学所包含的观念是认识人

类自身和认识世界进而做出选择与决定所必不

可少的。它决 定 了 我 们 的 思 维 活 动，同 时 也 决

定了我们的 行 为。只 有 理 解 这 些 观 念，才 能 够

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有效地处理我们当今每个人

所面临的许多政治、道德和社会问题［５］。
正如他所说，哲学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决

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活动、选择与行为。可以说，
我们的科学 能 力 决 定 了 我 们 能 做 什 么，而 最 终

哲学能力决 定 了 我 们 是 谁、我 们 要 做 什 么。既

然如此，为什 么 大 众 对 哲 学 的 认 识 却 如 此 的 贫

乏和歪曲呢？回 想 正 规 的 哲 学 教 育，一 般 都 是

从哲学史开 始 的，绝 大 多 数 的 哲 学 著 作 也 是 从

哲学史开始的。哲学教育一直侧重背诵哲学史

及哲学史上 学 者 的 相 关 思 想，死 记 硬 背 这 些 内

容是为了通过各种考试，其中充斥着标准答案，
这是应试教育的一种表现。如果只是学习与考

试这样一种 情 况，可 以 说 这 是 被 人 才 选 拔 机 制

所迫。但甚至很多学者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哲学

史就是哲学 本 身［６］，这 个 问 题 就 需 要 另 当 别 论

了！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哲学以及为大众解释

哲学是极其不恰当的。
哲学史 中 的 经 典 思 想 是 哲 人 运 用 哲 学 思

维、发扬哲 学 精 神 所 创 造 的 思 想 成 果。这 就 如

同将技术的研究成果，如发动机、发电机等同于

技术本身一 样，是 不 合 理 的。进 而 又 将 这 种 错

误的认识和 方 法 运 用 到 教 育 中 去，将 充 斥 着 专

业术语与晦涩难懂词句的文本摆在哲学初学者

面前。就像将高等数学的公式直接摆在数学初

学者的面前 一 样，这 种 行 为 是 极 其 可 笑 的。这

对于刚 接 触 哲 学 教 育 的 人 来 说 简 直 就 如 同 劝

退。现今数学 在 教 育 上 普 及 工 作 做 得 很 好，人

人都会一些 数 学 知 识，最 基 础 的 加 减 乘 除 在 日

常生活中都会使用。但高等数学就要比人们日

常所使 用 的 基 础 数 学 在 理 解 和 使 用 上 困 难 得

多，只有少 数 的 数 学 工 作 者 可 以 驾 驭。数 学 教

育是循序渐进的，从最简单的数字开始，不可能

直接给无数学基础的小学生传授高等数学。而

反观哲学教 育 却 并 没 有 初、中、高 级 之 分，所 以

这种哲学教育体系是不科学的。
基础哲学的概念、思想并不那么晦涩难懂，

基础的哲学思考都有其出发点与逻辑脉络。经

过循序渐进 的 引 导，人 人 都 可 以 理 解。因 为 哲

学思想是建 立 在 最 缜 密 的 逻 辑 思 维 基 础 上 的，
所以它往往比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更容易理解

和接受，更 经 得 起 推 敲。虽 然 要 做 到 深 刻 理 解

毕竟不容易，因为除了哲学修养，最重要的是还

需一个 人 的 知 识 储 备、思 维 方 法 与 人 生 阅 历。
但这些晦涩 的 哲 学 思 想 只 是 哲 学 史 的 一 部 分，
并不是哲学 的 核 心，更 不 是 哲 学 本 身。哲 学 史

的学习是研 究 哲 学 必 经 的 途 径，它 是 人 类 知 识

的宝库，我们可以从研究哲学史中发现问题，吸

取给养。但真 正 的 哲 学 内 核 应 该 是 一 种 精 神，
一种善于使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应对问题的

生活态度，而 不 能 被 简 单 归 结 于 历 史 上 哲 人 们

的哲学思想 和 哲 学 研 究 成 果。所 以，真 正 的 哲

学不在于哲 学 史 中 得 出 的 哲 思 成 果，而 在 于 哲

学史中那些哲人们的思考动机、逻辑推演、思考

历程与思维方式。
很多哲学家 的 思 想 都 有 偏 激 的 成 分，但 所

有经典的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深刻哲思的基础

上的，只要能理解其思维方式和追求，并顺其思

路延伸也就 不 会 觉 得 古 怪 了，反 而 可 能 深 受 启

迪。对于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认识世界、容纳

差别、自我成长的过程。不可否认，人类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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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就有所谓的“另类”存在。但哲学的包容性

