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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反启蒙批判精神的和解 
——读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 

葛顺超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 

摘要：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中提出了自己的启蒙观。启蒙人类要摆脱自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有公开运
用理性的自由。康德的启蒙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这是一种自由和思想的宽容，而反启蒙批判精神的存在正是对启蒙思
想反启蒙。本文以康德的启蒙观出发，现代的思维高度，再思康德的启蒙观，必须看到时代需要启蒙和反启蒙批判精神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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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始于 17 世纪，并在 18 世纪逐渐成为一种

普遍的趋势。历经百年,即使遇到法国大革命暴政的挫折，它从未停

止，并从法国式的革命运动过渡到德国式的理论沉思。康德所在的

时代正是启蒙运动的时代，1784 年在《柏林月刊》发表的《答复这

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一文，当时就受到德国知识界的关注，

并成为启蒙运动的经典文本。黑格尔说，康德哲学应成为新哲学的

起点和出发点，任何离开康德立场的倒退都是不允许的[1]。经过两

百多年的今天，再次思考什么是启蒙时，仍然要从康德的启蒙观开

始探讨。 

一、康德启蒙观 

（一）何为启蒙 

在《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文中，启蒙是人类摆脱自

己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

的理智无能为力[2]。17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声音萌出，

同时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人人相同，都可以运用它建构

知识、发现真理。康德也认同理性人人都有，因此他认为“启蒙要

摆脱人不成熟的状态”的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理智,而原因是“自我招

致”——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其源

于内在是懒惰和怯懦的，外在认为受引导和被监护的状态是舒服

的。受引导和被监护的状态，在书中“如果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

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

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伤脑筋的事。
[3]”大众容易陷入舒服安逸的状态下并且在这种状态下是没有勇气

和决心去摆脱现状的。 

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自己的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态，向

成熟状态迈出坚实的步伐。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少数人在精神上

的自我思考，就像一束光线，照进了暗黑洞穴中囚徒的心中，唤醒

人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康德认为，每个人都具备理性并且自行思

考的能力，“理性之只置诸于自己所给予的法则下，此外无他”。在

任何时候清晰冷静的运用理性进行思考，从自己内身出发，自己指

引自身的方向。这种思考是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和不服输的勇气，不

依靠别人的指导，而是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勇气

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是对现实理性的复出，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

和启蒙。 

（二）如何实现启蒙 

康德称启蒙运动为“让光明照亮人类思想的黑暗角落”、驱除

无知和迷信的运动。也就是启蒙的核心方面，即强调个人应该独立

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任何权威。如何实现启蒙？康德答：

理性的公开运用。 

公开运用理性的原则就是自由，公众启蒙要容许他们自由，才

能给人类带来启蒙。虽然只有少数人有勇气用自理智摆脱不成熟状

态，但是在给与所有人自由的条件下，所有人都可以启蒙自己。即

使一场革命国家制度的改变可以推翻旧的偏见，但缺乏思想的广大

公众也会陷入新偏见的圈套，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改革。启蒙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单单靠一场革命，或者给公众输入一种新观点

就可以实现的。 

真正的启蒙是思想方式的转变，思想所需要的自由，唯有思想

自由本身。康德明确区分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理性在

公共使用时必须一直是自由的, 在私人使用时则应当被加以限制。

文中“如果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上级命令时，运用自己的理性去

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理性，这不是公开用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是私

下运用。”私下运用会妨碍启蒙不可取。“当军官作为学者的身份，

在公众面前对命令进行理性判断时”[4]这才是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

自由。在一定场合下，人们不以职位、身份为角色和出发点输出观

点和意见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人”来发言, 应当拥有利用理性

的自由；人生活在社会上，必定有身份或者职位，当在其职输出观

点的时候，则是理性的私下运用。 

康德说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第一层含义是意识形

态的扭曲，第二层是立法和政法管制的扭曲。因此，要给予公众自

由，外部减少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内部公众自我思考。“只有当人

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

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走出来。[5]”这种公开运用自

己理性要在政府权力部门清除妨碍自由的条例下，又要在公众本身

有意识的、有勇气的脱离自己不成熟状态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总之，

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自我反思的主体原则；制度而言，它容许公民

公开使用他们的权力；全人类而言，这是走向绝对公平秩序的客观

趋势。无论如何，启蒙必须在公共性的原则条件下公开运用其理性

的自由，唯有这样，启蒙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 

二、反启蒙的批判精神：启蒙自身需要反启蒙 

“反启蒙思想”，是对启蒙思想的对立面的一种思辨研究，关

注于启蒙思想家反对者的文本，并在抽象的层面上解读这些文本，

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以赛亚·伯林[6]。反启蒙思想的观点认

为“完全被启蒙的时代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但是反启蒙思想与启

蒙思想不能简单的认定为二者的对立。 

暂且不讨论反启蒙观点的正确与否，既然它已经成为一种现

象，存在即合理，并且它的合理性正体现在对启蒙思想的质疑和思

考。启蒙精神要求理性的思考、质疑和批判，因此启蒙的过程中必

然会涌起反启蒙的声音进行批判和质疑，不然就违背了启蒙的真

谛。为了更好的启蒙，启蒙必须接受反启蒙的批判和质疑。启蒙不

是唯我独大的霸权思想，而是创造相对自由的空间进行理性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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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正因为人们在启蒙的过程中，“反启蒙”精神不断的更正和

