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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布拉格 “哲学与社会科学”大会的两位重要组织者和社会批判理论家，Ａ．费拉拉与Ｍ．库克围绕着批判
理论的 “内在批判”特性及哪种内在批判形式更好的问题，展开争论。虽然二者都主张一种超语境的内在批判立场，

但费拉拉认为，只有范例规范性才是超语境内在批判的真正基础；而库克却认为，即使是范例的规范性，也需要将这

种主体性经验移到公共领域，在认识论上进行主体间性上的论辩和说明，以保持批判理论规范性基础的正当性和开放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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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里桑德罗·费拉拉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既不缺乏值得批判的

事物，也不是提供不出批判的视角，那为什么我

们会再次对批判理论感到困惑：如批判理论 “几

代”的漫长过程、 “批判的根基”、批判理论的

独特性，批判理论是否已堕化为 “左派罗尔斯主

义”？ “左派罗尔斯主义”存在着问题，但批判

理论如何能完好地从中得到拯救？理解今日批判

理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我们脑海中的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批判理

论家才得以产生的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以

来深受某些文本及与作为批判理论者的老师在一

起的教育经历的影响，或者这些问题也与圈外的

那些人有关系？

（一）批判理论所不是

批判理论 “不是什么”比较好说。让我们首

先澄清三个容易排除的选项。首先，我们都倾向

于拒绝这样的观念，即批判理论只是一个专名。

它被用作简略的表达方式，特指导师和其学生的

学院传统———这条主线开始于１９２３年在法兰克
福成立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引导我们一直到２０１４
年的布拉格。换句话说，人们再次谈到批判理论

就是指约定俗成的对以下内容的缩写：指三、四

代人的学术传承系列，这个学术传承在法拉克福

奠基，现在扩展到如在这个大会上所呈现的、超

出１７－１８个国家的代表。我把这种观点看作是
“中断谈话论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ｐｅｒ）”。如果持有
这种观点，那就将没有什么可说的，更别提关于

批判理论的哲学争论。我们只能谈论那些跨越这

个时间段、又将自己等同于批判批论者的学术成

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争论一些外部关系，如

批判理论家和其他学派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

义、自由－民主的宪政主义、解释学的关系，等
等。①

第二，我们不愿意将批判理论还原为仅仅是

对某物的批判，以外在于此物的其他东西为名来

批判。例如，天主教对新教教义和现代生活形式

的批判；新教对天主教教义和它前现代的传统主

义的批判；穆斯林对西方生活形式的谴责；社群

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论者对福利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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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的批判，等等。

第三，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我想没人准备

将批判理论还原到一种抽象的哲学研究，即去考

察 “有效批判的可能性条件”。因为 “有效或辨

明的批判”将成为真理的变身。如此，我们就要

对真理本质进行认识论的、逻辑的探寻。

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 “批判理

论作为批判，其最独特的特征是什么？”对于这

个问题，我带有自传式的兴趣。我已将职业生涯

中的３０多年奉献在批判理论上。我曾经见证在
哈贝马斯一颗独星的带领下，第二代批判理论家

聚集起来，接着是更为多样的第三代人的成长，

我有幸属于这一代人。现在第四代人正蓬勃发

展，这个会场就有如此广泛的这类代表①。

（二）批判理论：不只是 “内部的”的内在

批判

在摒弃上述三个选项之后，我们就剩下作为

“批判理论”具体领域的 “内部批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和 “内 在 批 判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ｃｒｉｔｉ
ｃｉｓｍ）”②。这两个术语都预设我们的批判在被批
判的事物中有个概念上的立足处，但二者还是不

同。内部批判包含对某些教义、信仰体系、伦理

概念或文化的批判。它立足于对内在部分的批

判。这种实践当然不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发明

的。苏格拉底对特拉西马库斯 （Ｔｈｒａｓｙｍａｃｈｕｓ）；
亚里士多德从 “普遍接受的观点 （ｅｎｄｏｘ）”中推
出辩证法，或他批判柏拉图的善的观念；洛克解

构菲尔麦 （Ｆｉｌｍｅｒ）的君权神授思想；黑格尔揭
露绝对命令的形式的虚假性；韦伯声称宗教文化

的理性化是一切；罗尔斯谈论公共理性而非实践

理性的功能等，都是这种实践。

相反，内在批判的要求更为苛刻。它超越了

少数不一致或对立的观念，致力于批评对象的最

佳展开或健康成长，使那些潜在的事物浮出水

面，而这些潜在的力量之所以不能显现，在于其

“意义结构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如此，内在批

判某种意义上施行的是 “从内部实现超越”③，

亦即它使对象超越自身，超越它现在的状态，将

它转变为超出其原初语境意义的某物，从而体现

为一种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

（三）两种内在批判

问题是内在批判也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

式。第一个形式用梅乌·库克的话说就是 “激进

语境主义 （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这个形式的
内在批判不是用来指导某一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下

居民的生活，也不是在 “仅当他们尽力成为自己

的条件下，才引领他们生活”。激进语境主义主

张 “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外，没有一个有利

的点来充当评价居民观念正当性的基础”。④ 第

二个形式是 “超语境批判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ｉｎｇ）”，相反， “这种批判诉求于这样的规范性
概念，即它直接内在于所讨论的社会文化语境，

并超越这个语境”。⑤

激进语境主义的倡导者是理查德·罗蒂 （人

们也可以加上迈克尔·沃尔泽的 “相关的社会批

判者”概念）⑥；而 “超语境内在批判”的倡导

者是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如此，人们就可以在一

般批判理论和 “正式批判理论”之间想象性地划

出界限：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是一边，激进的语境

主义是另一边。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内在批判之

所以具备超语境能力，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某些

规范性观念，对哈贝马斯来说是商谈共识的理想

化条件，对霍耐特来说是承认的三个社会领域中

的道德法则，尽管蕴藏在地方文化中，但它们

“不仅是我们最深切希望和志向的表达”，而且也

“代表了每个人作为人能实现其潜能而应有的希

望和志向”。⑦ 然而，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很难

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为什么不是 “批判的”。因

为道德律令建构起每个人必然具有的、内在的道

德观的本质 （只有恶魔般的生物可以免于此道德

律令的召唤。我们人类可以不理睬它，但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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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到其道德律令的召唤），并使我们超越深埋

在现象学本性中的特殊倾向①。

于是，我们又再次回到那个基本问题：如果

把批判理论理解为一种超语境的内在批判，那么

“超语境内在批判”的独特性在哪里？

（四）重思批判理论的 “超语境”方式

我将从两个基本特征来概括批判理论的特殊

性。第一个特性是 “激进的方法论反思”。批判

理论维持着其他批判传统所分离的东西：（１）以
发展对象为目标的内在批判法；（２）对正当性基
础的反思。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批判传统会像批

判理论一样对自己批判的正当性基础如此忧心忡

忡。这个显著特点最初是由霍克海默在其 “传统

和批判理论”文章中创立，并由哈贝马斯达到顶

峰②。

第二个特性关注的是与 “内在批判”相关的

超语境因素的 “性质”。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这

点。在批判理论的现存形式中，超语境是存在

的，但却是以 “内在性”为代价。内在性因素非

常微弱。因为超语境因素的那种普遍性 （如我作

为交往行为者的能力）使我在超越自身的特性

时，给我自身的独特性、差异性或非同一性留有

非常小的空间。如此构想的超语境批判置我们于

一种悖论式的困境中：如何能在我们的缺点中和

偏离要遵守的规范性基础时，保持一种独特性？

这一直是第二代 （主要是哈贝马斯）与第三代批

判理论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因素之一。这个问题的

另一方面是这种诉求批判理论的方式使得它与

“规范性理论”难以区分。

我的观点是，没有独特性的内在性是虚假的

内在性。因为我们要回应的规范性原则不是 “我

们自己的”，而是我们个体参与的更大群体的。

就像在所有传统的规范性设计中，从物理学到上

帝的意志，到理性的自治，再到历史中的理性，

其中我们只是更大范围的规范性现实的一部分。

（五）范例规范性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真正内在的 “超语境”批判基础

我认为，哈贝马斯式的 “内在超越”后果归

咎于一种 “不加批判”的超语境概念。反过来，

这种超语境概念产生在语言学转向的解释中。这

种语言学允许一种程序式的例外，一种程序式的

语言游戏 （也就是话语），允许多种语言游戏通

过话语连接起来。③ 我们需要克服这个困境，并

将批判理论奠基在真正的内在规范性上。我们需

要一种内在批判模式，以避免将主体还原为非个

体的规范性原则的接收器，而不是将主体的大量

批判看作是为了发展批判。在阿多诺的词汇中，

我们不愿意用非同一性再次拜倒在同一性脚下的

代价来把握超语境，即使同一性等同于奠基良好

的规范性。内在批判需要一种真正的内在规范性

根源作为基础。这将会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转向一种不同的超语境模式。这

种模式建立在对范例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ｉｔｙ）和关于范例
的判断的批判影响下。激进语境主义者错失了这

个规范性来源，因为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超

常的自我结盟和自我团结会展现出他们自身的一

种规范性力量，一种不同于原则和规范所反映的

规范性力量。这就是范例的作用。这同样发生在

艺术作品中。艺术作品往往以一种象征资源风格

来完成，但它却能通过公众，产生一种审美效

应，即根据其本应所是的存在特征，就如同使用

了不同的风格。同样，开创性的政治改革经常使

用一种同样的姿态，却揭示了规范性的新维度，

展现出新维度自身。

另一方面，超语境主义批判家偶尔确实会采

用批判规范性基础的模式。例如，哈贝马斯就对

这种模式表示过含蓄的赞同。当不谈理想的言谈

情境时，他讨论了现代性的规范性内容 （也就是

说，我们不能选择非现代），谈到学习过程的不

可逆性 （即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经常不可逆转地

改变着我们是谁），还谈到宪法的权力，认为其

是建立在我们与祖先 “同处一条船”的认知上，

这些祖先相互认可的那些权力，我们现在必须尊

重。

在阿多诺的词汇中，范例的规范性等同于

“与自身同一，但同时又不同一”。这就允许我们

３

①

②

③

Ｃｈｒ．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１２１．

Ｓｅｅ，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Ｍ．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
ｔｉｎｕｕｍ，１９７２），１８８－２４３．