就如同文学与艺术，甚至更高，给予那些“另类”
适当的位置，给予思想最大的自由，在历史上留

下他们的痕迹，让今人、后人中的志同道合者得

以获得精神 慰 藉。所 以，我 们 已 经 为 之 换 了 更

文雅 的 名 字，称 这 种“另 类”“不 正 常”为：“小

众”。就如同左小祖咒歌词中所写的：

对于这个 世 界，你 相 当 的 古 怪，对 于 我，你

一点也不奇怪。
对于这个 世 界，你 是 一 个 麻 烦，对 于 我，你

就是整个世界。

对于这 种 精 神 共 鸣，我 们 称 之 为“知 音”。
但有 些 哲 学 思 想 或 流 派 我 们 可 以 称 之 为“小

众”，这对于哲学精神本身又绝对是每个人都应

该具备的。从 某 种 角 度 来 说，这 种 对 于 与 众 不

同、与己不同 的 理 解 和 宽 容，即 包 容 性，它 是 人

类文明与哲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一个

社会的多元、开放、创新与自由。一切问题的答

案绝不是唯 一 的，对 任 何 问 题 答 案 的 限 制 是 教

条、愚昧、反哲学的表现。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如

今的哲学教 育，那 些 死 记 硬 背 哲 学 史 标 准 答 案

的行为反而是与哲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我们看到的 很 多 哲 学 思 想，尤 其 是 一 些 经

典的哲学理 论，都 是 那 些 历 史 上 伟 大 的 哲 人 们

运用哲思进行的思想创新。但哲学思想并不局

限于哲学史 中，其 实 它 已 经 渗 透 到 我 们 生 活 的

每个层面。每一个善于哲思的人，在反思人生、
思考世界、发 出 疑 问、感 悟 总 结 的 时 候，运 用 的

都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其实就在每个人的

身边。在知识爆炸的当下与未来，这种善于独立

思考的能力才是人类真正应该培养的能力。
哲学史中的 那 些 哲 学 家，每 个 人 对 哲 学 都

有独到的见 解 和 研 究，都 在 追 求 一 种 与 众 不 同

的独立哲 学 体 系。虽 然 他 们 的 理 论 各 有 不 同，
但这些对于 哲 学 研 究 都 有 共 同 的 本 质，就 是 哲

学精神。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就算将哲学史

全部背下来，如果他没有哲学思维的习惯，没有

哲学精神，那 也 绝 对 成 不 了 一 个 哲 学 家。他 仅

仅只是一个记录的工具，或者是知识搬运工，和

计算机硬盘 并 无 两 样。未 来，人 工 智 能 会 给 予

人前所未有 的 知 识 量，当 死 记 硬 背 再 无 用 武 之

地的时候，社会就会淘汰那些记录工具式的“搬

运工”。哲学精神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照本

宣科、死板 教 条。哲 学 精 神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创新，创新人才将会前所未有地被推崇。

　　三、哲学的核心基础———哲学精神

哲学的核心 是 哲 学 精 神，这 是 一 种 人 类 独

有的、从古 希 腊 时 代 延 续 至 今 的 人 类 之 光。如

果未来的教 育 需 要 哲 学，那 么 我 们 首 先 需 要 清

楚哲学精神是什么。哲学精神是什么呢？这要

从哲学的起源，也就是古希腊时期开始探寻，在

同一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哲学文化也都具有相似

的气质。这或许也是整个轴心时代的气质。它

不仅是体现 了 一 种 终 极 关 怀，更 重 要 的 是 对 于

知识、理性、道 德、智 慧、真 理 的 推 崇 和 追 寻（随

着哲学的发 展，更 多 的 元 素 融 入 到 了 哲 学 精 神

中，比如善、美、人性、自由等）。
西方 哲 学 一 词 来 源 于 希 腊 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热爱智慧、追求真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哲学

最初衷的追求。其实它与科学的追求方向是一

致的，仅仅只是手段不同，科学更倾向于运用实

证的方法，而 哲 学 则 是 运 用 反 思 与 批 判。但 它

们在追求真 理 的 过 程 中 是 相 互 交 融、相 互 支 持

的。哲学比科学的自由度更大，切入点更多，理

解更抽象，科 学 则 显 得 更 具 体。科 学 在 实 证 中

找寻世界运 行 法 则 的 线 索，而 哲 学 则 侧 重 于 对

已有理 论 的 批 判 和 反 省。如 果 人 类 要 寻 求 进

步，二者缺一不可。哲学精神是一种信仰、一种

理念、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和一种生活态度。
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曾

