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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王子”王德峰上课幽

默、睿智，他将艰深复杂的哲学
知识娓娓道来，让学生们有种醍

醐灌顶的感受。有人评论，王德
峰教授哲学，往往结合自身生命

实践的三昧状态。1956年，王德
峰出生于江苏泰县。高中毕业

后，因为不能参加高考，王德峰

被分配去了上海东风有色合金
厂当了一名电焊工。高考恢复

后，王德峰考取复旦大学哲学
系。1982年，王德峰从哲学系毕

业，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
是哲学译著编辑。在出版社工作

了几年后，1987年，王德峰重返
复旦读研，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硕士毕业后，王德峰选择留
校任教，1998年他拿到了博士学

位，2005年王德峰晋升为复旦大
学哲学系教授。对于当年为什么

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
的研究领域，王德峰说，“马克思

打开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视域，全
世界真正领会的人并不多，在

《巴黎手稿》中的本体论革命，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升华为

历史唯物主义，而最终成果集结
在《资本论》中。”由此可见，马克

思的《资本论》绝对是王德峰的

最爱，且没有之一。

“只要资本存在一天，马克思
就像一个父亲般的幽灵，徘徊于资

本世界的上空，不断提醒当代人，
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网络视频

中的王德峰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台
下的学生时不时地被他逗笑。

不太上网，不用微信，与外界

联系只靠电子邮箱和电话的王德
峰，忽然有一天发觉自己“出圈”

了。“大概是从疫情开始，我感觉
自己的知名度提高了。可能当时

大家都在家里，不至于总是看电
视剧，也会看看思想类、人文类的

内容。我自己不怎么上网，有人打
电话给我，告诉我，我的视频网上

到处可以看得到。”不过对于自己
的走红，王德峰有话要说：“我的

很多视频都在网上，甚至我在复
旦大学的课程如今也在网上传

播，这些都是未经我许可的。特别
是有些视频，还要收费，更有甚

者，开了一个公众号叫‘王德峰教
授’，他写的东西变成了‘我’写

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未经我的审
核就把我的视频放在网上，我最

担心的是为了迎合网络需求，断

章取义，误导网友，让人感觉哲学
就是心灵鸡汤。哲学是刚需。心灵

鸡汤也许会教某些方法，教人暂
时舒缓心灵的伤痛，但哲学是直

面痛苦的，并且要诊断痛苦的根
源，因为她是真理的事业，而不是

缓和我们烦恼的技术和方法。哲

学的智慧，对现代人的意义，显然
更深远。”

看得出，王德峰对于网络并
不感冒，他甚至刻意远离微信，

“现代信息技术当然方便了我们
的交流，但它也有不好的一面，让

我们脑子里装了很多不需要的东

西。它在相当程度上，碎片化地占
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重要的消

息我未必要第一时间知道，但我
总会知道，我不愿意被网上的信

息左右。”

1
    王德峰说，中国思想有跟马

克思的哲学基础非常亲近的地
方。马克思讲自然主义和人本主

义的讨论，用中国语言讲就是“天
人合一”。马克思说自然界不是我

们征服的对象，技术有伟大的作
用，它同时也在实现人的异化。

“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更容易懂

马克思哲学的原著，比西方人还
更容易一些。”

王德峰说，以前的学生往往
把马克思主义当政治课的内容

来理解，而不是当成智慧和真

理。“而 80后、90后的学生发生
了变化：他们读马克思，越读越

起劲。原因是什么？在市场经济
的环境下，马克思的语言成了现

实，读马克思的著作就非常深刻
和亲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如

今的中国更是有其现实意义。比

如，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996就是无偿占有剩余劳动。

主张“996 是你们的福报”，王德
峰是绝不能同意的。王德峰说：

“年轻的一代走近马克思，可以在
生活的体会当中读马克思的原

著，不要害怕艰难，因为像马克思
的《资本论》，其实是写给德国工

人阶级看的。马克思自己讲，如果

德国的工人读《资本论》能够有所
收获，那是给予他的劳动的最大

报酬。所以，年轻的一代如果觉得
想要理解资本的世界，最好的书

就是《资本论》，当然还包括《共产
党宣言》这部不朽的文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让人学
会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和拥有批判

性思维。对于年轻人来说，在科学

里可以学到知识，但有了知识，未

必有智慧和思想。王德峰说，他们
这辈人其实对年轻人“负下了精

神的债务”。王德峰的儿子是 80

后，他现在经常在电话里和王德

峰讨论哲学，他对王德峰说：80
后、90后走上工作岗位，才终于

发现必须探讨一些哲学问题。“我

们从自己成长的经历得出一个结
论：不能让孩子在人生进程上失

败，因为我们自己失去的太多。中
国父母最关怀自己的下一代。但

我们却遗忘了一件根本的事情：
如何帮助下一代营造起自己的精

神家园，获得心灵最初的力量，来
面对以后必然要面对的坎坷。”王

德峰感叹道。

《资本论》是理解当下世界的钥匙

    王德峰的主场设在复旦大

学第三教学楼 5301 教室，当他
走进这间能坐 200 多人的阶梯

教室时，挤得满满当当的学生
充满期待。“你们不是在等待

我，是在等待哲学。”开场白一
出，掌声雷动。在偌大的复旦校

园，王德峰也是一个神奇的存

在。众所周知，王德峰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课程《资本论》因为前

来“蹭”听的学生太多，不得不
从 50 人的小教室换成了百来

人的大教室，最后不得不换成
了复旦大学著名的 5301。

王德峰将在今年 10月份正
式退休，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

他教授了 70 后、80 后、90 后三

代学生。“我在复旦经常遇到非

哲学专业的同学非常喜欢哲
学”。

王德峰面对 80 后、90 后的
学生上马克思主义课，每逢课间

休息的时候，学生都围着他，就
课上讲的内容不断提问。“他们

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思想和智
慧的领域。他们总是不断追问我

关于马克思主义领域上的某些

命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希望里
面那些重要的内容能解决他们

心中的疑惑。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是不可能在应用科学的课程上

解决的，所以，他们有一种非常
迫切的需要，因为他们也在思考

社会，思考自己的未来。”

王德峰说自己“爱和年轻人

在一起”，从不讳言对后辈的看
法。“但现在我发现，90 后对马

克思主义的热情在消退。与 70

后、80后的坚持相比，90 后似乎

变得越来越‘佛系’。”这让王德
峰感觉有点悲哀。“90后这个年

龄段是青春的生命，本应当是憧

憬未来的，有高涨的热情。有人
说，90 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认为这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断
被灌输和要求的就是要不断进

步，要考取重点高中，要敲开名
牌大学的大门，不断这样被推

动。年轻人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
解就会流于狭隘。”不过这次突

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王德峰对
90 后的看法。“他们尊重规则，

有社会公德心。面对疫情，这么
多年轻人冲在前面，这让我们

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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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他主讲的课程马克思主

义哲学《资本论》，在各大视频平台上

点击量惊人。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王德峰说他的“圈子”原来基本

就在校园里，年轻时，还被同学们冠

以“哲学小王子”的爱称。让王德峰意

识到自己“出圈”了，是某天他在弄堂

里走，被邻居老太太拦住了：“我天天

在听你的课。”这让王德峰既惊讶又

感动。

6月的上海一片郁郁葱葱，网红

教授王德峰秉持着视频中名士派般

的随性，一定要拉着记者在院子里抽

支烟，以不辜负这个世界的生机勃

勃。他笑言，对于“出圈”走红自己并

不感冒，他比较担心的是网上流传的

那些视频会误导大家，“哲学不是心

灵鸡汤，哲学是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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