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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咨询的实质及其在中国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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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咨询是咨询师用哲学理论 改善来访者心境 的活动。哲学咨询的主要局限体 

现在只用哲学理论 改变来访者 的认知。哲学咨询 实践者声称哲学咨询是对苏格拉底传统 的 

回归，但苏格拉底所行之事是证伪某些片面之见而非证实某种观念 ，他也没有像哲学咨询师 

那样利用智慧谋取金钱。哲学咨询只是一条从象牙塔通 向菜 市场的新建通道 ，并无丰富的实 

践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虽然当前欧美哲学咨询运动声势浩大，然而哲学咨询行业本身受到许 

多质疑，其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不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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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德 国人 Gerd Achenbaeh建立世界上第一家哲学实践诊所 ，“哲学咨询”作为一种行业首次 

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自2000年至今 ，欧美大陆纷纷建立各种哲学咨询学会 、机构和杂志 ，进行多元化主 

题理论研究与实践 。世界上第一个以“哲学咨询”为选题而获得博士学位 的加拿大人 Peter Raabe认为 

哲学咨询师应该有如苏格拉底那样帮助人们进行理智的判断⋯ 。安徽大学卫春梅认为：“作为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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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实践，哲学咨询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具有‘回到苏格拉底’的特质。” 哲学咨询真的是对苏格拉 

底传统的回归吗?如果不是，哲学咨询活动的实质又是什么? 

一

、 “哲学咨询"活动的性质与局限 

什么是“哲学咨询”(Philosophical Counseling)?学者们 的定义有很多 ，例如 ，美 国哲学心理咨询协 

会主席 Lou Marinoff认为哲学咨询就是“对心智健全 之人 的治疗” ”。。心智健全 的人也会有 困惑、冲 

突和痛苦 ，哲学咨询就是帮人消除那些不好的感受 。加拿大学者 Peter Raabe突出了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的哲学色彩，将哲学咨询定义为“自我的哲学关怀”(the philosophical care of the self)，“哲学咨询 即训 

练有素的哲学家帮助个体处理其问题”；哲学咨询不是学 院式的哲学 ，不是哲学教学 ，不是心理治疗 

不是科学尝试 ，不是随意的交谈 ，不是宗教活动 ；哲学咨询是利用哲学帮助人们解决生活问题的哲学 

实践活动 ”̈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潘小慧将哲学咨询界定为“一个受过训练的哲学人借由哲学 的方 

式 ，如借助哲学经典／文本 、哲学概念 、哲学理论 、哲学 家或哲学方法 ，帮 助个体克服他／她个人所可能 

面临的成长障碍，以达到个人能力的最适当发展的过程” 。南京大学教授潘天群认为哲学咨询是狭 

义的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后者应包括哲学应用的学理研究和哲学的具体实际应用，“哲 

学践行者其实就是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治疗或保健的医生 ，因而可以说是思想医生或哲学 医生” 。他 

把哲学咨询称为“用 于修复信念 的‘思想治疗 (分析 )技术 ”’，思想分析的基本原则 是“分 析即是治 

疗” 。他认为人有三种不同的活动 ：生理活动 、心理活动和心灵活动。心灵活动应当遵循逻辑规律 ，不 

遵循逻辑规律就会出现思想病症 ；心灵之思想病症的认知根源是“惑”，思想分析技术 即是旨在通过对 

话利用逻辑解除“心灵之惑” 。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欧阳谦将哲学咨询定义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实践哲 