经特别强调：哲 学 是 全 部 科 学 之 母。哲 学 与 科

学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它们本该是相辅相成、
互相交融的一个共生体。哲学的动力是人类最

原始 的 本 能———求 知 欲。柏 拉 图（Ｐｌａｔｏ，约 前

４２７－前３４７年）强调“ｔｈａｕｍａ”（惊奇）是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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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哲学由惊奇而发生。惊奇是哲学家所应

有的本性，在这一本性驱使下，哲学家们获得了

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
ｌｅ，前３８４－前３２２）也曾强调，人的天性在于求

知，而惊奇驱使人们从事哲思。事实上，越是更

多地学习和 思 考 的 人，越 是 会 更 多 地 激 发 出 好

奇心与求知欲，然后是谦虚与谨慎，因为只有不

断学习的人才能发现自己的欠缺。而只有一知

半解、不求甚解的人才往往会自觉博学。
古代的哲人们思考世界的本原与生命的意

义，追求真、善、美。他们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

仍然还在思 考，他 们 走 过 的 道 路，我 们 还 在 走。
那时候哲学与科学是一体的，不仅在思维方式、
研究对象、方式方法上都是相通的，而且都以追

求真理为己任。科学致力于找寻自然现象背后

的原因与规律，总结理论，运用数学进行量化和

计算，各个学 科 中 充 斥 着 各 种 类 型 的 公 式 和 数

学 模 型。就 如 同 黑 格 尔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提 出 的“绝 对 精

神”意图统一整个世界一样，爱因斯坦也耗费了

后半生的精 力 追 求 着 科 学 上 的“大 统 一 理 论”。
其实他们追 求 方 向 相 同，追 求 的 东 西 也 都 是 一

个，只不过研究的领域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不

同。所以说，哲 学 精 神 就 是 一 种 人 类 追 求 真 理

的信仰，它在 这 个 终 极 目 的 上 与 科 学 精 神 是 统

一的。这种追求真理的信仰也是每一个现代人

都应该具备的。
但可悲的是，哲 学 精 神 与 如 今 的 社 会 风 气

反而格格不入。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在当下社会

中已经变得 衰 败 和 扭 曲，这 是 一 个 需 要 坚 定 信

仰的时代。正 如 科 学 与 哲 学 的 分 离，很 大 程 度

上是因为这 个 社 会 重 视 科 学 而 轻 视 哲 学，重 视

经济利益、实 用 主 义、享 乐 主 义 而 轻 视 思 想、伦

理、道德、批判与创新所造成的。

　　四、哲学精神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哲学的思维 基 础 为 哲 思，它 既 是 哲 学 运 行

的开端，也 是 哲 学 得 以 展 开 的 方 式。会 运 用 哲

思的人就算他不懂哲学史也依然具有其基本的

哲学素养，在 他 的 生 活 中 照 样 可 以 总 结 出 自 己

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并身体力行［７］。哲学教育

的重点不能 放 在 死 记 硬 背 哲 学 家 的 观 点 上，而

是要教会人 怎 样 使 用 哲 思 来 面 对 问 题、面 对 生

活、面对研究。历史上哲学家们的丰富思想，是

让哲思者们 可 以 用 来 品 味 和 思 考，而 不 是 让 人

盲目地崇拜与追随的。这正是哲学与神学最大

的不同。
哲学教育与其他学科不同。像数学教学会

明确地告诉 学 生１＋１＝２，而 哲 学 应 该 教 给 学

生去反 思 为 什 么１＋１＝２，１＋１是 怎 样 等 于２
的？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１＋１都是等于２？有