Ｓｅｅ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Ｔｗｏ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ｕｒｎ？”，ｉｎＡｎ
ｔｈｏｎｙＯＨｅａｒ（ｅｄ．），Ｇｅｒｍ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ｉｎｃｅＫａ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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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规范性与一般性区分开，并把它与独特性连

接，如艺术作品的内在规范性、超自然的结构或

生命历程。想想路德的话：“我站在这里，我不

能做其他事情。”在此，阻止路德施以不同行为

的规范性来源完全是内在的、独特的。想想康德

有关艺术作品中的美的概念，这种美与下列因素

相关：不同官能间永不停歇的相互作用、一种从

没有达到同一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观点，从中我们能够把握整体的独特一致

性。想想齐美尔的 “个人法”观念。由于适用于

一个人和只是个体的情形，因此这个 “个人法”

的观念就不仅仅对我有约束力①。而且，这个观

念还在上个世纪末重新出现在克里斯蒂娜·克尔

斯戈德的观点中，“自我概念对理性的规范性是

非常重要的”②。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们发现

规范性观念产生和源自于某些独特的事物中，它

可能是人的特性或一件艺术作品。

在小说 《朱莉或新爱洛伊丝》中，卢梭是最

接近提供一种关于人类特性的内在而独特的规范

性的作者，并指出如果对这种独特的规范性没有

回应则必然会损害人的主体性。但也是在 《社会

契约论》中，立法者上交给主权人民的同意原则

并不是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人

们自身的自我表述 （ｓｅｌ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紧密相
关。两个世纪之后，即１９８０年，这种源自人们
自我表述的 “独特的规范性”观点又强劲地再现

在罗尔斯对 “公平正义”的正当性解释中。“公

平正义不是由于其对先前秩序为真而给予我们，

而是由于它契合以下因素：我们对自身的深切理

解；我们所渴望的东西；考虑到我们公共生活中

的历史、传统及我们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对我

们来说才是最合理的信条。”③

这范例的规范性，是 “自己的法律”，是由

于自我一致性而形成的 “自己的法”，是其本应

独特所是的样子，不能被还原到只是一致性。范

例的规范性是唯一的一种内在规范性。其允许

“内在超越”，从而真正实现既是 “内在的”，又

是 “超越的”。范例的规范性还没有将批判对象

的独特性 （或非同一性）缩减到与其不同的规范

性的储存库和复制品中。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严肃地认识到，在探究

批判的本质时，这种新的困境既不是来自法兰克

福，也不是源自法兰克福所惯常的思想发展线

路。但如果批判理论将自己看作是自我理解的一

种可能形式，那么它在其他批判事业中的独特性

就能沿着一种总体的、独特的和激进自我反思的

线路中被挽救出来。

与康德、卢梭、齐美尔和其他自我建构型的

当代理论家不同，批判理论将成为唯一能对范例

规范性的批判潜能进行反思的哲学观，而不是像

上述作者一样，仅简单地预设它。

最后，批判理论将具有一种激进、但又不简

单的反思性：根据这种范例主义转向，采纳这种

方式来理解批判的基础，其正当性在于它反思性

地与我们这些第三代和第四代的批判理论家具有

先进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式的

超语境内在批判的有限性之后。

二、梅乌·库克

社会批判理论家从为个体人类的繁荣发展设

置障碍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安排，并以克服这些障

碍为目标。因此，明确哪些阻碍了人类发展，并

解释其理由，显然是批判理论的主要关注点。然

而重要的是，他们诊断和解释的动机是为了社会

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根据我的解释，这就意味

着社会批判理论总是赋有一种批判视角，这个批

判视角至少含蓄地关联到一些关于 “好社会”的

想象性主张。在 “好社会”中，那些确定的、阻

碍人类发展的困难将得到克服。那么，这些指导

性的想象性观点的地位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将区分出四个宽泛的回答：我把它们称为 “约

定论”、“权威主义”、“激进语境主义”和 “超

语境主义”。在这四者中，我认为只有激进语境

主义和超语境主义的立场符合当代社会批判理论

的自我理解和关注。二者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一致

性在于，他们都承诺了一套以 “情境合理性

４

①

②

③

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Ｄａ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Ｇｅｓｅｔｚ”（１９１３），ｉｎＧ．
Ｓｉｍｍｅｌ，Ｄａ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Ｇｅｓｅｔ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Ｅｘｋｕｒｓ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７），２１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２４７．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８０，８８，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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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概念为特征的规范性主张。
情境合理性概念表达了一种反权威主义的冲动，

它是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发展结果，而现代性在社

会政治理论中影响了真理和正当性的概念化过

程。

情境合理性有两个维度：认识论和伦理学。

在认识论这个维度，有个规范性假定，即认为人

类知识是有时间性的、主观的和部分的。人类理

解事物的方式或这些事物本来应该如何等等，都

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有限人类所生活的历史文化

环境的影响。所有在超语境的意义上考察现实或

正当性的方式，都会受到历史、语境和具体的主

观性的调节。在伦理学这个维度，我们发现一种

价值层面的假定，即人类自治机构要符合道德标

准的发展。伦理自治奠基于以下假定，即人类自

由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于，在我们自己的理性基础

上，去寻求和追寻我们的 “善”。由这个假定所

指导的社会批判理论，将讨论中的社会文化语境

下的居民的深层规范性直觉和期望看得非常重

要。然而，这些规范性直觉和期望的状况不同，

社会批判理论也存在差异。采纳激进语境主义立

场的理论否认自身有任何超越社会文化语境的合

理性和目的，后者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相反，采纳超语境主义立场的理论则赋予

自身一种普遍合理性，认为它们在原则上对好理

由基础上的质询保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对于激进

语境主义理论而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对由于文

化冲突而显现的伦理观念进行批判性质询？它们

也缺乏一些概念性资源来理性地评估他们自身关

于好社会的指导性观念，和与之相对的那些冲突

性观念。这些应归咎于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差

异。与此相应，对于超语境主义立场的挑战是，

如何在不损害它们自身的反权威主义倾向的前提

下，维持它们的普遍主义主张。

当我谈到情境合理性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时，阿里桑德罗讨论的是内在批判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由此，他认为，我所称之为激进语境
主义和超语境主义的立场都是内在批判的不同方

式。虽然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术语上做出这样的区

分，但我还是很高兴接受他的描述。他现在的关

注波动于内在批判的超语境主义方式内。在这个

普遍的批判方式中，确实有一些显著不同的形

式。在这一方面，阿里桑德罗所言极是。这也不

是我在自己的书中所深入研究的。我认为，他在

这个方面的写作非常有助益。在超语境主义的内

在批判中，他分出 “认知－表象”形式，并将这
个形式与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关联起来，还

有在范例一致性基础上的方式，这是他所倡导的

形式。在当下的讨论中，我将把如何合理划分超

语境主义内在批判领域的问题搁置一边，而集中

于哪个形式是最好的问题。这里，我同意费拉拉

的建议，认为批判理论具有激进的反思性、超语

境主义的内在批判方式，并接受他的邀请，来反

思他所主张的范例模式的规范性的批判潜能。正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的反思建议是，我们需要

将范例的主观经验移到公共领域，以便对这些主

观经验进行真理性主张的论争和评估。而且，我

还将提出，为了这个目的，批判理论需要一个合

适的伦理真理 （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ｒｕｔｈ）概念。
我认为，一种激进的内在批判反思模式，其

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批判理论项目的内在理由。

除此之外，它还代表了一项重要的反抗运动，反

抗那些在当代政治社会理论中的主流趋向：反抗

一种新现实主义，对采纳规范性视角的理论充满

敌意，这种规范性视角已经超出当代现实真正的

最小规范性期待 （最小规范性期待，如我们应该

努力避免暴行或者为合法性达到一个基本要

求）。① 这种新现实主义有很多分支，被如此不

同的作者所倡导，如伯纳德·威廉姆斯 （Ｂｅｒ
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雷蒙德 · 戈伊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Ｇｅｕｓｓ）、阿玛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和伊恩·
沙皮罗 （ＩａｎＳｈａｒｐｉｒｏ）等，他们都在拒绝用超语
境主义方式来研究政治社会理论的方向上团结起

来，而超语境主义方式却是我和费拉拉所倡导

的。②

受限于目前的讨论，我不能详细阐述这种新

５

①

②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
９，ｎｏ．４（２０１０），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Ｒ．Ｇｅｕｓ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Ｒ．Ｇｅｕ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ｉ
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Ａ．Ｓｅｎ，
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Ｉ．Ｓｈａｐｉｒ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ａｓ
ｔｈｅＤｅｅ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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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诸多有限性。我只指出其中两个方

面。一个有限性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的批判理

论家比较容易看到的。现实主义立场不可能考虑

任何批判性反思模式，这种反思性模式力求揭露

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它

不能允许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第二个有限性与我

今天的讨论密切相关，尤其是对普遍的内在批判

方法的讨论。我主张将范例性的主观经验移出到

论争和评价的公共领域。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有

限性在于对主观拥有的伦理信念和价值的正当

性，持一种毫无疑问的态度。为了反对这个有限

性，我要求有诸多的批判实践、相应的有关人类

繁荣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其中，主观拥有的

伦理 （和宗教）信念和价值，在原则上是对公共

领域中主体间性的论辩开放的。我们可以将它称

作我的外在化论点。这个论点的提出是由于我对

当代社会政治理论趋向的发展有许多忧虑，而不

仅仅来自现实主义流派。

一个忧虑关系到我认为是有害的倾向，即将

主体的信仰和价值私有化。例如，非常明显的

是，在对待宗教和伦理多样性的众多方式中，它

们都力图去容纳吸收宗教和伦理的多样性，而不

是从中学习什么。在主体这边，这样的私有化会

导致对浸淫在当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支配性价值

观产生不满，并使个体空洞化 （正如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根据美的灵魂所描述的）①。