学”，“‘哲学咨询’就是运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种种困惑。”H 

究其实质 ，哲学咨询 即是咨询师用哲学理论解决来访者思想 问题的活动。面对具有某种“心病”的 

来访者 ，哲学咨询师的预设是 ：不合理的信念导致 了心病。哲学咨询 的对象是心智健全者 ，虽然理性正 

常但是 自我认识与确定感 比较虚弱 ，通常表现为价值观 冲突、困惑 、道德两难 、丧失信念等。在 自由对 

话(Dialogue)过程 中，咨询师会将来访者那些笼统的烦恼感受划分明确 ，界定其主要问题所在 ，提供看 

问题 的多种视角 ，提供各种可能性解决方案 以供参考 等等。哲学咨询师还 可以传授 给来访者新 的观 

念 、新 的思维方式或推理方法 ，从而帮助他更乐观地看待现实处境②。哲学咨询过程可 以公开进行 ，不 

涉及个人隐私 ，来访者会享受谈话过程并且提升认识水平。哲学咨询过程中常常出现欢声笑语。 

哲学咨询过程有点类似于哲学教 师给来访者上一堂哲学课 的过程 ，只是更有针对性 、更少说教 、 

更加巧妙，或者说效果更好。许多人正是为 了解决 自身的困惑而学习哲学 ，那些掌握 了哲学之道的人 

也可以据之以帮助他人解惑。哲学咨询与哲学教学的不同之处在于 ：哲学课要宣讲哲学理论而哲学咨 

询则要解决来访者的问题—— 虽然两者都可能更新接受方 的观念 ，但后者常常要涉及对方生活处境 

的改变甚至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教学过程中有可能达到哲学咨询师所希望的效果即解决 了对方的 

问题，但那并非教师的目标。哲学教学与哲学咨询都可以被当作哲学的实践应用，但哲学咨询是一种 

针对性很强的市场行为，哲学教学则是教育领域中的学科传授。哲学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哲学家们的理 

①潘 天群 的说 法会 引起 很多问题 ：“三种活动”的划分是否成 问题?有何依 据?心 理活 动与心灵 活动 的区分及其 意 

义?不遵循逻辑规律的心灵活动就会 出问题吗?“惑”是思想病症 的认 知之 源还是思想病症的症状结果? 

②旧有 的观念 、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无法解决 自己所导致 的那 些问题 ，只有 靠新 的工具来 尝试能 否解决 。好 的生 

活理念或行为方式会令人过上积极而富有意义的生活，糟糕的理念与方式使人的生活处境每况愈下，产生越来越多的 

烦恼以至于深陷其 中而无法 自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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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其关联，哲学咨询的主要内容是提供某种哲学理论供来访者选择作为其合理信念。哲学教学可以 

是一对一与一对多，哲学咨询是一对一或多对一。哲学教学在条件适宜时可以借鉴哲学咨询的对话与 

提问形式，但后者无法采用前者的教学方式。 

哲学咨询的局限性至少有三个方面 ： 

(1)哲学咨询的效果不易判别 。哲学咨询的对象是理性正常而陷于痛苦的人 ，事实上人人在不 同 

阶段和条件下都会产生烦恼或痛苦 ，而那些烦恼 和痛苦会在适 当条件下 自行消失。哲学咨询过程 中， 

来访者的心境有所改善 ，有可能要归功于咨询师 ，但也可能是理性正常的来访者 自己调解的结果 。 

(2)只借用哲学理论这一种工具。虽然哲学理论资 源很 丰富，但 是对其他 (例 如心理学 、社会学 

等 )文化资源弃而不用 ，工具是单一的而视野是狭隘的，于是难以保证咨询效果 。 

(3)只试 图改变来访者的认知 。哲学践行强调要从 整体上改变人对世界的认知 。斯多葛派哲学家 

爱比克泰德认为：“困扰人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事情的判断。” 受此启发，认知行为心理 

学的创立者阿尔伯特·艾利斯建构了一个 “ABC”理论 ——刺激性事件(A)和信念系统 (B)联合作 

用的结果是产生行为和情绪(C)。艾利斯的学生埃利奥特 ·D·柯亨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三段论与艾利 

斯的ABC理论结合，建立了“基于逻辑的治疗(LBT)”理论——用合理信念逻辑地反驳不合理信念②。 

柯亨指出：“人类的问题通常源 白对现实不合理(谬误 )的解释 ，而哲学理论可以为超验美德提供解毒 

智慧和正能量 。” 

