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 :  君特·沃尔法特 Günter Wohlfart 教授 

讲题 :  什么是智慧？    

时间 :  2016 年 09 月 22 日（周四）18:30
地点 :  北京大学 第二教学楼 109 教室

主办单位 :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
赞助单位 :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

严复学术讲座  第九届

严 复 学 术 讲 座 缘 起

严 复 先 生 生 平

　　严复学术讲座是为纪念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曾

担任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先生，由北京大学人

文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和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倡议设立，并得到严复先生女

孙辜严倬云女士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先生的关心与帮助。严复学术讲座计

划每年都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道家研究中心具函邀请海内外著名人文学者

发表演讲，以促进台海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弘扬人文精神。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

建侯官（治今福州）人。1867 至 1871 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 至

1879 年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880 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

办。1912 年 2 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 年 5 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北

京大学，任北京大学校长。1913 年后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

政府参政院参政。

    严复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

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

变法维新。办《国闻报》，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

化论观念，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戊戌变法后，译《原富》、《群

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穆勒名学》等西学名著，系统绍

介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

革命后，担忧中国丧失“国种特性”，趋向复归传统文化，列名发起成立孔

教会等。主政北大期间，撰《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分科大学改

良办法说帖》，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办学主张。著有《瘉壄堂诗

集》、《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今有《严复集》。

无智之智—一个老迈的“欧洲 - 道 - 无智者”对于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文化中“智慧”概念的一些哲思——
说说我的道家之路



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郑开教授

致辞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陈鼓应教授

主讲

君特 • 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rt）教授

　　君特 • 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rt）生于 1943 年，曾在

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精神分析理论，

1990 年代以前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康德、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

尔，尤其擅长从语言学、美学和艺术的角度研究哲学 。1990

年代起视野转向亚洲，对东西方哲学比较和宗教研究产生极大

兴趣，关注中国道家思想与德国哲学的重新解读和对比。1993

年组织德国首届国际老子研讨会。其创建并多年担任主席的

Akadémie du Midi（哲学研究院）在过去的近 30 年里举办了

20 场关于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有涉及道

家思想。有关于东西方哲学的著作、编著、译著数十种，文章

百余篇。 

著作、译著

《赫拉克利特如是说：赫拉克利特残篇 B52 与尼采对赫拉克利

特的接受》（1991）

《尼采：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与后现代派》（1997） 

《哲学的道家思想：以老子为轴的基本概念和比较研究的哲学

式探索》（2001） 

《庄子》（2002）

《哲学的道家思想：关于庄子的演讲，2005-2012》（2012）

个人主页：（提供部分著作下载）Guenter-Wohlfart.de

讲题与提要

什么是智慧？

无智之智—一个老迈的“欧洲 - 道 - 无智者”对于古希腊与古

代中国文化中“智慧”概念的一些哲思  ——说说我的道家之路

1.Venatio sapientiae——“猎寻”智慧

2. 觉悟——智慧的“终极奥义”

3.Lichtblicke-Augenblicke——智慧的“灵光一闪”

4.Philo-sophos as philo-kalos——爱智者作为爱美者

——柏拉图《会饮篇》中“理念”之含义的几个语义学猜测

5. 智慧，美和光——在前柏拉图时代

6. 结语：平静祥和，轻松明亮以及“印第安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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