在信念和价值自身这一边，这样的私有化可能会

导致这些信念和价值观逃离了有力的批判性审

查，并最终丧失了个体和社会学习的潜能，而这

些潜能不仅是个体，而且是所有公民都关注的②。

第二个忧虑我把它看作是关于伦理观念的理

论非反思性和盲目性倾向。伦理观念会明确或含

蓄地指导着规范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观念，如正

义、自由、幸福等等。在这方面，我看到一种反

对的需要，即反对我称之为理论想象固化。所谓

“固化”，我是指规范性理论固化为一种理论结

构，它就对外在于它的相关伦理观念置之不理。

当一个理论缺乏开放性，对那些能挑战其自身根

本的伦理信念和责任的伦理观念缺乏一种开放性

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固化了 （例如，对那些指

出自己的正义自由观有问题的正义自由观缺乏一

种开放性）。我坚信批判理论必须探索出避免理

论固化的方法。打个比方，正如列奥纳德·科亨

（ＬｅａｏｎａｒｄＣｏｈｅｎ）③ 所言，我认为批判理论总是
处于一种固化为理论堡垒的危险。在这个理论堡

垒中，启蒙的唯一源泉来自内部。因此，一个适

当的内在批判观念必须认真考虑到理论堡垒中裂

隙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裂隙来自外部。我们需

要外部的光以照明理论自身的伦理信念和责任，

去批判性地质询它们，并一定会用一种崭新而更

加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想象这些伦理信念和责

任。显然，费拉拉采用的 “激进的方法论反思”

与我避免理论固化的初衷是一样的。关于理论，

我所强调的这些方面也同样适用于主体所拥有的

伦理信念和价值。在这里，我还想强调自我反思

性和接受新方式来思考正义、自由、幸福等的重

要性，换句话说，避免理论固化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如此，避免伦理和理论想象固化的关键之处

在于超语境的正当性概念 （伦理真理）。我将在

一会儿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已经简单地评论了我所看到的新现实主义

的第二个有限性，以及当代一般社会政治理论中

令人担忧的各种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内在批

判概念———适合于今日批判的理论化———做准

备。重复言之，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对待主体信念

和价值正当性的无可怀疑的态度、使这些信念和

价值变得私有化、创造了有助于理论和伦理想象

固化的条件。让我们回到我自己的建议上吧。

像费拉拉一样，我倡导一种超语境的内在批

判模式。此外，正如我对固化的评论，使得我也

倡导一种激进反思性模式：反思自身的正当性基

础，并接纳那些挑战其指导性伦理信念和责任的

观念。而且，同费拉拉一样，我也力图避免一种

“虚假的内在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超语境

的普遍性就抹杀了内在性，因为它没有给激励社

会政治批判的人类经验的独特性留有空间。我同

意他的担忧，即哈贝马斯的方式将主体变为一种

６

①

②

③

ＳｅｅＭ．Ｃｏｏｋｅ“Ｂｅｙｏｎｄ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８，ｎｏ．１（２００９）：７６－９５．

Ｍ．Ｃｏｏｋｅ，“Ａ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ａＰｏｓｔ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ｓ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２００７）：２２４－２３８．

Ｌ．Ｃｏ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ｒａｃｋ，ａｃｒａｃｋ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ｓ
ｈｏｗ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ｇｅｔｓｉｎ”（“Ａｎｔｈｅｍ”，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１９９２））．



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

仅仅用来接受超主体性规范性原则的容器。更为

一般的来说，我赞同他的努力，即发展一种奠基

于真正内在规范性上的批判理论，这种规范性不

仅来自现实世界某一具体个体的实际经验，而且

由于个体和集体的那种经验的独特性，使得这种

经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我支持他为将我们的

思考扩大到这类事情上所作的努力，即将我们的

注意力吸引到含有范例有效性判断的独特的规范

性模式中。正如他所阐述的，在这种范例有效性

的规范性模式中，我们体验到，整体当其拥有普

遍性时而具有的独特一致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从

每个人观点出发的 “独特应然”。

然而，我有两点不同于费拉拉。第一，我认

为他对内在批判的描述过于严格。他表明内在批

判的展开必须让对象 “超越自身”，并把它变成

具有超越原初语境的意义投射物，以便让它具有

一种普遍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内在批判模式，但

绝对不是唯一的一种。我提议一种更为宽泛的内

在批判观，即允许一种多元的主体性伦理经验。

对于这些经验，经验主体可以附上其认知意义

（我是说他们可以以一种与伦理真理相关的方式

来体验）。我认为，所有这样的经验不都是范例

有效性的经验。一个不容易根据范例有效性来描

述的主体性经验例子是，读一个卡夫卡故事的读

者体验。通过阅读故事，这个读者的正义观并没

有在伦理学上以认识论意义的方式来得到确定，

而后者则对她理解什么是正义至关重要①。这样

的例子不一定是来自于小说。我们许多人都在生

活中具有这样的经验，即这些经验从伦理上讲其

认识是处于混乱的。这就促使我们要别样地思考

关于正义、自由或人类尊严等伦理观念。我不知

道这样的经验如何能适用到费拉拉的范例有效性

范畴中。然而，这些经验也扎根于独特的人类经

验中，也确实主观地拥有超越经验自身的规范

性。简而言之，我想扩大费拉拉的理论架构，以

包含多种多样的独特的主体经验，伦理上的认识

论意义必须被归咎到这独特的主体经验中，尤其

是在诸多经验中，那些在认识论上待定的、也是

消极的痛苦经验。

这使我来到不同于费拉拉的第二点。结合我

对私有化和固化的关注，并结合其他一些关于认

识论和伦理上的权威主义的忧虑②，我看到需要

对范例有效性的主体经验，或更一般的那些在伦

理上其认识论意义还没有厘清的主体经验，持一

种认识论怀疑态度。因为我想强调，主体认识论

意义的感知在认识论上不一定是可靠的，无论他

们所依赖的经验是多么有力。马丁·路德可能

说：“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但为

什么我们认为他以这种方式说话和行动就是对的

呢？当然，我们认同他陈述中具有主观感知的认

识论意义。此外，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它。然

而，规范性的主体经验如此明显有力，促使路德

在这种立场上不能别样地行动。但这一切都不能

确保他不去别样地行动就是对的。我的主要观点

是，即使是最为直接而有力的经验也要经过讨论

中的人的主体性的调节。反过来，这个主体性又

受到人所在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受环

境中语言实践的影响。因此，伦理有效性的主体

经验无论是如何有力，也不能证明其伦理视角的

有效性 （普遍性）。而这种伦理视角往往是经验

主体通过其经验获得的。那么，如何来评估这伦

理视角的有效性？这就将我们主体经验主张的评

估问题带入到伦理有效性上。

考虑到我想避免认识论上的权威主义的理

由，我所主张的路径是哈贝马斯式的。我倡导评

估过程民主化，即伦理有效性声称原则上对每个

人所主张的观点都是开放的。在主体间论辩的公

共过程中，包容和公正的规范统领着协商。我说

“原则上”如此，是因为总是有很好的语境原因

来避免，甚至拒绝对主体性经验，及对他们产生

的伦理有效性声称进行公共评价。在这方面，判

断当然是其自身对公共论争开放。我们总是遇到

与此相关的各种困难。但我将在随后把它们搁置

一边。相反，我的关注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这个

困难直接来源于讨论中的主体经验的独特性。范

例有效性的经验，或更一般地说，在伦理上其认

识论意义已归咎于独特的主体经验，显然也是高

度主体性的、具体的。一方面，经验总是具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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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体在具体情境下的经验。这就意味着，同样

的一件事可能对我与对你来说意义完全不同。另

一方面，人们的经验往往是经过某种中介得到，

这就意味着从经验而来的任何伦理结论在主体与

主体之间是不同的。这种主体经验的独特性，明

显增加了对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伦理判断进行论

辩性评估的复杂性。一种复杂性来源于这样的环

境，即伦理上的混乱经验典型地发生在环境中而

不是论辩中。在这种情形下，参与辩论将永远不

足以信服那些没有充分经历过相同经历的人。观

点有效性就建立在这种相同经验上①。

让我们总结下由这种困难引发的结果。这里

我所概括的内在批判模式是 “内在的”，在于它

来源于真实世界具体个体的实际经验，并由于这

些经验的独特性而保持着活力。正是 “超语境”

将一种假定的、与真理相关的认识论意义归属到

主体经验中，这就是范例有效性的经验、认识论

上令人不安的经验，或者确实是痛苦的消极经

验。虽然如此，内在批判模式还是坚持，这些主

体性经验在认识论上是不可靠的，必须在原则上

对公共空间的主体间性的评判保持开放。为了与

我在前面所概括的方法保持一致，特别是与我想

避免伦理想象固化的主张一致，这样的评判其自

身就应该有超语境维度，即它必须在超语境的层

面有一种关注伦理有效性的导向。换句话说，这

种评判必须以伦理真理为导向。因此，我提出这

种内在批判模式，也就承担提供一种合理解释关

于伦理真理的任务。我的简单讨论，即在独特主

体经验的情形下，主体间的评判是如此复杂，让

我们看到以纯粹论辩的术语来概念化伦理的有效

性是不充分的。讨论中的主体经验的独特性意味

着，伦理真理不可能被看作是论辩过程的结果，

即使是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②。换句话说，如哈

贝马斯所言，伦理有效性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论辩

语言实践中的先验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先验

于每一种人类实践？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对

此我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如果批判理

论想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批判力的内在批判模式，

同时它又能捕捉到历史、环境和主体经验的敏感

性，批判理论就必须关注上述问题。

让我以提醒你们下述事实作个总结：如同阿

里桑德罗·费拉拉，我倡导一种内在的、超语境

的批判模式。首先，我建议的这种批判模式是内

在的，即它来源于实际的主体经验，来自真实历

史世界中个体的和集体的经验，也是由于这个原

因而始终保持着活力的经验。此外，它是内在的

还在于，它承认自身的历史性，即它不仅是历史

的，而且它是由实际历史情境中的具体人来阐

述，他们的论述是经过语言，也因此经过历史调

节过的。它的超越维度包含着超越主体部分，即

个体人类主体并不决定着他的价值信念的有效

性，价值信念也不是由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深层的

规范性直觉和期望所决定。相反，价值信念的有

效性、集体价值信念的有效性，是在公共空间不

断进行论辩与评判的过程结果。参与这个过程的

人都被一种超语境意义上的真理诉求所激励。在

这样一个公共论争过程中，为了充分解释什么是

最重要的，就必须要有这种超语境的真理。这点

在如下的情境下尤其明显，即关于人类繁荣发展

的深层直觉和期望，及为此做出的社会安排，被

现实世界的经验力量所撼动。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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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白　刚