哲学践行只试图改变来访者 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首先 ，不恰 当的认 知固然给人们 带来许多烦 

恼 ，但并非所有烦恼都来 自于不恰当的认知。其次 ，虽然说哲学能指引人从整体的角度看世界 ，但事实 

是 ，没有“上帝之眼”的人类无力总览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次 ，即使改变了来访者的认知 ，并不必然能够 

令其烦恼消失。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七章中，苏格拉底的朋友阿里斯托哈斯家庭贫穷，苏格拉 

底通过对话使他认识 到：穷困的原因在于其家人饱食终 日无所事事 ，当家里每人都各尽其能就可 以改 

善家庭经济状态。来访者的目的是改善 自己的心境或者处境 ，但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只是解答认知性的 

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认知并 

不意味着改变心境 ，改善心境常常需要先改善处境 。 

二、哲学咨询是对苏格拉底传统的复兴吗? 

哲学咨询实践者 自认为秉承了苏格拉底 的哲学精神 ，关注并解决现实生活中人 的思想 问题(这恰 

恰是许多哲学学者所忽视 的)。来访者 的混乱观念有待 于理清 ，导致 问题产生 的错误观念有待 于纠 

正——正确观念从哪里来?要么将来访者 自身的某种潜在观念显性化 ，要么咨询师为之提供。如果是 

前者 ，可以使用哲学理论加 以辅助证明以强化 ；如果是后者，可以直接提供某种哲学理论 ；无论前者还 

是后者都需要借用苏格拉底方法——先清 除心灵花园中的杂草才有可能种上鲜花 。苏格拉底设法让 

谈话者 自动放弃曾经 自以为是的观念 ，从 而让人们活得更明白一些。苏格拉底哲学实践成为古希腊哲 

①艾利斯强调评价性思维方式 ，他 的理论要 点是 ：人们不用 改变 处境 ，只需借助 逻辑推理 ，以合 理的信念 取代不合 

理 的信念 ，就可以恢 复对生活 的信心 。 

②柯亨试图在信念 、行动和情绪之间确定逻辑关联而非因果关联，认为每个情绪(E)都可以据其意向性客体(0) 

和它的等级 (R)进行认知定义 ，情绪 的意向性 是情绪所关乎 的事实 ，等级 (R)是对 该意 向性客体作 出相应 的规范性判 

断或评价性判断 。LBT理论使 用公式“E=(O+R)”构建情绪 的前提 ，情绪推理 的形式 是 ：如果 O，那么 R；O，所 以 R。柯 

亨 自认为 LBT理论与弗 洛伊 德模 型 的区别 在 于 ：后 者试 图 揭露 被压 抑 (repressed)的思想 ，前者 则 试 图揭 露被 压制 

(suppressed)的不合 理规 则 ，正是那些不 合理规则导 致 了具有 自我 毁灭性 的情绪 。LBT可 以大量 引入哲 学理论 以驱除 

那些不合理的信念前提，从而使那些 自我毁灭性的情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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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哲学史上丰富的哲学理论被哲学咨询师用来给来访者 以灵魂慰藉 。哲学咨询师 

意识到哲理有可能帮助痛苦的人们 ，也证明了哲理具有现实的功用。所以有些人认为“哲学咨询 ”就是 

在复兴古老的哲学实践传统。 

实质上 ，哲学咨询与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大不相同，依据如下 ： 

第一，现在的哲学咨询并非是对苏格拉底传统的复兴。如果说哲学咨询是对某种传统的复兴 ，在 

某种意义上只能是古希腊的智者派而非苏格拉底——智者派恰恰是苏格拉底所反对的。智者派教授 

青年辩论与逻辑技巧并收取费用，苏格拉底利用提问与逻辑逐一推倒对话者的信念而不收费用，当今 

的哲学咨询是来访者付费从咨询师那里获得可选择的信念。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精神是自由的，而付 