自我批判，才能更好的启蒙。 

其实这种思考、反省的状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但

这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天性，毕竟身体本能的反应认为自我批

评反思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启蒙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对自己实施

“反启蒙”的思考，这是需要人们去克服自尊心的阻碍，以超脱自

身的第三人称视角检讨批评自身。 

反启蒙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反对启蒙，或许正是反启蒙的存

在，启蒙这个动作才能延续并且突破现有的。反启蒙运动中，有些

研究虽然对着启蒙思想的处理过于简单化对立，但是其本身也可以

看作是对于启蒙思想本质发生偏离的报警器。 

三、启蒙精神的现代维度解读——和解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

的回答仍然有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需要摆脱不成熟的状态，

公开的运用我们的理性自由，批判性的反思历史和现实。 

（一）启蒙和反启蒙思想：运用理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并且拥有运用理性的能力，但外界的束缚导

致人处于不成熟状态。而启蒙精神的目的就是冲破束缚人的一切枷

锁和链条，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对周围事物留存批判的态度，摆脱

不成熟的状态。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阻碍启蒙发展的枷锁，虽

然形态不一样，但是一直存在。现代人正处于一个推陈出新的快餐

文化信息之中，很容易进入信息茧房。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

指出的“个人日报现象”。人们在“个人日报式”的信息充斥，再

加上不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会限于现状止步不前。 

“人们对于精神上的事物是不成熟的”。现代来看这句话同样

适用，我们对于精神上的事物是不成熟的。各种微博大 V、所谓学

界的权威人士，只要流量够多，就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事情的对错，

压倒一片的负面娱乐消息的走向就是我们对待某件娱乐事件的观

点。当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时间和能力时，显然是不成熟的。不

加思考的接受别人给予的信息，自己思考反思的时间就被占据了。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少些对于虚假快乐的沉溺，多一些真正

靠自己去思考的时间。 

（二）启蒙和反启蒙思想：自由的思想 

没有如何羁绊的思想自由，是康德对自由的底线，也是现代人

启蒙实现的路径。现代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对自身的思想与想象

的限制。人的想象力必须突破，对这个领域的限制是最大领域的恶。

自由的思想不仅仅是摆脱外界的羁绊，更加重要的是超越自己摆脱

自身内在的羁绊。 

启蒙不仅仅是启和蒙所产生的动作，还是启蒙思想中所传达出

来的自由的精神，是“有蒙共启”动作的本身也要作用于自身。启

蒙不是一种思想的称霸，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

表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反启蒙的存在正是

对启蒙思想下没有如何羁绊的思想的自由。只有敢于发挥自身思想

的主动性，才是真正拥有启蒙精神、不畏惧反启蒙的批判。 

（三）启蒙和反启蒙思想：保持清醒 

1.接受启蒙对人不成熟的批判，同时接受反启蒙对启蒙精神的

批判。 

启蒙是自我意识觉醒和突出个人独特性的象征。它的意义在于

重新审视和反思那些被压抑和隐藏的问题，去除权威话语和谎言的

欺骗。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就是自我思考后的行动，当人们通

过自我突破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控制与支配的时候，正是启蒙的

开始。现实中，大多数人都在被驯化或者已经驯化完成，再加上失

去思考的动力，在舒服安逸的环境下，更加不会反抗改变现状了。 

反启蒙不是简单的与启蒙对立，而是反映和批判启蒙思想中阻

碍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观念及事件。反启蒙精神对启蒙的批判

是促使启蒙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唤起理性的能力对更高的启蒙境界

的不懈追求。如果没有反启蒙的批判精神的存在，启蒙很容易走向

一以固之的路，最后沦为一般化的启蒙或者停止启蒙。 

2.时代需要启蒙和反启蒙的精神 

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并非我们不再需要启蒙，恰恰相反，我

们正需要启蒙精神，也需要反启蒙精神不断鞭打启蒙的进步，带领

我们重新审视并带领我们走出面临的困境。现代社会如果启蒙和启

蒙精神销声匿迹，将会是人类的灾难。正如麦克马洪所说，反启蒙

运动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必然从过去借用一些东

西”，但“他们用新的定位和新的形式排列了原来的论点”，他们对

启蒙运动的回应“和启蒙运动本身一样，总体上对这个时代而言，

仍然是全新的”。[7] 

无论是支持启蒙还是支持反启蒙的声音，内核都显现出一种批

判、使人保持清醒状态的精神走向，能使人们在一种被支配或者驯

化后的状态下思考，维持自我的过程。无论这种“压在石头底下”

的思考能否实现自我突破，都是自身启蒙状态的正向发展。当整个

社会的大多数人保持终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在了解不同领

域，培养跨学科能力的基础上，以非功利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时，

那么知识不再是对人体经验的强暴性的压抑力量，而成为一种解放

人的力量，也是启蒙独有的魅力所在。 

四、总结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中，人的启蒙在于

脱离不成熟状态，自由运用理性指导人不断的探求知识的真谛，在

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时代的启蒙仍然是现代仍然

是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启蒙了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

仍然要建筑于人的自觉、理性，同时不断批判反思的重塑过程之中。

启蒙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或终点，它注定要无限延续的继续下去。同

时，也需要反启蒙来保证启蒙思想的生命力。现代要借助启蒙与反

启蒙精神的和解，以保持时刻保持对时代发展的反思和趋势的警

惕！启蒙始终是可能的，只要给予启蒙的空间给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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