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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哲学咨询是一种向古希腊哲学复归的哲学应用范式，其以哲学理论为基础，以逻

辑学为工具。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的适用对象和受众较为广泛，咨询方式富于哲学性

与逻辑性，功能也更为全面。哲学咨询具有德性教化功效，因而可以服务于学生的德性培养，

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德性教化具备深刻的逻辑机理，教化功能的实现依靠思想分析

来完成。思想分析如同信念修复技术，分析就是治疗，哲学咨询的过程即是教育的过程。通

过开展哲学咨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积极进行“哲学化”思考，协助学生深化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指导学生自觉树立正确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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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青年学生的道

德要求愈来愈高，如何提高实效性已然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难题之一。可以说，这个难题的

本质是现实的秩序与状况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不能只关注教育的文化功能，

更要注重对学生的灵魂塑造，既要了解学生的现实处境，更要关心学生的精神状况，要从对

学生耳提面命转向与学生平等对话。因此，教育者要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道德教育的方式。而

基于平等对话的哲学咨询作为国内新近兴起的咨询方式，可以为道德教育提供新模式。 

  一、哲学咨询何为 

  自问世时起，哲学就面临着“无用论”的质疑，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个诘难的

摧毁力越来越大，使哲学一度处于尴尬之境，寻求哲学的解题功能迫在眉睫。哲学咨询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则是哲学应用的新范式，其兴起于 20世纪 80 年代，并迅速被推广，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哲学咨询是要发挥哲学的效用，让哲学走进生活，走向

实践，不仅有助于哲学从抽象纯粹的困境中抽离出来，而且可为普通大众提供咨询服务。 

  哲学咨询是用生活方式来定义哲学的尝试，[1]30 是哲学“仙女下凡”面向生活的实践，

但是哲学咨询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向古希腊哲学的复归。苏格拉底经常就道德或其他主题

与他人展开对话，他的对话不是为赢得“修辞上的胜利”，而是引导对话者在理性反思的基

础之上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检查。与之相似，哲学咨询的实质是对思想进行分析，以哲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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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逻辑学为工具，通过对话式引导和自我性剖析，使咨询者的思绪得到澄明，进而自主

能动地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并不相同，哲学咨询“正在介入传统上被认为是心理咨询的领域”

[2]。首先，两者的适用对象（“病人”）不同。心理咨询针对患有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群体，

其对象具有针对性。而哲学咨询比心理咨询的受众广泛，哲学咨询的对象是能够进行正常推

理与反思之人，即位于无理性与完全理性之间的“有界理性”群体，普通大众均可囊括于其

中，健康之人也可以进行哲学咨询。其次，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方法（“处方”）不同。心

理咨询以诊断为主，主要采用观察、开放式对话、技术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方法多样而成

熟。[3]49 哲学咨询则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其“处方”是“苏格拉底方法”与“逻辑分析方

法”，通过开放式对话、自我对话或文本对话，厘清咨询者之问题症结的逻辑机理，引导咨

询者从问题回归自身，对自我进行反思。可见，哲学咨询几乎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咨询过

程相对轻松、自由；再者，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作用（“药效”）不同。心理咨询的重要作

用是治病，咨询师主导咨询过程，对有心理障碍或心身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目标是使得咨

询者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与心理咨询相比，哲学咨询主要关注人生观、价值观等关于人的

存在与发展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进行的是无障碍的平等对话。[3]49 哲学咨询具有两

个独特的功能。其一是消疑解惑，这一功能面向社会大众。哲学咨询是对人们心灵的关注，

而困惑是心灵之中的矛盾信念，“人们不是为事情本身所困扰，而是为对某件事所持有的观

念所困扰”[4]。在哲学咨询中，咨询师对受访者进行思想分析，本质是用逻辑的方法揭示

矛盾信念并给以及时修正。其二是德性教化，这一功能针对受教育者。哲学咨询建立在咨访

双方相互尊重的对话之上，“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对话以人及环境为内

容，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5]12。因此，哲学咨询可以服务

于学生的德性培养，不仅有利于解决德性意识缺失问题，而且可以作为学生探索真理的有效

方法。 

因为两个独特的价值功能，哲学咨询作为新生的咨询方式异军突起。哲学咨询功能的实

现依靠思想分析来完成，分析就是治疗。事实上，信念冲突不仅是人们痛苦的主要根源，也

是德性意识缺失的重要诱因，二者有相同的逻辑机理。德性意识缺失必然伴随着道德选择的

混沌与疑惑，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即是面向学生的答疑解惑。所以，对哲学咨询的德性教化