费意味着交换与契约 ，这就限制 了思考的自由——试想 ，苏格拉底可以用一天或几天时间兴致勃勃地 

同人辩论同一个问题，当今的咨询师可以这样吗?如果来访者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爱好者恐怕会被咨 

询师扫地出门，如果咨询师不幸也是个真正的哲学爱好者 ，他将像苏格拉底一样贫穷。如果禁止收费 ， 

那些所谓的哲学咨询师必将销声匿迹 。苏格拉底对话过程本身即哲学探索活动 ，咨询师的对话则是一 

场交易过程。潘天群指 出：“哲学家可以走向广场成为践行者 ，为大众排忧解难 ，但不能走向市场。苏格 

拉底是广场哲学家，而非市场哲学家。” 哲学家的事业是进行智慧的追 问，而非利用智慧谋取金钱 。 

真正复兴苏格拉底哲学精神 ，是不会收费的。 

第二 ，哲学咨询证实某种观念而苏格拉底要证伪某种观念。哲学咨询要为来访者量身定做某种特 

定哲学理论 ，取代原先那导致思想问题 的信念 ；苏格拉底则是对具体观念进行剖析与举 出反例 ，从而 

证明该观念的不成立。当苏格拉底在街市上提 出“灵魂是什么”、“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好 的”这一 

类抽象的认知性问题，普通人只能借助经验与感觉来回答，但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而感觉往往不可 

靠，而且人们容易倾向于“以偏概全”，将具体的“一”想当然成普遍的“多”甚至“全”，将偶然的现象当 

作必然的规律 ，于是任何一个尝试性解答都存在着反例。罗素认 为苏格拉底方法适用的对象“乃是那 

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 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 

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 ”。苏格拉底使用大量经验性反例反驳对话者的定 

义，都在指向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无法使用有限的经验界定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质言之 ，苏格拉底通过“如 

果 A，那么 B”的方式揭示断言中隐含的逻辑不一致 ，使用具体的反例轻而易举地将那些所谓的“普遍原 

则”解构掉，去除人们 自以为是的习惯和想当然的理念，让人们认识 、反省 自己，从而过值得过的生活。 

第i，对话 ，是哲学咨询得 以进行的基本途径 ，也是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的主要方式 ，两者形式一致 

但是 旨向不 同。哲学咨询对话类型主要有三种 ：(1)咨询师同来访者的对话 ；(2)“自我对话”即具有哲 

学素养的人深刻反省并改变 自我 ；(3)文本对话即来访者在咨询师的指引下阅读相关哲学著作 。但苏 

格抽底“精神助产术”是一种“破而不立” 的思考技术 。苏格拉底通常先提出开放型问题 以引出对话 

①“精神助产术”即帮助人摒弃虚假观念并产生真实观念 。既然是破而不立 ，怎 么能称得上 “助产 ”或 “接生 ”?或许 

我 们可以这样理解 ：人 总是需要思想 的 ，不正确 的思想 观念被解 构之后 ，人会 再寻求新 的思 想 ，于是新 思想得 以产生 。 

当然 ，柏拉图认为真理 已在人心 中，苏格拉底方法可 以帮助人认识 到那 自在于人心的真理 。可是 ，对于那些不 相信真理 

或不相信真理在心 中的人而言 ，苏格 拉底 的方法就只有“破而不立 ”的直接效果了 。苏格拉底 与维特根斯 坦都是破而 不 

立—— 破除成见 。苏格拉底 的对 象可以是 所有人 ，维特根斯坦 则是“哲 学家 的哲学 家”。如果说 苏格拉 底要治 疗众人 的 

思想病，维特根斯坦则要治疗哲学家的思想病：哲学活动就是努力去除“哲学病”的过程。哲学病的产生源于某种思维 

方式和生活方式，犯了逻辑或语言错误 ，掉进了语言陷阱而偏离常识性观念。去除这种病并不需要“对症下药”，只要新 

的思想方式就可以。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没有 

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范围。”([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23，李 