没有例外？简 单 地 说，就 是 传 统 思 维 中 教 条 的

科学或者神学是教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它就

是这个”，而哲学思维则是教你去自主思考一系

列的问题：“为 什 么 它 是 这 个？”“它 怎 样 成 为 了

这个？”“如何 能 够 让 它 不 是 这 个？”传 统 思 维 在

教育人顺从，而 哲 学 思 维 在 教 育 人 自 由、质 疑、
批判与创新。

有一个调研 报 道 实 例：农 村 学 子 进 入 名 校

以后，会凸显出两大缺陷，即英语水平较差和研

究性学习上表现欠佳。语言与学习成绩上的差

距都是小问 题。农 村 学 生 很 能 吃 苦，学 习 成 绩

会因为自身 努 力 慢 慢 上 升，最 后 缩 小 与 城 市 学

生的差距。关键在于农村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城

市学生有所 不 同，用 新 闻 记 者 的 话 说 就 是 农 村

学生有他们“抹 不 掉 的 阶 层 烙 印”，而 这 种 烙 印

中有一个很 重 要 的 层 面 就 是 哲 学 思 维 的 匮 乏。
有一位孩子小 Ａ，他从中国某国家级贫困县 考

到了清华大 学，当 进 入 学 校 后 才 发 现 了 曾 经 很

多根本没想到过的问题。学校专业课因为没有

和高中课程完全接轨，教学直接跳过基础内容，
课程难度、深度都很大，小Ａ听不懂，但他只会

更加勤奋的去弥补，不敢请教老师与同学，惧怕

大家瞧不起自己。但他不明白真正有效的学习

不再是像高 考 那 样 死 记 硬 背，而 是 要 有 自 己 的

思考与见解，很 多 问 题 的 答 案 已 经 不 能 从 单 纯

的啃书本中 获 得 了。考 试 之 后 成 绩 不 好，他 就

开始自责。但身旁也有对成绩不满意的城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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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他们则会直接去找教授，和教授对质分数是

不是给低了。小Ａ一时间无法相信这一切，因

为从小到大 父 母 都 是 教 育 他 们 应 当 服 从 老 师，
有了质疑 也 不 允 许 找 老 师 争 论。“怯 于 与 权 威

对话”，是所有贫困学生的“通病”。他们学习和

思考的方式 被 传 统 思 维 所 捆 绑，抹 杀 了 思 维 的

自由性，怯于 质 疑 与 批 判，自 然 难 于 创 新，所 以

在遇到研究性学习时就会相当吃力。而相比之

下，在城市中 长 大 的 孩 子 的 哲 学 思 维 素 养 就 要

高得多，或许 这 种 思 维 方 式 与 眼 界 才 是 农 村 孩

子最难以赶 上。在 未 来，在 人 机 强 化 技 术 的 支

持下，这种差距会更加明显。
其实，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层面，越是生活

在社会底层 的 人 越 是 倾 向 于 服 从 权 威，惧 怕 质

疑权威。这让人不免想到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

社会一直在 推 行 的 愚 民 政 策，愚 民 就 在 于 压 制

民众哲学精神的发展。物质基础的匮乏本身其

实并不可怕，但 物 质 基 础 匮 乏 所 带 来 的 精 神 世

界的荒芜才是最可怕的。中国的封建政权为了

让民众惧怕权威、易于统治，采取了思想禁锢的

手段，将所谓的礼法经典奉为不可置疑的圣经。
可叹如此多的文人学者却把大好的精力都用在

修正注释典籍上。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国

民的压迫中 最 残 酷 的 一 面，让 国 人 缺 乏 反 思 的

能力，善于自我安慰，精神麻痹，安于现状，最终

被训练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这种思想压

迫也直接导致国人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于是有

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在改革开放的今

天，国人哲 学 素 养 还 需 得 到 实 质 性 的 提 高。这

些问题以新 的 形 式 出 现：崇 洋 媚 外、低 俗 盛 行、
物欲横流、贫富分化、盲目攀比、诚信缺失、信仰

缺失……，哲学 精 神 的 培 养 依 然 没 有 受 到 足 够

重视。
哲学教育起 源 于 求 知，求 知 在 于 对 世 界 的

好奇心，在 于 对 真 理 的 追 求。学 习 的 本 质 应 是

自觉，而不 是 填 鸭 式 的 强 迫。死 记 硬 背 带 来 的

是消耗与疲 劳，并 不 会 真 正 让 人 获 得 知 识。知

识应该是在 人 自 觉 地 探 索 中 获 得 的。恰 好，人

工智能的发展让人最终可以摆脱对大量知识的

强迫记忆。这 是 哲 学 教 育 的 一 个 契 机，但 同 时

也是对人类教育的一个挑战。未来知识的获取

将会非常容 易，强 大 的 数 据 库 会 直 接 与 人 脑 融

合。而人该如何把握这种力量？知识作为双刃

剑既可以用 来 行 善 也 可 以 作 恶，关 键 在 于 人 如

何使用。没有 信 仰，人 则 腹 黑 麻 木 为 达 目 的 不

择手段；不追 求 真 理，人 则 失 去 诚 信 唯 利 是 图；
不会反思，人则无法总结经验难于创新；不注重

精神追求，人 则 会 物 欲 横 流 沦 于 低 俗……试 想

这样的人如 果 拥 有 更 多 知 识，对 于 社 会 只 会 是

一场灾难！应 该 反 思 中 国 的 教 育 理 念，不 应 该

再走入曾经 走 过 的 落 后、被 动 的 老 路。中 国 需

要崛起，需要 的 是 具 有 哲 学 精 神、善 于 反 思、热

爱智慧，且具有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新人。这

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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