功能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二、德性教化：哲学咨询的本源意义 

  哲学咨询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和理论支持，古希腊哲学即是哲学咨询的本源。“从苏格

拉底和智者运动开始，人成了哲学思考的聚焦点。不过，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着眼

点不同，德性而非人的个体性自由才是人之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所

思考的是‘德性’的形而上学，而非‘自然的’形而上学。”[6]苏格拉底非常重视对道德的

探讨，他认为人们需要美德的知识来解决某些实际的道德问题，在他看来，德性既是个人完

善灵魂的体现，也是一切利于城邦的美好事物的源泉。 

  苏格拉底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的方法就是对话，这是一种通过问题化来寻求知识的方法

论探索，是探寻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因而苏格拉底总是在对话中不断质疑，使得对话者

不断修正自己关于美德的定义，进而揭示对方信念系统中的矛盾，使其最终放弃原本持有的

观点，承认自己处于无知状态。苏格拉底式对话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谈，其所遵循的逻辑模式

充满智慧。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概念定义的过程即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

明确创立逻辑学，他本人却深谙论证的技术，能够通过盘问动摇对话者的不利信念，引导对

方深入探讨，协助他们做出道德上的改善。苏格拉底将自己进行德性教化的方法称作精神“助

产术”，这也是哲学咨询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根源。 

  而自逻辑学创立之后，德性教化的方法更加成熟。与苏格拉底向个体传授德性、坚守“认

识你自己”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教化论与政治学、伦理学紧密相关，他关注的是对公民

的教化。与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王蓝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诉诸普通人的理性。他认为德性是

一种做出选择的品质，万事万物都有适合自我的德性，而人的德性总与政治生活密切相连。

人是特殊的个体，只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德性，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均是以德性为目的并且依

靠德性而生活的德性之人。如果公民抛弃德性生活，不幸沦为职务的附属品，城邦会由伦理

共同体蜕变为利益共同体。[7]人的德性与“逻各斯”相通，逻各斯推动人们自由地进行选

择，并超越给定、趋近至善。同时，逻各斯驱使人们从个体走向结合，从而形成共同体，而

共同体是德性的社会性体现，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内在合一。真正的政治家必须系统研究

德性，而真正的城邦又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公民支持好的城邦必须要有德性知识，反之