步楼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是澄清思想的活动”说法可适用于普通大众——解除那些由于想 

不 通或 想不到所导致 的心结与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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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可能性答案，然后提出封闭型问题以诱使对话者否定 自己先前的回答 。例如 ，“你认为这些缺陷在 

什么地方?” 13191“你认为一名哲学家关心与饮食相关的所谓快乐是否 正确?”̈ 苏格拉底式方法使 

对话者从“自以为知”到“知不知”的同时 ，指 出其前后矛盾 的做法 直接伤害 了对话者的 自尊 心：自知 

你无知，还使其产生困惑：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可是苏格拉底只止步于提问而不提供答案。哲学咨 

询师扬言在传承苏格拉底对话方法 ，但真要从哲学咨询的标准看 ，苏格拉底是典型的失败者而非成功 

者。因为 ，成功 的哲学咨询应以解决来访者的思想 困惑为结果 ，苏格拉底却总是让对话者 陷于 自相矛 

盾的痛苦，失去其原有信念却又无法获得新信念从而陷于疑惑状态——本来没有思想困惑的人经过 

苏格拉底对话就开始有了困惑 。苏格拉底是思想 问题 的制造者而哲学咨询师要做思想问题的解决者， 

苏格拉底对话所希望创造 的正是哲学咨询师所希望消灭 的。 

综上所述可知 ，哲学咨询并非对苏格拉底传统的复兴 ，只是一条从象牙塔通 向菜市场 的新建通 

道。哲学咨询实践者为了增加职业 自信心而宣称哲学践行的历史悠久 ，事实上 ，初期哲学家们思考“人 

的问题”，后来的学者则思考哲学家的那些 问题——表面上一脉相承 ，实际上 已偷梁换柱，因为哲学家 

的答案有可能缓解生活中人的痛苦并增进其幸福 ，学者们的思辨角度常常是解读哲学家的思想、理清 

其逻辑思路 、比较不同哲学家理论的异同与相承等。哲学家与学者 的区别体现于“人的问题”与“哲学 

问题”的区别。于是可以说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是纯粹的哲学家，著书立说的柏拉图和康德则兼具 

哲学家与学者的身份，研究柏拉图、康德的人则更多地具有学者色彩。所以说，即使哲学践行在苏格拉 

底之前已经开始，但由于西方思想史以哲学问题研究为主流传统，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精神或态度一 

直未 曾被发扬光大 ，因而当今的哲学咨询活动并无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 

三、哲学咨询行业所受质疑及其在 中国发展障碍 

长期以来 ，脱离现实生活的哲学不仅抽象深奥 、枯燥乏味 ，更 为人们所诟病的是 ：哲学无用。作 为 

应用哲学理论的新兴职业 ，哲学咨询或“哲学践行”揭示 了哲学领域 内一些人对长期从书本到书本的 

哲学研究方式的不满 ，也提醒人们哲学具有某种实际功能 ，从而减少“哲学不实用”的那些指责。但是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哲学咨询行业本身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第一 ，哲学咨询活动有“哲学味”吗?哲学咨询强调哲学应该介入生活、服务于人。深奥而脱离现实 

的哲学问题本来源于对生活具体问题 的放大 、抽象 、普遍化 。伟大哲学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思时代生 

活 ，那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 的哲学理论其实与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可是，作为普通人的思 

想和生活顾问 ，咨询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没有哲学素养的来访者阐释哲学理论 ，能否保证咨询过程 

的“哲学性”或“哲学味?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该过程其实属于一次应用了哲学理论 的其它领域的咨询技 

术?经过哲学(心理学)训练的咨询师难道就算哲学 (心理学)咨询师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咨 

询师何以能够熟练运用众多哲学理论解决来访者的具体 问题?事实上 ，生活在象牙塔 中的学者或哲学 

家们多数缺乏一个成功的咨询师所必需的移情 习惯、倾听技能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在哲学专业领域 内 