【摘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作了实证性研究，论证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本质上是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

论关系。只不过由于黑格尔哲学视理性为最高的存在，虽然他的哲学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了劳动、资本等经济学营养，

但他的经济学也只是他逻辑学的补充和同谋，本质上仍是 “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则

既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

实现了 “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本质上是 “批判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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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
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实际上，黑格尔和马

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

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

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而马克思正是

借助黑格尔的 “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

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 “经济学 －哲
学”的双重革命。

一、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１７世纪中叶，结束
于１９世纪初，它的发展历程，从威廉·配第开
始，经亚当·斯密推进，到大卫·李嘉图完成。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

济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资

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

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

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

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①在此意义

上，马克思强调： “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

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

关系的内部联系。”②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交换

关系转向生产关系，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进

步和贡献。但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发展的局限，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

内部联系，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自然的和

永恒的超历史存在，因而不能 “从否定方面来表

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

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

地”③。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缺陷，马克

思深刻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

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

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

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

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

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

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④但对这一界限，古典政

治经济学自身既无自觉意识，更无法自我突破，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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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并超越。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

“劳动价值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

·配第，是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理论演进的

代表人物。他强调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

富之母”①，并肯定地声明 “等量劳动”是衡量

一切商品的 “通用尺度”。这实际上就是古典政

治经济学 “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和雏形。然而，

由于配第过分局限于流通领域，而且当时工人阶

级的条件尚未得到发展，因此他始终对使用这一

通用尺度的可行方式心存怀疑。在古典政治经济

学中，亚当·斯密被称为 “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他的 《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明确批判重

商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里，斯密的目光开始

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他认识到 “劳动是

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

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

银购买的”②。斯密第一次提出了 “劳动是衡量

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国民财富的

源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密通过不懈地寻求

生产领域中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努力查明劳动

和资本之间的实际关系，探求资本的不同组成部

分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了自

己的天赋。但斯密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为什

么和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表现为商品，以及生产商

品的劳动必须表现为价值等这些根本问题。所

以，在价值的决定上，斯密仍然 “是踌躇莫定

的”③。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和

最典型的代表，“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政治经

济学理论的最高原理。李嘉图强调，商品的价值

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

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④ 因此，李嘉图最

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他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

学，以及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释，还原为一

条可以包罗万象的经济规律———劳动价值论。在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他已认识到在生产过程

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

产耗费的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马

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了。可惜，李嘉图终究没能迈出走向真理的这一

小步。“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

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

的性质，没有去研究。”⑤ 因此，李嘉图没能明

确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概念，更不可能区分抽象劳

动和具体劳动，所以他也就看不到和无法解释劳

动对资本由 “形式上的从属”到 “实际上的从

属”的转变，更无法区分 “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

为基础”和 “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这两

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马克

思 “修正版”的 “劳动价值论”解决的：“劳动

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

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

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

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

排。”⑥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

论”，没能走向 “剩余价值论”，反而走向了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表达，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统计数

字、每一件素材以及每一种情况中，都能在社会

现实中找到和发现相应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事实。

因此，他们求助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观察、归

纳、实验等取得所谓的 “纯事实”，将劳动产品

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并找出它们之

间的联系和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经验科

学法则实际上取代了抽象价值法则。于是，他们

就用这种所谓理想的 “实证方法”来对抗思辨的

“辩证方法”，这种实证方法被马克思称为 “资

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⑦。当古典经济学家们把

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

出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由此，导致 “经

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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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①。

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

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②，资本

主义摇身变成了普遍的、永恒的、超历史性存

在。对此，马克思指出，像亚当·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

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

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

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

产”③。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家就是 “资产

阶级的学术代表”，而古典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经济学表达”。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当中

没能澄清政治经济学诸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但

其真正错误却在于它没能在其理论中形成现代劳

动概念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基础，也即其交换价值

理论并没有同时承负起一种真实的劳动理论，它

并没有真正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

质与历史形式。由此导致了一种对商品的价值和

价格的纯粹数量上的理解，即基于完成产品中所

包含的劳动数量来加以理解的 “实证论”。所以

说，古典经济学 “分析劳动的方法是本体论式与

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④。这也就

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 “非批

判的实证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而政治经济学决不仅仅是实证科学，它本质上是

“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也就是说，古

典政治经济学缺少分析劳动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

辩证法。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缺失的一环是由黑

格尔的思辨哲学补上的。

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黑格尔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在卢卡奇看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
者，黑格尔 “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

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

来”，“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

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

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

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

路”。⑤ 虽然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有些言过其词，

甚至把黑格尔 “马克思化”了，但黑格尔关注古

典政治经济学却是不争的事实。黑格尔认为：政

治经济学 “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

科学的一门”，它从 “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

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

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它

的发展 “可以从中见到思想 （见斯密、塞伊、李

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

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

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⑥ 对黑格尔来说，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日常经济生活的纷杂事

务中，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规律———发现这种

必然性的东西。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德国哲学的任务，他正

是用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并完成

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黑格尔这里，政治经济

学只不过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实际证明和质料补

充，政治经济学与其哲学同流合谋了。但不管怎

么说，在古典哲学家那里，唯有黑格尔 “在哲学

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

对待新生的政治经济学”⑦，所以说，“黑格尔是

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

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⑧。在此，

我们以劳动和资本为例来具体阐述黑格尔对政治

经济学的理解。

（一）黑格尔的 “劳动”与 “资本”

在卡尔·洛维特看来，黑格尔的思想演进中

有三次以 “劳动”为主题。⑨ 在耶拿讲演中，黑

格尔主要强调劳动不是 “本能”，而是一种 “理

性活动”和 “精神的方式”，还处于对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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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化”理解。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通过劳动来阐释主人和奴隶之间关系的辩证转

换，开始从 “哲学”转向 “经济学”来理解劳

动。而在 《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已经完全在

“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 “劳动通过各

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

资，使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这种造形加工使手

段具有价值和实用”，这样，“人通过流汗和劳动

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① 在此意义上，卢卡

奇强调 “黑格尔观点发展中的转折点正是与研究

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关，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

本手段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黑格尔在研究亚当

·斯密著作过程中最早产生的”②。在黑格尔对

劳动的理解中，他实际上已经部分猜测到了抽象

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关系问题：劳动中客观的和普

遍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需

要、手段和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社会分工；

个人劳动则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

其抽象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生产量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手段和技能的这种抽象化也使人们之

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得以完成，

并使之成为一种 “完全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黑格尔

还触及到了 “劳动的辩证法”：在劳动和满足需

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

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

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

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

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

和取得”③。但由于黑格尔根本上是在完全普遍

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劳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

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

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

劳动。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

“精神劳动”，他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只看

到它的积极方面。对此，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

“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在黑格尔这里

“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

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

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④ 因此，黑格尔最终

只是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

上学范畴，只是实现了对劳动的概念表达。

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这双重变

革的同时代人，黑格尔既承认拿破仑在马背上实

现了他的 “世界精神”，也在哲学上认同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家的 “资本立场”： “正如亚当·

斯密一样，黑格尔接受了资本的有利方面，并极

其敏锐地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融合到

他自身的专横的哲学概念中。”⑤ 在黑格尔这里，

他把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结合

起来了。黑格尔试图让历史的动力在资本的永恒

化展示的关节点上武断地终结，即黑格尔首先把

历史作为一种无情的客观运动来把握，这种运动

自身具有不会被幻想的主观设计和相应的唯意志

干预所驯服的强制逻辑。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

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

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而持久的 “资本”

（财富）⑥。在此，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强调这一事

实的重要性：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完全呈现于按

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的有利方面所设想

的哲学之中。在黑格尔这里，资本与理性 “联

姻”和 “结盟”了，“理性的狡计”变成了 “资

本的狡计”，资本甚至取代理性成了统治现实的

普遍永恒的 “符咒”。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

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 “泛理性主义”，

而在于他持有 “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事实，“这

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

的无批判的态度”⑦。所以说，正是黑格尔从哲

学上论证了资本作为人类历史及其可能制度的绝

对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和顶点。黑格尔为资本

穿上了 “形而上学的外衣”，他的绝对哲学有幸

拒绝了 “具体商品拜物教”，却不幸保留了 “抽

象资本拜物教”。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

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的 “非批判的实证主

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

处：因为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

动，而不像黑格尔那样视其为历史过程中一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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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变的终极；即使这种运动有其显著的和难以

抗拒的全球性扩张逻辑，也应该是暂时的。“马

克思恰恰是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

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①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形而上学显现”

虽然黑格尔没有达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认识和批判水平，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和交换关系作为最高和最终的 “统治原则”成为

抽象和支配力量，却是他要肯定的东西。“像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黑格尔是以他当时形成的

关于私有制的永恒性的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观念

为出发点的。”② 所以，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尽管

是抽象的，但是这些抽象范畴却可以在现实中通

过商品和价值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在马尔库

塞看来，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

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因为黑格尔在 《法哲学》

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③

黑格尔以最抽象的哲学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

类经济状况。但是，由于黑格尔始终站在现代国

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由此导致以黑格尔为代表

的 “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

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

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

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

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④。这其实

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

“二律背反”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集中显现。

可见，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

此紧密相关，以至于它最终没能逃出资本市场所

产生的引力和矛盾。

在黑格尔这里，虽然他比其他古典哲学家更

关注经济现实，但由于其真正关注的 “中心”不

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逻辑学，所以他只视 “绝对

精神”高于一切，而看不到 “资本主义地平线”