公民的德性教化又要在好的城邦中才能实现。逻各斯作为诸多德性的联接点，是公民和城邦

的德性建设的中心环节。与逻各斯相关的技艺不仅是直接民主和希腊古代文明发展的契机，

也是公民德性教化的手段。 

  由上可见，自欧洲哲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德性教化即是哲学的重要目标与作用之

一。古希腊哲学坚持人的德性至上，将人的高贵德性作为最高价值，因而十分重视德性的培



养，对话、论辩与修辞都是对人们进行身心训练的手段。透过历史维度的分析也可以明确，

哲学咨询主要采用的“苏格拉底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都源起于古希腊。 

  三、德性教化的逻辑机理 

  哲学咨询针对的问题现象是认识上的困惑与德性意识的缺失，两者都源于主体认知或信

念的悖谬。哲学咨询作为思想分析技术，其实质是通过对话，运用逻辑分析发现矛盾、揭示

矛盾，最终达到清理矛盾、重建信念的目标。 

  在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通过“较短的对话展示对话者如何被逐渐引向

对某些他用以指导自己生活的原理发生疑问。苏格拉底询问对话者某些美德的定义，……对

话者自信地用一个普遍的定义来回答。苏格拉底使他确信这一尝试的定义会导致与对话者有

关所探讨的美德的其他基本信念相冲突的结果”[8]。对话者认识到自身信念的冲突，进而

放弃这一定义以维持其他信念，这一过程反复出现，直至对话者承认自己无知。在交流中，

苏格拉底总是采用破坏式手段，谈话总是结束于对话者的迷茫之中，原因在于苏格拉底的目

的不是为了摧毁对方原有的信念，而是为了补充和完善其内心所持有的观念，破坏是为了激

起对话者的思索。正如 Rebecca Bensen Cain 所言：“苏格拉底的方法是理性对话与论证，教

化是使个体哲学地自我意识的治疗过程，也就是说，个体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和心理或道

德上的不一致性。”[9]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法相应，尼尔森将其进行了扩展，将哲学咨询的方

法界定为“苏格拉底方法”，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质疑、揭露无知； 

  2.探究日常生活中的实例； 

  3.从实例推理到普遍假设； 

  4.对概念的有计划的研究； 

  5.研究概念的定义等等； 

  6.让人们做哲学。[1]31 

  苏格拉底方法是解构与重构并举的询问方法。在对话过程中，苏格拉底方法首先基于哲

学原理，提供一条非经验的纯粹思考路径。与古老的经验生活相对，咨询师训练个体哲学化、

艺术化生活，哲学咨询在此的角色是哲学教育。通过批评性的哲学视角，咨询师尝试去检验

关系、意义与启示等范畴，原来无争议的事实变得值得怀疑，有意将咨询者置于不稳定状态，

迫使其与困境相通。由此可知，苏格拉底方法的开端是一种解构向度。但是，主体的信念系

统具有稳定性，咨询师之所以能够促使对话者的信念发生动摇和转移，根源在于咨询者心灵

中的不同信念之间存在矛盾。 



人们信念系统中的矛盾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由符合直觉的不同原则相互结合导致的矛

盾，即从明显合理的前提和严格地精确论证，却推得相信 p 与相信 p 的否定同时成立。例如

以下三个原则： 

  (1)如果主体相信一个命题 p，那么也应相信其逻辑后乘 q。 

  (2)主体不会相信一组矛盾，因为人们不会把一组矛盾作为信念。 

  (3)主体自然地接受概率大于某个临界值的信念。 

  如果这三个原则成立，它们的合取可以构建出悖论，“彩票悖论”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

同理，声名狼藉的“说谎者悖论”可以同时断定 p，也断定非 p。第二种是主体通过经验归

纳得到的置信矛盾，即主体相信 p，也相信非 p，说明人们可能同时相信被不同领域的经验

所支持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矛盾没有被发现。这种矛盾信念在主体的心灵中大量存在，如

果将第一种的悖论作广义理解，置信矛盾可归属于其中。第三种也是主体的心灵隐性接受的

矛盾，即主体相信一个命题 p，也相信 p 可蕴涵 q，却同时相信非 q。这种隐性矛盾在人们

的信念中也较为普遍，说明人们可能会同时拥有后来被证明逻辑不一致的思想。第四种是主

体无意识得将矛盾作为相信的对象，这是理性程度极低的主体可能产生的矛盾信念，即相信

p 与其否定同时成立。 

  与解构相对，苏格拉底方法的重心是对咨询者的信念体系给以重构。“逻辑分析方法”

正是要揭示对话者信念系统中的矛盾，因为人们的言语行动、意识行动与客观实践行动总是

相互作用，信念冲突是认知困惑、美德缺失与选择谬误的根源。对矛盾信念的分析是苏格拉

底方法的质疑进程与创造进程转换的媒介，在揭示出信念矛盾之后，咨询师由破坏咨询者的

旧观念转向重建对方的新认知，对话者也逐渐克服原来的不稳定思绪开始走向“新生”。在

消解矛盾、重建信念这一阶段中，哲学咨询基于哲学的生活体验，扮演着哲学顾问的角色。 

  四、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 

  因为哲学咨询区别于心理咨询的特殊性，哲学咨询在不同的对话场合发挥的作用迥异。

在社会中，哲学咨询可以作为咨询服务，发挥答疑解惑与心理疏导功能，服务于社会大众，

为其提供分析与治疗的“良药”。在学校中，哲学咨询可化身为教育哲学，充当学生的哲学

向导，作为教师教学的重要工具，成为当代道德教育的新模式。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