的人士看来 ，“哲学咨询”所谓 的哲理应用实践活动表面上让哲 学贴近大众 ，名义上发展 了哲学 ，实际 

上是远离了哲学 ，使哲学的价值变得狭隘，也使哲学庸俗化 了，让大众更加误解哲学 。即使抽象而普遍 

的哲学原理可 以批量地解决具体而个别 的问题 ，但是 ，有许多学者终其一生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理 

论 ，都不敢说完全掌握 了它 ，更勿提及熟练运用它解决生活问题 ，一个“哲学咨询师”何以能运用人类 

几千年来积累的哲学智慧解决诸多来访者的不同问题? 

第二 ，哲学咨询行业如何定位?法国人 M．苏特开办“哲学咖啡馆”(philosophical caff)，其宗 旨是针 

对来访者 的问题提供相关哲学理论供其选择，即试图替换其理念。问题 在于：“哲学咖啡馆”的重心是 

“哲学”还是“咖啡馆”?欧阳谦指 出了一些学者从事哲学咨询活动 的原因：“心理咨询既然可以凭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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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哲学理论而通行无阻 ，那么哲学家为何不直接出手来应对愈加严峻的精神健康问题 呢?” 可是 ，哲 

学咨询行业与牧师 、教士、心理咨询、思想政治教育等行业的区别何在?在心理咨询行业人员看来 ，只 

有经过心理学专业训练才能有效辨别各种心理疾病，外行贸然介入会误导或贻误病情；每个称职的心 

理咨询师都具备相当的哲学素养，有些咨询过程会特别需要使用某些哲学理论，以哲学的方式帮来访 

者解决问题并不能算作“哲学咨询”，所谓“哲学咨询”无非是一些不甘于清贫的哲学学者寻求一定的 

名义到心理咨询市场上分一杯羹而已；具有哲学素养的人看 问题常常与众不同，可以作为“顾 问”为个 

人或团体提供建议和决策，以解决婚姻危机 、职业选择 、单位发展等问题 ，咨询师的 目的是帮来访者解 

决问题 ，又何必非要强调“以哲学的方式”?打着“哲学咨询”的招牌很是有些“扯虎皮做大旗”或“狐假 

虎威”的嫌疑。 

第三，哲学咨询的效果能令来访者满意吗?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哲 学系的一位哲 学咨询实践者 

Peter Atterton记录了一次失败的咨询过程。客户 Tim在两个月内进行5次对话 (每次l小时 )，结果 Tim 

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还表示怀疑哲学 的实用价值。咨询师则责怪 Tim过于性急半途而废 ，并如此总结 

经验：咨询师相当于 facilitator，可以对缺乏生活意义感的来访者讲 亚里士多德 的幸福论 ，对 自觉受歧 

视的人讲康德 ，而对 Tim这样 的人还应讲 Kierkegaard的“生存是个基本任务” 。 

Lou Marinof的(PEACE)方法 目标是使痛苦的来访者归为宁静 ：加拿大 Peter B．Raabe的(FITT)咨 

询方法不仅要化解来访者的痛苦 ，还要更新来访者的思维方式 ：Lahav要在短期 内重构来访者的世界 

观⋯⋯Lou Marinoff等人竭力为“哲学咨询行业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辩 护：“哲学和哲学实践可以 

使我们过上理智的、高尚的 、正直的 、快乐的和美好的生活 。”̈ 问题是 ，哲学咨询真有如此美好的作 

用吗?Lou Marinoff本人曾经由于各种原因遭到许多批评 。他的作品贬损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破坏 

