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做好两件事

“讲故事”“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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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如何让哲学这门大家认为很

“冷”的学科“热”起来的？

苏德超教授： 这跟我的教学原则有

关，我觉得，对哲学来说，有两个东西很

重要， 一是理性推理能力， 讲课条理性

强、逻辑感强，大家就觉得你不是在“记

流水账” ，听课的感觉就很好；二是要对

生命有感受。 我想的不是外在的道理，而

是生命内在的道理。 能够在听众、同学心

中引发积极回应，就像弹吉他一样，我的

吉他音弦震动了，你的音弦也在震动，这

也是“苏格拉底式” 的教学环境，并不是

把外在的东西灌输给学生， 而是点燃学

生内在的火焰。 如果这两点做到了，所有

老师都可以让任何学科“热”起来。

记者：怎么看待自己“网红教授” 这

个身份？

苏德超教授： 我的心态也有一个变

化的过程。 早期，我比较反感，我觉得在

学校做“校红” 就够了。 但是后来我觉

得，在学校里教哲学，就是在普及哲学思

维，如果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哲学，那不

更好吗？大家都应该坦然地接受“网红现

象” ，而且应该有更多的老师利用技术条

件去普及更多的学科知识。

记者： 如何运用哲学思维去理解被

广泛讨论的“躺平”“反内卷” ？

苏德超教授： 人的生命状态都是需

要不断调整的。 年轻人面对工作、婚恋等

各方面的压力，会产生很多焦虑。 大家口

中说的“躺平” ，本质上也并不是“躺下

就不起来了” ，而是想“休息一下、放松

一下” ， 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

只是生命状态需要调整。 “躺平” ，既不

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彻底“躺平” ，

应该说，这就是生活的另一种状态。 当一

个年轻人在说他要躺平的时候， 我们应

该安慰他， 这个状态， 就跟一天工作累

了，回去躺在床上“躺平” 一样，躺平躺

久了，也需要站起来走走路、学习、工作。

“网红教授”苏德超做客贵阳孔学堂,开讲趣味哲学

在武汉大学，苏德超的课堂“一座难

求” 。象牙塔外，他也是不少网友寻求心理

抚慰的“网红”教授。 2022年 5月，苏德超

到广州讲课，得到了年轻听众的欢迎和喜

爱，偶然之下创建了短视频账号。 2年时间

过去， 他发布了近 400 个视频， 收获了

100+ 万粉丝的关注，视频中，他通俗易懂

地分享哲学知识，探讨加班、内卷、精神内

耗、爱的表达、考研建议等热门话题，引发

了很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在评论中留言互

动。

“公众对哲学和哲学家的看法，各有

不同。 有人觉得是神秘，有人认为是‘神

经’ ，也有人觉得无聊、晦涩，还有人觉得

哲学家就是‘杠精’ ，总在没有问题的地

方制造争端。 ” 讲座开始，苏德超开门见

山，抛出了“哲学家”和“杠精”的概念。

让更多人了解哲学，从哲学里反思人

生，贵阳孔学堂讲台上的苏德超，一件深

色西装外套、脚踩运动鞋，放松自如，一如

既往地幽默温暖、妙语连珠，不时为台下

的观众制造欢乐。

“哲学家和 ‘杠精’ 当然有本质区

别。 ” 苏德超说，“杠精” 就是“螃蟹” ，总

是横向联想扩展， 而 “哲学家” 是 “挖

井” ，往深处、往纵向辨明道理、寻找真相，

“养成‘杠精’ 的三部曲就是：重点滑转、

旁生枝节、指责对方，‘杠精’ 的逻辑就是

‘唯我论 + 感觉主义’ ， 也就是说，‘我是

对的’ ，因为‘我的感觉是对的’ ，你跟我

不一样，你就错了。 但是‘哲学家’是爱智

慧，而不是爱胜利，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 ”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是谁？ 我在

哪？时间是真实的吗？ 什么是美？ 善是一

种计谋还是一种美德？

这些典型的哲学拷问，答案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总是跟着感

觉走，但感觉好，并不是真的好，重要的

不是多变的感觉，而是不变的说法。 ”

