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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教授的抖音账号里，“宽宽的肩膀柏拉图，

大大的脑门苏德超”这样的自我介绍尽显幽默与风

趣。苏教授是70后，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平时除了科研、带博士生，

他还会花很多时间给本科生们上课。

苏教授说，账号做起来完全是一个“无心插柳”

的过程。2022年，他受邀去广州的一个机构讲课，现

场反响比较好，一位朋友就把他当时讲课的视频放到

了抖音上，苏教授说，“当我知道这个账号的时候，

已经有好几万粉丝了，我觉得既然有人爱看，那我就

继续吧！”

“有些视频是我上课的时候自己拍的，有的是朋

友帮忙拍，比如在我出差的路上、吃饭的时候，他们

会和我探讨一些问题，然后拍下来，刚开始我还很不

适应。”苏教授说，视频的剪辑和发布，都交给了广

州的朋友。

最近，开封王婆现场说媒的事情特别火，苏教授

也发了一期视频分析了这一网红现象，“我觉得去王

婆那相亲火，是因为具备了几个特点，第一是直接，

大家在生活中碰到一个人，直接表达相亲的愿望，都

会感觉很尴尬，但在王婆这个地方，大家都能很直接

地表达；第二个是真诚，大家来到这里，不加掩饰、

不加伪装才能成功，有些网红利用这个机会，为了抓

流量，带着麦克风上去了，被识破了，就会被王婆和

下面的观众赶下台，所以还是以真诚为前提的；第三

个特点是极简，王婆通过诙谐的语言，把男女双方的

要求降到了最低，主打一个感觉，双方看对眼了，那

就有发展的可能；第四个特点是安全，因为在场有千

万双眼睛盯着相亲的双方，弄虚作假的话容易被看出

来，所以给人感觉很安全；同时，因为大家都是来相

亲的，也减轻了一些人心里的胆怯。”苏教授的分享

引起了网友共鸣，粉丝直呼：“苏教授总结非常到

位，直击要害！”

其实，苏教授的账号更新了一年多了，他也出圈

成了一名拥有 100多万粉丝的“网红”教授。他的视

频形成了固有的风格：每一集讲一个哲学观点，用最

精炼的语言来论述。比如他更新了《年轻人该有的批

判观》《自由的最高价值》《为什么要追求美与善良》

等，同时他也会紧跟热点，用专业知识分析一些全网

关心的事件。苏教授说：“人文学科，最大的战斗力

和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讲话可以讲到别人心坎里

去，让别人和我们产生共情。”

王婆说媒为什么火出圈？过于理性的人适合恋爱吗？

哲学教授讲真爱 百万网友云蹭课
“王婆说媒为什么火出圈？”“真爱为什

么没有那么果敢？”“过于理性的人适合恋
爱吗？”……近日，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苏
德超又一次上了抖音热榜，他的真爱小课
堂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苏教授从什么
是真爱、如何表达爱等多个方面讲述了爱
情，让大家直呼“学到了”。对于走红，苏教
授笑谈其实自己是把生活中的智慧、课堂
上的片段搬到了抖音上，爱情课只是自己
哲学课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不断更新抖音
的初衷，是希望“冷门学科”哲学可以被更
多人喜欢关注，“因为学懂哲学，生活中的
很多事可以找到答案。”

苏教授在上课

苏教授在图书馆

日常生活中的苏教授

1 自称“大大脑门”的苏教授，无心插柳拍视频走红

在很多人眼中，哲学是一门艰涩难懂的学科，

十分枯燥，那么如何把哲学讲得受到大众欢迎呢？

苏教授说，学生们听不懂一般有两种，一种听不懂

是不知道老师讲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刚入

门的时候缺乏对经典的阅读，引用康德、海德格尔

等人的一些观点，一时没法理解；还有一种不懂是

道理上的不懂，哲学上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证

明，这个我会花时间一层层剖析，用推理论证来讲

清楚逻辑关系。

“哲学是个冷门学科，对老师来讲，面临的一

个问题是激发学生对哲学的内在热爱。”基于这样的

想法，苏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会努力把哲学的生活

性讲出来，“我最近的几个视频，就是讲什么是爱，

这是生活中人人会遇到，但未必人人都能明白的事

情，所以有探讨和追寻的空间。”