以外的东西，以致于认为一切存在物，经过思维

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世界上的事物只是

“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 （马克思

语），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逻辑范畴之中。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是 “精

神的货币”，他只是为世界找到了抽象的、逻辑

的和思辨的表达。黑格尔不能以现实的方式消除

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只能发展 “实体变主体”的

哲学空想。所以，黑格尔的哲学 “应当在有产阶

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

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

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⑤。由

此可见，黑格尔还 “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

格斯语），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形而上学显现”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观念

表达”。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黑格尔哲学

作为 “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的

形而上学”。

三、批判的实证主义：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这里， “哲学”和 “政治经济学”

是他关注的一对孪生主题。在此意义上，英国学

者伯尔基甚至称马克思思想起源的两个最重要方

面，就是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和斯密的

《国富论》。实际上，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革

命”就奠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

学的 “双重”批判和超越之上。

（一）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自己的 “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曾公开承认：“我的价

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
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⑥ 但马克思的 “政治

经济学”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

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的一个必然结

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

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

提的。”⑦ 不过，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

充实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历史

唯物主义内容：“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２４页。
［苏］伊·奥伊泽尔曼主编： 《十四———十八世纪辩证

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７页。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９页。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１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①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 “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

学”（罗素语）。而马克思的这一 “经济学”，是

充分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

经济学。”② 所以，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革命”

就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

经济学而实现的。

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才开辟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视

域。在评论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恩

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

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

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

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

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

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现在也能理解了。”③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既不是具体的物，也不是抽

象的精神，而是物与物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产关系。在马

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商品的交

换价值和作为衡量这一交换价值尺度的劳动这两

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关系。对此，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

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

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④

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把 “抽象劳动”和 “具体

劳动”区分开。而 “抽象劳动”和 “具体劳动”

的区分，作为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

思语），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批评：当经济学家傲慢地断言事物从

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

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了最终的东

西，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却不去

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

级社会的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

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

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⑤。所以，正是马克思通

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不是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他创新了 “劳动

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

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从而把利润与剩余

价值联系起来，才 “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

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⑥。对此，阿尔都

塞也认为马克思 “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

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在李嘉图使用收入分配这

个词的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⑦。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古

典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论”改造成了 “剩余价

值论”。实际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

别不在于研究对象和学术术语的差异，而在于阶

级立场的根本不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

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始终

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所以，与其说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宗旨是为了揭示支配经济行为和经济真

相的本质规律，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资产阶级的利

益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

缺失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发展中实现自我批判和

自我超越的 “辩证法原则”，而马克思则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中将其与取自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辩

证法结合了起来。由此，马克思才使 “明亮的阳

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 （恩格斯语），才

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批判和超越，

最终使政治经济学 “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

命”（列宁语）。

（二）超越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革命，不仅仅是
批判和超越了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还批判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

哲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

系上，列宁曾深刻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

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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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① 应该说，列宁的这个论断决非夸大其词，

但并不全面。虽然早在马克思准备 《资本论》的

草稿时，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

《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

帮了我很大的忙。”② 在 《资本论》正式出版后，

马克思又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

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③ 由此可见，

黑格尔的 《逻辑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起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 “材料加工的方法”和

“表达方式”方面。但这一点并不否认马克思接

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范畴，并且以 “感性化的方

式”把它们一直坚持运用到 《资本论》中；也

不否认作为一种基本 “结构模式”，黑格尔无所

不包的 “辩证法”被马克思用于历史演变理论和

社会矛盾理论，并且它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

批判理论的 “逻辑语言”④。在此基础上，我们

依然认可若没有黑格尔的 “思辨哲学”，也就没

有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为马克思提供 “批判的武器”和

“武器的批判”的，不仅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也包括黑格尔的 “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政治

经济学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 《逻辑学》中，而

是体现在 《精神现象学》和 《法哲学》中。这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转向经济学研究的

第一手稿———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
认：《精神现象学》是 “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

地和秘密”；后来又强调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

问题，在最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专门写了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及其 《导言》。关于黑格尔政治

经济学的核心精神，黑格尔的传记作者罗森克朗

茨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以贵族的激情用大

量有趣的事例反对了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力图

在竞争制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机制中拯救人的灵

魂。”⑤ 虽然黑格尔最终没能拯救人类，最多只

能算是实现了精神的 “自我救赎”，但黑格尔抓

住了劳动的本质，他的这一 “通过劳动拯救人”

的理念深深激励和启发了马克思：正是黑格尔所

向披靡、无所不能的 “绝对精神”，经马克思改

造为现实的 “人类劳动”，为马克思提供了创造

原则和推动原则，并为其学说提供了强大的超越

动力和革命自信心。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不是继承黑格尔的方法而不要他的精神，而

是把两者都一起改造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中，仍有一种对于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解

放的展望，即马克思所说的过去时代的结束和真

正历史的开始：它一举结束了个人与市民社会和

国家之间、劳动中的自我对象化与劳动产品和人

的类本质之间异化的二元对立。对黑格尔来说，

他的最终目的是 “解释世界”———实现理性与现

实在观念中的和解，所以他对市民社会中劳动与

资本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解决始终停留在思维范

围内；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他的最终目的是 “改

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

他紧紧抓住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产生的现实社会

关系，并把这些关系理解为资本在形成自身发展

形态的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来说，“概

念”最终是在现实社会各对立关系的统一中才成

为现实的。马克思恰恰是从概念所属的政治经济

学视域出发来解读这些概念，使它们真正具有了

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使其 “哲

学”高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所有哲学概念

都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经济和社

会范畴都是哲学概念。”⑥ 为此，马克思曾一针

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 “具有哲学意义的不

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

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⑦。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整个 “政治经济学”只是

对其 “逻辑学”的补充，而这一补充只不过是对

“绝对精神”本身发展的某种 “附加的东西”。

针对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时所表现的保守性，马

克思后来无情地揭露并摧毁了他称之为黑格尔理

论之 “中世纪精神”的东西。因此，单凭 “逻辑

学”，黑格尔依然无法真正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真正同时超越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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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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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列宁：《哲学笔记》，第１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第１２１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２页。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２页。
转引自 ［德］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

载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补卷，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８页。
［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明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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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没有给独立的 “经济学”和 “哲学”

留下任何余地。对马克思来说：“分析经济形式，

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

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而这一 “抽象力”，就是

实证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

法”。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三条道

路。第一条是 “从具体到抽象”，即 “完整的表

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之路。这是古典经济学在

它产生时期所采取的 “经验化”道路。如古典经

济学家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所谓 “生动的

整体”开始，但最后他们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

有决定意义的分工、货币、价值等 “抽象的一般

关系”，进而上升和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只不

过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历史性的范畴和体系普遍

化、永恒化了。第二条是 “从抽象到具体”，即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之

路。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 “先验

化”道路。这条道路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

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

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

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② 而黑格尔却把

它当成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此黑格尔陷入

了幻觉之中。第三条是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

象返回到具体”之路。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 “辩证化”道路。在马克思这里，具体通过

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它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表象中的

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

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最后

又回到表象中的具体，但这回表象中的具体 “已

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有许

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具体的总体

了。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

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

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

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

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

物。”③ 由此可见，前两条道路是分别把 “具体”

和 “抽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之路，而

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把 “具体”和 “抽象”统

一起来的辩证法之路。这一辩证法之路的实质就

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

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

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

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

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

结构了。”④ 这才是真正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和

解。对此，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 “跋”

中，马克思公开承认：“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

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⑤

所以，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超越就在

于：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马克

思并未彻底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充分肯定

这决没有妨碍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全面地叙

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要做的，就

是在最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探寻这些材

料的各种发展形式和内在联系，并适当地叙述出

这些联系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把黑格尔的辩证

法倒过来，以便发现 “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语）。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正是古典经济学的 “实证性”与黑格尔哲学的

“辩证性”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

有机结合。马克思打通了黑格尔没能打通的古典

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通道，弥补了古典经济学

缺失辩证法这一环，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转

换成了对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批

判，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作为 “批判的实证主义”

的、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革命”，

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

和超越所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 “一个

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

李嘉图” （拉萨尔语）。但马克思最终既不是

“黑格尔”，也不是 “李嘉图”，马克思就是 “马

克思”（大写的）。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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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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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视域下的民族国家

林　青

【摘要】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权力的时空伸延，其典型形

式是监控的普遍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对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基础的侵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抗运动滋生了对实现

自我保存的民族国家的建国愿望，这尤其表现在殖民地国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转移，帝国主义的

资本逻辑日益对民族国家固有的领土空间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

【关键词】空间；城市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７－０６

　　本文尝试结合有关资源从空间视域探讨民族
国家问题。实际上，全球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探索一直就蕴

含着空间视域，如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及其空间转

移思想，再如列宁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化国家理

论。上世纪 ６０年代以来空间理论的全面兴起，
使得空间视域的民族国家探讨愈益自觉，如列斐

伏尔、大卫·哈维、吉登斯等，虽然立场不同，

但都包含着对民族国家的新理解及其想象。从空

间视域探讨民族国家问题，可发现如下三个重要

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其导

致的社会时空伸延，为民族国家行政治理一体化

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民族国家成为权力的 “集

装器”，而这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独享的监控权

力来实现的。其二、随着城市化而来的 “日常生

活”领域的无根性对民众生活世界的侵蚀，导致

了传统社会的语言、文化、情感认同的危机，从

而不断激起民族主义运动，推进或巩固民族国家

的建立。其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

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必

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时空转移，并与民族国家

的领土空间逻辑发生冲突，使得民族国家呈现更

为复杂的状况。前两个方面涉及民族国家的治理

与认同，即现代国家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三

个方面即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的矛盾则最直接地

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矛盾，这均值得关注。

一、民族国家、监控与权力集装器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类型，其

与传统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政治权力的高度统一

和集中，这是通过国家行政系统及其背后的暴力

工具实现的，而不是借助于传统国家的象征性统

一和权力集中。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权力的

统一和集中，主要得益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催生出

来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

也意味着权力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伸延，民族

国家成为权力的中心。

吉登斯认为，“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中的主

要的权力集装器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①。这表现
在城市结构的空间配置上，城市的政治功能 （政