行业竞争规则，因而被美国精神健康界所排斥；他强调哲学咨询的特色，但 自己并没有开出真正的哲 

学处方以解决来访者的问题 ；他为没有受过临床训练的人做“三 日班”资历 认证 ，被批为“对精神健康 

问题一窍不通 ，而且会害了顾客”。 

除了哲学咨询行业本身受到质疑 ，其在中国有无市场尚存疑问。哲学咨询行业在 中国发展的主要 

障碍有 ： 

第一 ，这个行业 的收入会好吗?不可避免地 ，一些希望从事哲学咨询行业的人具有功利或经济 动 

机，但是我 国社会服务业尤其咨询业不发达 ，人们普遍缺乏付费于精神消费的意识。在心理咨询行业 

发展 尚处于初阶的当今 中国社会 ，暴发户与“土豪 ”的挥金如土仍停 留在换取物质服务的层次 ，人们普 

遍还没有“精神消费”的习惯 。虽然物质生活 日益丰富和提高 (心理 问题也随着增 多)，但正如党的十 
一 届j中全会以来所反复强调的：当前我 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 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们最重视的还是物质生活如房子车子等，精神疾病只是在受到极端刺激 、长期 

受压抑 、生活意义虚无等人身上体现 ，尚未普遍降临到普通大众身上 。那些一度热情高涨而最终看不 

到哲学咨询行业前景与“钱景”的年轻学者 ，将逐渐泯灭希望之火而转投另外的行业。 

第二，国人的文化素养普遍不高。思想问题可能出现在所有人身上，但哲学咨询的对象最好是人 

文素养较高者 ，因为哲学咨询师与来访者的文化层次越接近其沟通效果就越好。虽然我 国受高等教育 

的人 已经较多，可是 由于应试教育体制 、学校文化氛围 、家庭文化生活和个人兴趣努力等因素 ，即使获 

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很高，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多数局限于“哲学即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的层次。至于其他受学校教育较少者 ，更是普遍缺乏综合性 的文化素养。下里 巴人与象牙塔 

里的阳春白雪相距过远将成为哲学咨询的无形障碍 。 

第三 ，缺乏有资质的哲学咨询师。有些人认为哲学咨询师并不必需具备专业心理学知识 ，只要具 

有相应程度的哲学素养就可以“开诊所”；哲学教师从此可 以脱贫致 富，职业 “钱景”也让哲学系的学 

生具有美好的就业前途 。事实上 ，哲学咨询师要想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需要具有哲学 家的洞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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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天悯人的情怀 ：首先要受到哲学专业思辨训练 ，研究方 向是应用哲学 ，熟知各种哲学理论并能准确 

应用 ；其次要能洞察人心 ，还需熟知各种心智疾病 ，另外 ，大爱之心与沟通技巧也是必要条件 。然而 ，在 

当前的中国，已经具备这些的学者，完全可以在学术界与大学内取得相 当高的声望 、地位与收入 ，著书 

立说 ，申请课题与基金 ，并不需要面对一个个情绪低落或歇斯底里 的来访者，不稳定地获得并不算高 

的收入 。 

第 四，“哲学咨询”实践者必须是个机构。由于个人的理论偏好 ，咨询师会 比较熟悉某些哲学理论 

而对另外一些理论不甚 了解 ，但形形色色 的来访者各有所需 ，于是咨询师也不得不求助于熟悉某些哲 

学理论 的专家 。所以，单个咨询师无法长期维持 ，需要许多哲学教师作为其坚实后盾 。可是在 当前的中 

国，尚未具备产生“哲学咨询机构 ”的社会条件 。虽然哲学咨询活动 已经在欧美各 国蓬勃开展 ，亚洲 日 

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有推广，但国内对哲学咨询处于初期理论探索阶段，哲学咨询行业 

还在孕育之中，距离市场性的实践还比较遥远。需要说明的是，哲学图书的出版、哲学教授的讲座和一 

些大学的哲学系为企业高管所开设的哲学班等等形式，属于哲学理论或知识 的普及性活动，不属于哲 

学咨询服务范围。 

其实，哲学咨询行业能否在中国发展 ，并不取决于是否被其它行业许可 ，也不在于攻击其它行业 

的不足。桃李不言 自芬芳 ，行业能否存在与发展 ，要看能否满足市场需要 ，能否解决顾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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