苏德超说， 哲学家们不断提问、回

答，就是想讨个“说法” ，哲学是在“寻

找最后的说法” ， 而讨说法的过程就是

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须不断克服各种偏见： 来自感觉

的、欲望的、文化的，以求得到一个稳定

解答。

苏德超以“说法” 与审美来举例。 他

列出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代表， 从古希

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近现代。 “艺术里的

像与不像，也是‘美’ 的一种‘说法’ 。什

么是美？真实是美的，艺术接近真实时就

是美的。当和真实不太一样时，也会是美

的，比如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杜尚

的《下楼梯的裸女》，有时‘美’ 甚至会

让一些人觉得不太舒服。 ”

以“手机” 举例，苏德超说，以前没

有手机， 大家出门旅游， 是用眼睛看风

景。 “有了手机，旅游就不一样了，我们

通过镜头去看风景。 于是，镜头、手机开

始重塑我们的审美观。 一个破旧的工厂

沙堆，也可以拍出沙漠中的狂野浪漫，给

人带来新的快乐。 ” 他说，和艺术一样，

科学、经济也都有自己的‘说法’ 。 寻找

这些说法，艺术需要寻找新角度，科学需

要寻找新事实， 经济需要寻找要素的新

连接。

落地到每个人的生活，苏德超认为，

人的一辈子是做好两件事，一是“讲故

事” ，二是“建模型” 。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剧本

撰写者，是导演，也是主演。 有时朋友来

客串一下，如果结婚，就还会有一个‘联

合主演’ 。 人生工程还要‘建模型’ ，有

了模型就会特别稳定。 不要厌恶 ‘说

法’ ，要让感觉变得稳定，不能成为‘感

觉主义者’ ， 要让好的感觉变得可以重

复。 这就是无形的力量。 ” 苏德超说。

武汉大学到贵阳孔学堂， 相距一千多

公里。 一个火热城市，一个避暑之都，苏德

超对贵阳的“爽” 印象深刻。

“今天的贵阳跟以前大家的感觉不一

样，以前我们知道，贵阳风景很好，夏天不

太热。 现在，贵阳已是一个科技之城，‘东

数西算’ 就在这里。 在大数据时代，数字正

在把大量真实生活中的问题转换成数据，

通过计算得到一个结果。 ” 苏德超认为，爽

爽贵阳，已是一个新的贵阳。

苏德超说，“爽” ， 不仅仅是他对贵阳

的感觉， 甚至是对贵州人的整体感觉：“贵

州人做事非常爽快、非常敞亮，让我感觉很

好。 做人就应该这样，内心是敞开的，人与

人的相处才会是舒服的。 ” 在苏德超看来，

贵阳的“爽” ，还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状

态：“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贵阳是这样爽的

城市，贵阳人是内心敞亮、性情爽快的人，

希望每个人都活在 ‘爽心’ 的生活状态

下。 ”

阳明文化是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500 年前，王阳明在贵阳修文“龙场悟

道” ，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巨儒。

当提及城市的哲思内涵、文化传承，苏

德超说，如果穿越到明代的贵阳，都不需要

对话，哪怕在阳明先生身边待一两个小时，

看一看人类的“顶尖代表” 怎么教学、怎么

生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阳明心学最大的价值就是点燃了当

代青年人内心的火焰。回归本心很重要。当

一切数字化时，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

活？ ” 苏德超说，阳明心学回答了这个问

题，外在有很多利益、冲突，阳明先生提醒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向自己发问，点燃自己

的活力。

对话苏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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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 以系

列“灵魂拷问” 短视

频走红网络的武大

哲学教授苏德超受

邀做客贵阳孔学堂，

以《哲学、杠精与批

判性思考》 为主题，

给贵阳市民、师生带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趣味“哲学课” 。

哲学家是“杠精” 吗？

让人生中好的感觉稳定下来

愿大家活在“爽心” 的状态下

适当“躺平”

没什么不可以！

现场年轻人

积极提问与

苏老师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