府部门）、宗教文化功能 （教堂）和经济功能

（城市市场）等在城市空间轮廓上所占据的主导

地位。坚固和封闭的城墙更是权力的象征，而城

市之外的 “边陲”，更多时候是象征符号意义上

的归属地，其实质上是权力的模糊地带。随着资

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

系逐渐由城市支配乡村的关系所取代，而政治权

力的范围也由传统社会的城墙转变为现代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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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领土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

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出现的”①，二者拥有共同的

经济基础和政治诉求。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

别在于：民族国家以精确的领土空间疆界为臬

圭，并伴随着强大的暴力工具来执行空间的监控

功能，这二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行政一体化的形

成；而在传统社会，帝国的行政并没有形成一体

化，大多停留在 “碎片化”的区域治理。在这个

意义上，正是商品生产及其城市化运动使得区域

内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从而使行政一体化得以

可能。所以说，“只有商品化生产打破了旧的城

市关系的条件下，只有超越了阶级分化社会的

‘碎片化’的时空区域的条件下，诸如此类的行

政一体化才有可能出现”②。因为 “商品化生产”

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社会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

社会的时空伸延得以可能，而时空伸延与权力的

产生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

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

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

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中。”③ 在这个意义上，

通过城市化，民族国家实现了统治区域内的权力

最大化。

领土与主权的统一，更是民族国家与传统国

家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二者分别对应于特定的空

间与行政垄断。民族国家在定义上的首要条件就

是 “确定边界，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

内部与外部的交易”④。边界在民族国家中的确

立，意味着原先传统国家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

权力隔阂被消解了，拥有明确领土边界的民族国

家取代了城市的权力地位。所以吉登斯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城市不再成为主要的时

空集装器或者 ‘权力的熔炉’，这一功能为民族

国家清晰的领土边界所取代”⑤。在此意义上，

民族国家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时空伸延的扩大

化，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扩大化，但其前提和基

础是城市化。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传统社会权力

的维系是得益于对 “书写”的垄断，作为信息收

集和处理的方式，“书写”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因为它掌握了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人

口信息。那么，民族国家的权力与治理从何而

来？在很大程度上，吉登斯认为监控在民族国家

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监控作为一种依托

了空间设计的手段，其本身与城市空间结构息息

相关，并且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为监控提供了便

利，“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而不一定是国家强有

力地关联在一起的现象，监控的起源直接与民族

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⑥。民族国家的形成意

味着领土边界的确立，而这相对于传统社会模糊

的边陲意识来说，更需要实际的整合和控制能

力。“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

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

土拥有主权。”⑦ 吉登斯虽然拒绝福柯对监控所

进行的功能主义分析，但仍然承认监控在分析国

家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吉登斯说：“监控在

现代性制度中的独特重要性表现在它与工业组织

和民族国家的联系上。”⑧ 这表现在民族国家通

过监控手段来实现权力的集中、社会治理和对外

防御等。

吉登斯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监控对于民族

国家的作用：首先是社会整合或控制的作用；其

次是信息的收集与储存。按照吉登斯的说法：

“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组织，这种独

特性尤其体现在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和对业已划定

边界的领土所行使的主权上。”⑨ 对暴力工具的

垄断是社会整合和控制的有效方式，但就对领土

的控制而言，主要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国家

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

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瑏瑠，这种控制

是以空间为中介的。民族国家对领土的重视促使

监控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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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传统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松散关系，民族国家

还肩负起社会整合的功能。这一方面需要 “民

族”情感、文化认同等的支撑，另一方面仍然需

要国家行政力量的监控。其次，监控还表现在对

信息的处理上。在传统社会中，信息是随着身体

的位移而实现传播的，其速度和效应相对较弱，

但仍不能忽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这

主要表现在信息对于政令畅通、人口统计及其税

赋、征兵的掌握和人口流动的监控等。而民族国

家在信息的收集和监控方面更是倍加关注。吉登

斯认为，“信息的收集和储存是时空伸延的主要

根源，从而也是权力产生的主要源泉”①。而信

息的来源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的监控而实现的，

掌握了真实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就把握了社会

现实，而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在民族国家

中，监控实现的 “集中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信息编码、人口活动的文档化”和 “对活动的

监视、强化的警察治安”。② 这二者同样是资本

主义兴起之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将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意在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必然伴随有资本主义兴

起的各种条件，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监控对于社

会权力的重要性，因为 “监控是强化国家权力的

媒介”③。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城乡的边

界被打破，与之相随的是权力外延的不断扩大，

最终以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为界线。“民族国家

取代城市成为 ‘权力的集装器’塑造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同时消除了旧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共生

关系。”④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实现了权力

与统治的内在统一，这反过来又为民族国家实现

对领土空间的统治与监控提供了重要的实现条

件。

二、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政治、经济

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民族主义运

动所诉诸的集体文化和情感精神认同的整合功

能。

吉登斯在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中指出：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

息相关。民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

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特定人群的成员

认同他们的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欧洲民族主义

的出现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步调一致

的。”⑤ 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民族主义，其核心

概念都与 “民族”有关，只不过前者强调政治行

政的一体化，而后者强调情感文化的认同，二者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大体是相互补充的。

“民族主义的情绪可以推动一个自视为象征性共

同体但还没有形成国家结构的民族成为民族国

家。”⑥ 民族主义的情绪基本上是由外部因素刺

激而起，其目的一般都以建立民族国家而实现自

我保存。民族主义自身只有依附在民族国家中，

才能实现民族因素的自我保存，这是由现代政治

国家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吉登斯

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是拥有

边界的民族 －国家行政力量协作的伴随物”⑦。
而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吉登斯看来，在很大程度

上是与城市理论联系在一起。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所导

致的城市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结

构和民众的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消除

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构成了阶级

分化文明的结构性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城市

生活的 ‘人造空间’作为分析一种完全不同形式

的平常生活的兴起的背景。”⑧ 城乡分化的消失，

意味着乡村的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

文化基础的改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

基本环节，马克思也描述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

的城市化、工业化及其对传统诗情文化的摧毁：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

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

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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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了。”① 而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

后果的拒斥，是对日常生活无意义的控诉。乡村

的城市化意味着土地空间的商品化，同时也意味

着人造空间的盛行。人造空间及其必然伴随的空

间的功能主义化，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日

益成为平淡无奇的 “物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

讲，“资本主义扩张所建立起来的 ‘日常生活’

领域是一些 ‘意义已经消失的领域’”②，而这正

是民族主义的滋生地。所以，日常生活领域的出

现，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目的在于为

种族群体提供一种文化情感上的集体记忆与体

验，其最终仍然会通过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得

到巩固。而现代的城市规划却给民族的文化认同

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 ‘空瓶子’，任何人都可以

把自己的主张和含义放进去。现代思想中抽象的

历史虚无主义和空间虚无主义让现代主义物质性

的一面与精神性的一面分离开来”③。所谓的

“空瓶子”的城市，最终诉诸的是一种抽象的原

则，它没有任何历史传统的规定，也不具备任何

区域的地理特色，最终使得城市只是一个纯粹的

容器而无文化内涵。这在民族主义运动看来，无

疑是釜底抽薪的。

由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带来的 “人造空间”的

盛行，助长了民族主义寻求身份认同和保存差异

的诉求。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现象，

它是由于格尔兹所说的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再生

产的 ‘原始情感’出现实质性解体之后，旨在填

补日常生活的无根性的心理情感表现。”④ 随着

日常生活领域对民众生活的规定，民族传统中的

情感和文化认同也随之趋于崩解。民族主义的兴

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 “崩解”的一种回

应，其主旨仍然在于以民族和故土及其情感为依

托，重建民族认同。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民族

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相互促进的，

“民族主义在发动社会运动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过

程中常常是阙功至伟”⑤。所以，在此意义上，

民族主义是 “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民族国家形

成对比”⑥。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民族国家基本

上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一致的，而工业化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也构成民族主义

运动兴起的背景，因为 “随着整个世界对工业化

势在必行的普遍接受，每种民族文化都在设法克

服不可通约性和相对主义”⑦，而民族主义在很

大程度上是这种 “克服”的 “后遗症”。在殖民

地国家体系中，宗主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启蒙的幌

子下以经济的方式输入到殖民地地区，其实质是

一种同化行为。“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自封的使命

解释为经济利益的拙劣伪装，是为了掠夺边远国

家的原始资源和开拓新的市场。”⑧ 这里涉及到

民族主义运动所关心的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

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

份的问题就会出现。”⑨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是

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后殖民时代，殖民

地的国家政权也大多采取了民族国家建国的形

式，“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无论采

纳的是自由或革命民主政体，绝大多数仍然奉行

崛起于１９世纪的民族主义传统”瑏瑠。诸之种种，
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产生了积极

的作用，而且其最终的意识形态表述也以民族国

家为核心，“民族主义的完成时期进行的意识形

态重组，将民族国家的理念置于它的最核心位

置”瑏瑡。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策

略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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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国家、资本逻辑与帝国主义

民族国家本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

的，并成为现代政治国家的主要类型，其主要旨

趣在于实现对界定空间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其

“在逻辑上指向的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统一，而非

海外投机”①；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其自身必然要衍生出一种内在的扩张趋势，“高

