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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哲学王子”雅号
都说哲学课枯燥，可在复旦，王

德峰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的选修
课总是一课难求。“哲学王子”上课
有何妙处？这一天，他上的课是“西
方哲学史”，一听他开口，果然妙语
连珠，“中国人理解的‘道’、中国人
理解的‘德’和西方人对‘道’的理
解、对‘德’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差
异。打个比方吧，中国人和欧美人都
希望死后能上天堂。可你在欧洲问
任何一个基督徒，问他为什么要进
天堂，他一定会说，在那里，人脱离
了肉体的欲望，可以安静下来思考
了。西方人进天堂就为了寻一个安
静思考的地方。”听到此，同学们都
睁大眼睛。
王德峰接着说：“中国人就不同

了。很多人会说，因为天堂是仙境
啊，那里应有尽有，可以享受人间享
受不到的荣华。到了现在，很多中国
人还怕亲人在天堂过得还不够好，
于是，烧元宝、烧美元、烧汽车、烧别
墅。”一席话，引得学生们一阵大笑，
大笑之后，每个人又沉静下来开始
思索。有个同学说：“这就是王老师
课的魅力。”

生活中处处有哲学
王德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哲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
认为，生活中，哲学无处不在。他将
生活中的细节与哲学理论相结合，
再运用对比、修辞和案例等教学方
法，将知识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
传授给学生，从此，得到了“哲学王
子”的雅号。

平日酷爱古典音乐
走进王德峰的日常生活，他是

位兴趣广泛的学者，爱西方古典音
乐，爱思考，爱中华传统文化，爱军
棋，爱养金鱼。王德峰的一个学生写
了一本军棋的书，他给这本书做了
序，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谈军棋的

书籍。
如果说哲学是王德峰这一生不

可缺少的知己的话，那音乐和烟则
是王德峰的另两位“挚友”。熟知王
德峰的人都知道，王德峰喜欢抽烟。
在办公室时，与人交谈时，王德峰总
是烟不离手。对于烟的危害，王德峰
有些固执：“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不
抽烟，思考可以进行，但是进行得不
顺畅。”

王德峰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他
说：“音乐不是用头脑听的，是用心
灵去听的，跟思考无关。音乐能直达
人内心深处，引导我进入另一个世
界，去用心领悟一些事情，音乐是属
于精神层面的，是对生命的另一种
表达。”他又说：“贝多芬、莫扎特、柴
可夫斯基、勃拉姆斯等等，我都喜

欢，他们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正如
我们的心灵有坚硬的一面，也有柔
软的时候，所以不同的音乐风格和
音乐家的气质代表了不同的情绪。”

哲学让人心灵愉悦
王德峰的哲学之路带了几分

“无心插柳”的意味。读中学时王德
峰喜欢文学，特别钟爱《红岩》。原
本立志当一位小说家的王德峰，却
因为高考走上了哲学之路。王德峰
说：“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是中文，第
二志愿才是哲学，后来被哲学专业
录取了。”
一次高考，虽然让王德峰与文

学梦擦肩而过，但是对哲学的好奇
心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文革结束
后，中国恢复高考，上海的中学教育
相对比较规范，物理、化学都纳入课
程学习范围。”王德峰说道。当时，王
德峰就读的培明中学有位教化学的
杨老师，一个化学方程式的深度思
考，勾起了王德峰对哲学的无限遐
想，而这位杨老师也成为王德峰走
上哲学之路的启蒙老师。王德峰回
忆：“我现在想来，从事哲学工作，跟
我自己的天性有很大的关系。我天
生是一个喜欢追根溯源、究根究底
的人，这种天性促使我对哲学萌生
兴趣。”

为什么将哲学视为终生职业，
王德峰现在说：“在艺术当中、在哲
学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
这种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它给我们
以心灵的充溢和伟大。真正的伟大
属于心灵。”
如今，作为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的核心师资，王德峰共为人文班、
国学班、西学班、研究生班等 !"个
班级授课，讲授课程包括《哲学导
论》、《艺术哲学》、《西方思想起源
及古希腊哲学精髓》、《马克思哲学
的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
意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听
课人数达到千人以上。此外，借助
“思想者聚会”、沙龙等人文思想平
台，王德峰先后为广大学友带来了
题为“资本的哲学解释”、“中国新
儒商的思想境界”、“老子的无为智
慧”、“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
“文化认同与国民心态”等数十场
专题讲座。可以说，王德峰算是复
旦的“明星学者”。
眼下，对“明星学者”有些争议，

王德峰坦言：“我对‘学者明星化’现
象是褒贬参半。可以肯定的是，学者
明星化，首先是受众对学术问题的
一种渴求，有了受众这个市场，钻研
学问的人才能成为明星。但是同时，
当一位学者被追捧后，潜心从事研
究的时间和精力就势必会减少，这
就影响了你在本领域内的进一步探
索和钻研，这是学界的损失。”
作为学者，王德峰现在最关注

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国的文化自觉。
他这样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
生命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给我们的
心灵建立精神家园的文化。中华文
化的精神不仅可以挽救中国人的
心，还可以挽救全世界的人的心！”
而对于中国诸多热点问题，如物价、
民生、民工等等，“哲学王子”都仍在
做着他的哲学思考。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他主讲的课程全场爆满
———复旦大学“哲学王子”王德峰教授印象记

记者日前来到复
旦大学第五教学楼一
间 300多人的大教
室时，早已坐无虚席，
同学们都在等待他们
的“哲学王子”。不一
会，一位50多岁、相
貌清痩的中年人走上
讲台，他便是有“王
子”之称的复旦哲学
系教授王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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