苏教授说，他感觉到现在的青少年很多都缺乏

爱的能力、逃避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

恋爱、也逃避婚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想把自

己对爱的看法说出来。告诉大家爱不需要有那么大

的压力。我和学生们交流的时候，感觉到他们把爱

搞得太复杂了，把爱当成一道题目一样去做，抱着

我做不到完美，那我就不去做这样的思维。但其实

爱不是这样的，爱不是你先筹划得很完美，它就完

美地出现，它是一个尝试的过程，越是猝不及防

的、笨拙的爱，可能越能够打动人。我把我的观点

讲出来，不是要说服谁，而是想大家一起思考，一

起讨论和关注这个问题。”

苏教授的视频中，“谈情说爱”系列是最受网友

们欢迎的，但苏教授直言，“我不会仅仅把话题锁定

在爱情上，爱情只是哲学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哲

学的奥义很深邃，包含生活的方方面面。”

苏教授补充道，自己在教学中提出的教学理念

是“三回两问一中心”，第一是回答问题，“不回答

问题，只讲哲学家的故事，那讲的是‘关于哲学’

而不是‘哲学本身’，任何一个学科，前提就是要回

答问题。”第二是回到文本，就是阅读经典，学哲学

的人必须要有积淀，从前人的成就出发迭代改进；

第三是回归生活，哲学必须是和我们的生活相关

的。“两问”，第一问是问我们的思考合不合逻辑，

第二问是合不合我们生活的直觉。比如大家看了电

影《第二十条》《周处除三害》，你流眼泪了，我也

流眼泪了，这个就是生活的直觉，也是探讨哲学必

须具备的素质——对于生活的真诚；一中心则是指

以学生的接受效果出发，不堆砌好玩的段子来收获

鲜花和掌声，也不用高深的概念来吓唬学生，而是

真诚地与学生们交流。

2 从“谈情说爱”开始，艰涩深奥的哲学变得有意思了

苏教授本人是怎么和哲学结缘的呢？他说，“我

在高中时比较喜欢研究哲学问题，也喜欢文学和历

史。高考前保送一所高校的法学专业失败了，有些赌

气和气馁，就放弃了所有热门专业，选了武汉大学的

人文科学实验班，学习比较冷门的文史哲专业。”

苏教授回忆说，后来高考分数出来，自己考得很

好，远超分数线，就被武汉大学录取了，“当时虽说

选了冷门学科，但我还是很感兴趣的，愿意学，所以

大学里学习成绩很不错，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读西

方哲学专业，博士也继续在本校深造。”

博士毕业后，他留校成为了一名哲学系的讲师，

多年耕耘，如今他已是带了十多名博士生的博导了。

他说，哲学真的很有意思，能改变人的想法、给人带

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哲学要沉得下心，愿意“十年

饮冰”。他举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她本科在一所

双非大学，研究生在一所 211高校，博士跟着我念，

现在已经到比武大排名更靠前的知名高校教书了，可

以说每一步都是很大的跨越。这个孩子不浮躁，踏踏

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博士没有延毕，后面越来越

好。”苏教授说，哲学专业博士延毕是很常见的，根

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在读博阶段懒惰了、分心了，还会

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耐不住“冷板凳”。做研究，

要专心，任何一个领域你深入进去，都能有所收获。

苏教授说，其实在抖音上更新的短视频，很多都

是他课堂上系统内容的一个“小引子”，他觉得更多

的精华还是在课堂上，他希望未来让更多人对哲学感

兴趣，一起进行系统地研究，探寻哲学的奥义，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 据扬子晚报

3 怀揣一颗踏实的心，冷门学科也能带来炽热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