速流动的资本和商品流通所具有的机动性，胜过

劳动力市场、社区、民族国家等在地域上所具有

的稳固性”②，这是民族国家所要面临的严重挑

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的扩张有过详

细的论述，其核心要点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

的资本逻辑，即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在全球

实现空间转移。按照哈维的判断：“从资本主义

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

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

的。”③ 那么，资本逻辑的利益原则所催生的

“空间交换”，必然会与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产生

冲突，因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是领土空间的固

有化及排他性。可见，民族国家与以资本逻辑为

基础的帝国主义没有天然的统一性，因此，“民

族国家本身并不能为帝国主义提供一个稳固的基

础”④。那么，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如何应对不

断对外扩张的资本逻辑呢？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

发展所必经的环节，因为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成熟

的现代政治国家类型，仍然在全球化时代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哈维认为，这需要民族国家以

“民族”因素为媒介，从而嵌入到资本主义扩张

的手段中去，即 “在民族资本占据首要地位的帝

国计划的背后调动起民族主义、侵略主义、爱国

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在此资本主义企业的

范围与民族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基本上实现了一

致”⑤。在此，民族国家淡化了政治共同体的功

能，强化了如安德森所述的 “想象共同体”的功

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逻辑，即对内实行

民族国家、对外实行帝国主义，二者的结合成为

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些案例在殖民

扩张和全球化时期比比皆是，表现在通过跨国公

司等组织实现对民族国家领域内的渗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资

本的兴起，民族国家的观念日趋弱化。考茨基在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中指出：

“民族国家的观念———对资产阶级说来已经失去

了吸引力。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一定的发展

高度开始越过它的国界向外扩张。”⑥ 民族国家

的 “衰弱”尤其因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雪上加

霜，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对领土空间的占

有，其自身有强烈的空间逻辑，但在民族国家的

成熟时期，其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移置到了内部

的行政治理上。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资

本主义诉诸全球性竞争，最终诉诸于垄断时，必

然会与民族国家对领土空间内的垄断权力发生冲

突，“这种通过竞争获取利润所带来的空间推动

力的趋势，遭到了领土空间内垄断权力所形成的

合力的阻碍。正是从这些垄断中心出发，世界上

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实践和要求建立帝国的呼

吁”⑦。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不囿

于民族国家而与世界市场相协调的政治机制，这

在当代世界显得尤为突出。哈贝马斯在 《后民族

结构》中认为，这种政治调控机制的建立需要

“超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 “只有借

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的意识，具有全

球行为能力的主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根本的改

变，从而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只能相互合作

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⑧。面对

诸种理论倡议，民族国家能够摒弃自身赖以存在

的民族意识形态及其内部的垄断权力吗？全球化

时代的空间逻辑战胜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的空间逻

辑，从而意味着民族国家式微吗？

全球化空间逻辑的前提是区域不平衡发展，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不平衡性 （包括劳动力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页。
［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第２３６页。
［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２８页。
同上，第３７页。
同上，第３８页。
［俄］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家联盟》，叶

至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第１１页。
［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８０页。
［德］尤尔根·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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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土地成本等）的差距正在缩小，“如果放

任自流，不加抑制，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衰

弱而终，并最终毁掉它自己财富的两个来源———

劳动力和土地”①。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空间逻

辑必然会激起民族主义的运动，这里面包含着复

杂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因素，而这是全球化空间逻

辑所难以击穿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功能和民

族整合功能，使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具普遍性。

最具说服力的是，军事力量仍然掌握在民族国家

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张，发动战争的

手段也越来越聚集在了民族国家手里”②。民族

国家的生命力在于以民族国家为维系的国家治理

模式，其自身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按照吉登斯的

说法，民族国家并没有趋于消失，而在变得更加

普遍化。他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

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民族

国家体系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之

一”③。同时，当今世界仍存在有民族无国家的

现象，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寻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

建国，比如巴勒斯坦。可见，民族国家在民族认

同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在资本逻辑的推动

下，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与民族国家中市民社会

的生活世界发生冲突。哈维认为，黑格尔在 《法

哲学原理》中就指出了其中的端倪：“所有这些

都被一种对 ‘利润的极度渴望’所激励，并不可

避免地包含风险，所以工业 ‘不再固定在泥块上

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社会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

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

险和毁灭等因素’。”④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

解决方法寄托在作为伦理观念的实现即国家上。

国家是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最终形式。黑格

尔的理想展示的是古典的解决方法。而２０世纪
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来，重

新回归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尤其是依赖具有主

权功能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功能藉此得到了恢

复，表现在对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干预。哈维认

为，出于同样的观念，“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根本

防御措施之一来对付原始市场权力。面对着时空

压缩和全球商品化，保护种族和文化同一及环境

质量也成为一个关键手段。因此，民族国家就成

了一个主要场所，‘强烈反对’那种诉诸民粹民

族主义的全球化”⑤。因为全球化所推进的不仅

是纯粹经济的现象，它必然裹挟着对所到之处

“生活世界”的改造，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也指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 “必定会按照自己

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这是具有特

定区域、语言和文化认同的族群所不能接受而加

以拒斥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其实现自我保存的最

终堡垒，“因为一旦 ‘民族’概念脱离了 ‘民族

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

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⑥。

其次，当代世界仍然是以地缘政治为国家间

主要的交往和博弈模式，在这个背景中，全球化

就不一定表现为一种线性发展模式，它与领土化

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因为 “民族国家间 （或其他

领土单位间）权力的地缘政治游戏在不断变化的

空间关系结构中与市场地位相互链接，这个空间

关系结构反过来又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而优先考

虑特定区域和领土”⑦。由于民族国家至今仍然

掌握着经济的主动权，这意味着市场流动的去向

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其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而

这种选择性，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相

关，另一方面则与其背后的民族国家支撑相关，

很多时候是与其军事力量休戚相关，“既然拥有

重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央权力 （美国就是一

例）仍然能够提供保护使经济力量的选择性分散

继续进行，那么过去和现在就一直存在着对民族

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合理分散的限制”⑧。

而 “中央权力”的载体，至今仍然是民族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运动背后

的主导力量。

（责任编辑　林　中）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２８页。
［英］吉登斯：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

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９页。
同上，第１１９页。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２６页。
同上，第６３页。
［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

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２页。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３２页。
同上，第６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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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民主制还是强者的等级制

———政治哲学中的尼采与虚无主义问题

陈　浩

【摘要】尼采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虚无主义：以一切价值丧失其有效性为主要内涵的 “普遍虚无主义”；以主体信奉消极

否定类型的价值为核心关注点的 “特殊虚无主义”。后期尼采更多是在后一层意义上讨论虚无主义的起因、根源和克

服途径。尼采认为，特殊虚无主义的表层原因在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而非肯定类型的价值，其深层的根源在

于本能上的弱者对于本能上的强者的统治。弱者的自然性向迫使其必然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弱者因而注定无法克服

虚无主义。与弱者不同，强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并非出于本能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弱者所主导的民主制的

统治和教化，误以为否定类型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和信奉的价值。因此，强者如果能够推翻弱者的民主制，重建

依据本能和权力意志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就能够摆脱否定类型的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关键词】尼采；虚无主义；弱者；强者；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２３－０８

　　对于虚无主义，尼采曾下过这样的定义：
“虚无主义意指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① （ＷＰ
２）不少学者 （比如 Ｌａｒｍｏｒｅ、Ｌａｎｇｓａｍ等）据此
将尼采的虚无主义界定为 “一切价值丧失其客观

性和有效性”②。但关于虚无主义的这种界定可

能会带来这样一个难题：尼采本人是否是一名虚

无主义者？如果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论述仅止于一

切价值的自行贬值这一方面，我们似乎有理由认

为，尼采本人就是一名虚无主义者。问题在于，

除此之外，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讨论还有另一个方

面，即尼采并未否定所有的价值，而仅仅否定了

特定价值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尼采在否定之外又

另行树立了自身的新价值，认为只有那些与其新

价值对立的特定价值才是虚无主义的价值，并且

只有那些信奉特定价值的特定人群才是虚无主义

者。③

本文无意介入尼采本人是否是一名虚无主义

者的论争，仅藉此指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讨论实

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方面针对

的是所有价值的普遍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另一

方面涉及的是主体对特定价值的特定信奉问题。

换言之，尼采曾经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讨论虚无

主义。一层意义是针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普遍虚

无主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其意指 “最高价

值的自行贬值”，一切价值均丧失了其原有的有

效性；《权力意志》这部极富争议性的文献，所

３２

 作者简介：陈　浩，（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①　本文对尼采著作的引用，依据的底本是下述英文版：（１）Ｂａｓ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０；（２）ＴｈｅＷｉｌｌｔｏＰｏｗｅｒ，ｅｄ．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ｔｒａｎｓ．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ａｎｄＲ．Ｊ．Ｈｏｌｉｎｇｄａｌ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７；（３）Ｔｗｉ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Ｉｄｏ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ｔｒａｎｓ．Ｒ．Ｊ．Ｈｏｌｉｎｇｄａｌｅ，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３；并在部
分程度上参照了德文考证版的其中两卷：（１）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ｕｓｇａｂ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ｖｏｎＧｉｏｒｇｉｏＣｏｌｌｉｕｎｄ
ＭａｚｚｉｎｏＭｏｎｔｉｎａｒｉ，ＶＩ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６８；（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ｕｓｇａｂｅ，ＶＩ３，１９６９。标注方面为

了方便不同语种版本之间的对照，采用了 “著作缩写”搭配 “相应节数”的方式。比如 “ＷＰ２”，其中英文 “ＷＰ”表示 《权力意

志》的缩写，数字 “２”代表该书的第２节。本文中所涉及的尼采著作缩写如下：ＢＧＥ— 《超善恶》，ＧＭ— 《道德的谱系》，ＷＰ—
《权力意志》，ＴＩ— 《偶像的黄昏》，ＡＣ— 《反基督者》，ＥＨ— 《看哪这人》。

②　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８２；以及ＨａｒｏｌｄＬａｎｇｓａｍ，“Ｈｏｗ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４，Ｎｏ．２（Ａｐｒ．，１９９７），ｐｐ．２３５－
２５３．

③　关于尼采自身是否是一名虚无主义者，Ｈａｔａｂ的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尼采既是又不是一名虚无
主义者，如果虚无主义意指对于传统信仰体系的否定，那么尼采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如果虚无主义意指对所有价值，意义和真理的否