苏格拉底声称自己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来检验和质问人们怎样最好地生活。[10]同样的，理性

面对生活本身也是社会性哲学咨询的宗旨，而这一理念投射在德性教化上，即是保障学生全

面健康的发展。 

  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对德育的高要求与现实中德育的低实效相悖的境况，道德



教育必须寻求更加适当的方法，而哲学咨询式的教育模式满足道德教育的时代性诉求。当代

学生都是普通理性群体，可以与教师展开真诚、独立、平等的对话。在哲学咨询模式下的教

育实践中，“教学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只有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感

到自己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有。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

感”[5]8。正如苏格拉底从来不给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在反思中寻得结论，哲

学咨询力求唤醒学生潜在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地教化转为自主地学习，从内心深处消解矛

盾认知，去伪存真。因而，“‘苏格拉底方法’不是讲授哲学的艺术，而是讲授如何做哲学的

艺术；也不是关于讲授哲学家的艺术，而是使学生成为哲学家的艺术。”[1]哲学咨询中的师

生对话是教师在向学生传达如何独立地理性思考。师生可以一对一交流，也可以以教师主持、

班级讨论的方式展开。通过交谈，教师分析出学生偏离行为的思想根源所在，劝诫学生扭转

错误认知，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在教学模式的咨询进程中，教师作为提问者，其话语总是以问句的形式出现。教师充分

尊重学生的发言，并根据发言内容适时适当提问，引导咨询的走向。所以，哲学咨询就是教

师引导和学生自我反思促使认识不断深化，力求学生在反思中实现觉醒或顿悟。教师在交流

中把握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规律，找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并给以疏导，而学生从反思中看清疑

惑的本质，使困惑得到消解。可见，“思想分析领域还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领域。从这个

意义上说，思想分析师的解惑不是在‘治疗’(cure)，而是在‘关怀’(care)，他们的工作是

‘人文关怀’。如同基因修复技术一样，思想分析技术是对有问题的思想的修复，因而可以

称为‘认知修复技术’或‘信念修复技术’”[11]。在哲学咨询中，教师指引学生进行思考，

学生自我剖析疑惑，学生反思后的言论不需要理论化、系统化，只要疑惑得到消解即可。教

师可以在咨询之后运用理论知识对咨询过程进行梳理，不断丰富自己的智力库，提高自己的

咨询水平。可见，哲学咨询也是“教学相长”的范例。 

  综合而言，哲学咨询的实质是自我对自我的思想分析，学院式的哲学咨询即是教师引导

学生“认识自我”。哲学咨询不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理论的过程，而是学生自身思考的过程。

个体产生疑惑、言行悖于伦理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某一对象本身的理解偏差，个体的认知谬误

对行动产生错误导向。通过哲学咨询，教师协助学生澄清思想偏差的实质，使学生认识德性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生理的我”出发，通过“心理的我”的机能，认识“社会的我”的

职责。哲学咨询引领学生运用逻辑思维积极进行“哲学化”思考，使其基于美德的本性反思

自我道德的履行问题，将自我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自觉培养道德责任感。因此，

哲学咨询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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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 New Mode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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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is a paradigm of philosophical application which claims to go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It is grounded o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uses logic as 

its instrument.Compared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s more 

comprehensive in its function and can be applied to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in a psychological 

and logic mann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as the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and thus can be used 

as a new mode of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to develop shudents’ virtue.Moral cultivation has 

deep mechanism of logic and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ought analysis.Similar to the skill of 

belief repair,thought analysis is treatmeng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s the process of 



teaching.Throug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teachers can guide students to actively make 

psychological refection by using logic thinking to help student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o guide them to develop correc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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