定，那么尼采就不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参见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Ｊ．Ｈａｔａｂ，“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ｔ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３，Ｎｏ．２
（Ｆａｌｌ，１９８７），ｐｐ．９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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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大体是这层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同时这也

是绝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尼采虚无主义概念时所习

惯接受和关注的意义。与普遍虚无主义相对，虚

无主义在尼采那里还有另一层意义，我们可称之

为 “特殊虚无主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ｎｉｈｉｌｉｓｍ），特指
主体对于那些对生命取消极态度的否定类型价值

的信奉，比如基督教所宣扬的同情和忍耐等价

值，尼采把否定类型的价值称为虚无主义的价

值，称信奉这些价值的主体为虚无主义者；其后

期的一系列作品，比如 《超善恶》、 《道德的谱

系》、《偶像的黄昏》、 《敌基督者》、 《看哪这

人》，其中凡是论及虚无主义的地方，所指的基

本是这一层意思，同时这也是一般学者不太关注

的层面。①

以对两种虚无主义的区分为基础，本文认

为：后期尼采主要关注第二层意义上的虚无主

义，即特殊虚无主义，并且断言这种虚无主义的

真正根源在于作为多数的弱者以民主制的名义对

于作为少数的强者所施行的统治；要想克服这种

虚无主义，尼采认为，只有恢复按照本能和权力

意志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恢复强者对于价值

的主导权。为了具体阐明尼采的特殊虚无主义，

本文计划分为下述三个部分：（１）依据形而上学
解读方案分析普遍虚无主义，指出普遍虚无主义

起源于充当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性世界的崩

溃，对之的克服途径在于重建超感性世界的真实

性，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自身

的前提———价值之有效性何以必须以超感性世界

作为保证；（２）运用病理学解读方案说明形而上
学解读方案的前提，并进一步探究特殊虚无主

义，指出特殊虚无主义的起因在于主体信奉了否

定类型的价值而非肯定类型的价值；（３）论证信
奉何种类型的价值只是表象，特殊虚无主义的深

层根源在于弱者基于民主制对统治权的控制，强

者只有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胜出，并恢复基于

权力意志自然排序的等级制，才有可能彻底克服

虚无主义。

一、普遍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解读

对应于尼采对两种虚无主义的划分，综观尼

采不同时期的相关说法，本文有理由认为，在考

察虚无主义时，尼采曾提出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虚

无主义解读方案：一种对应于普遍虚无主义，可

称为以两个世界划分为基础的 “形而上学解读方

案”；另一种对应于特殊虚无主义，可称为以两

种本能划分为前提的 “病理学解读方案”。这一

部分我们先考察第一种解读方案的基本内容，以

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形而上学解读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方案
的要点可简要归纳如下：（１）世界可以被划分为
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 （又称形而上学世界），

其中感性世界是虚假的表象，超感性世界是真实

的基础，所有价值的有效性均来源于超感性世

界；（２）虚无主义意指所有价值丧失其有效性，
其起因在于充当价值之有效性保证的超感性世界

的崩溃；（３）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在于恢复或新
建作为价值有效性之保证的超感性世界。

尼采关于虚无主义原因和克服途径的分析，

与其对虚无主义的定义密切相关，因而这里有必

要先考察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定义。根据形而上

学解读方案，虚无主义是指所有价值丧失其有效

性。在尼采看来，价值的有效性不能来源于自

身，只能来源于其背后的超感性世界。比如基督

教所宣扬的一系列价值，同情、忍耐和博爱等

等，其有效性以上帝和天国世界的真实存在作为

基石和保证。根据这一虚无主义定义，价值丧失

其有效性的原因即是虚无主义的原因。而价值之

所以会丧失其有效性，亦即虚无主义之所以会产

生，是由于伴随现代思潮的兴起，不论是在哲学

还是宗教领域，均兴起了怀疑主义的思潮，人们

不再坚信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超感性世界崩溃

了。超感性世界的崩溃，使得建基于其上的、以

其真实性充当自身有效性基础的所有价值丧失有

效性，变成了无价值和无意义，因此导致了虚无

４２

① 本文关于普遍虚无主义和特殊虚无主义的划分，曾受到

刘森林教授的启发。参见刘森林：《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

无主义的根源》，《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期。无独有偶，
Ｓｃｈａｃｈｔ同样主张将尼采的虚无主义分为两个方面，但是其划分
方法与本文不同。具体而言，Ｓｃｈａｃｈｔ认为尼采曾论及了两种类
型的虚无主义——— “形而上学虚无主义”（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和 “价值虚无主义”（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关
注的是实在的本质，断言 “无物为真，一切皆假”；价值虚无主

义重视的是价值之有效性，意指主体对所有价值之有效性的否

定和拒斥。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ｈａｃｈ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ｄ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７３），ｐｐ．
６５－９０．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价值虚无主义，因而本文凡提
及虚无主义的地方，如无特殊说明，均指 Ｓｃｈａｃｈｔ意义上的价值
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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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换句话说，在这种解读方案看来，传统西

方之所以信仰价值，是因为人们坚信价值是有效

的，而作为价值有效性之保证的是其背后的那个

超感性世界，价值之有效性以上帝或超感性世界

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之真实

性的怀疑，导致了超感性领域的崩溃，价值因此

丧失了其有效性的基础，从而引发了虚无主义。①

基于形而上学解读方案对虚无主义成因所作

的这样一种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这一

解读方案所包含的针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途径。具

体而言，既然虚无主义源于价值之有效性的丧

失，而价值之有效性的基础在于超感性世界，价

值之所以丧失其有效性，是由于充当有效性保证

的超感性世界的崩溃，那么所谓克服虚无主义，

就可以等同于重建充当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

性世界，亦即我们可以通过恢复超感性世界的真

实性，来恢复价值之有效性，进而克服虚无主

义。进一步讲，根据超感性世界之重建工作的具

体性质，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细分出下述两种克服

途径：（１）用新基础来恢复旧价值。既然充当传
统价值之有效性基础的超感性世界崩溃了，并且

传统价值要想具备有效性必须有超感性世界充当

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执着于

传统价值，就只有另行建立一个新的超感性世

界，来替换传统的超感性世界，从而为传统价值

重新奠立有效性的基础。举例而言，假使我们在

基督教的天国世界崩溃之后仍然钟情于其所提倡

的同情、忍耐和博爱等价值，那么要想继续维持

这些价值的有效性，我们就只能为之奠立新的基

础；这些新基础既可以是新的天国世界，也可以

是与天国世界具有同等功效的现代理性、进步、

平等或无政府主义等理念②。（２）用新基础来支
撑新价值。与前述情况不同，上帝所代表的天国

世界崩溃之后，我们也有可能会因此一并丧失对

建基于天国世界之上的传统价值的信仰，转而追

求并信奉新的价值，比如我们可能会追求尼采所

提倡的以肯定表象、生成和变化为基调的新价

值。在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看来，新的价值要想获

得有效性，同样需要以超感性世界作为基础。对

此，有不少学者 （比如 Ｓｃｈａｃｈｔ）认为，尼采的
“权力意志”可以等同于传统的超感性世界，在

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这一职能。换言之，在他们看

来，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运用权力意志概念

替代了传统的超感性世界，将之用作保证其自身

所提倡的新价值之有效性的新基础。③

不过，针于这种形而上学解读模式，我们似

乎有理由问：价值的有效性为什么非得要由超感

性世界来保证？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弃感性世界和

超感性世界的二元结构，单纯依据主体自身的信

念来确保价值的有效性。比如，即便我们接受上

帝已死、超感性世界业已崩溃这一事实，藉由单

纯认定这些价值是自身的一种创造发明，我们在

理论上不也仍然有可能信奉基督教价值？或者我

们另行创造一种截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的价值体

系，藉由自身对它的信奉，不也可以确保这些价

值的有效性吗？简言之，有什么必要非得把价值

的有效性建立在于超感性世界之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尼采在某些场合确曾

表示过，价值的有效性亦可以无需超感性世界作

为保证，而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权力意志的充盈

与否。不过，这个问题在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范

围之内，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认定价值的有

效性必须建基于超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之上，是形

５２

①

②

③

这里关于价值有效性与超感性世界之间关系的论述，在

一定程度上曾受到Ｌａｎｇｓａｍ的启发。参见Ｌａｎｇｓａｍ，“ＨｏｗｔｏＣｏｍ
ｂａｔ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１９９７，
ｐｐ．２３５－２５３．

此处有必要留意海德格尔关于 “广义”超感性世界的

说法。在他看来，尼采所谓的超感性世界，并非特指狭义的柏

拉图的理念世界，或者基督教的天国世界，而是泛指所有在虚

假和真实二元划分模式中充当基础和根据的理念。比如，在海

德格尔看来，即便现代人放弃了对基督教天国世界的信仰，转

而信奉理性和平等，但只要理性和平等这些理念仍然是以感性

和理性、不平等和平等的二元划分模式为基础，其在某种意义

上就同样可以视为超感性世界的一种变体。参见 ［德］海德格

尔：《尼采的话 “上帝死了”》， 《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４页。
当然，学界对 “权力意志”能否克服虚无主义是存在

争议的。Ｓｃｈａｃｈｔ等人认为，通过用代表新价值之基础的权力意
志概念取代充当传统价值之基础的超感性世界概念，尼采成功

克服了虚无主义，因而尼采本人不是虚无主义者。但在海德格

尔等人看来，尼采藉由 “权力意志”所实现的，只是对传统形

而上学的颠倒，其在基本结构方面仍然囿于形而上学的框架之

内，因而无法克服虚无主义。Ｐｅａｒｓｏｎ可能代表了第三种立场，
在他看来，把 “权力意志”概念解读为价值之新基础的作法，

虽然能够帮助尼采本人摆脱虚无主义者的指摘，但在代价上却

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种解读将会使尼采哲学等同于传统的形

而上学，而这与尼采本人反复标榜的克服形而上学立场相矛盾。

参见Ｓｃｈａｃｈ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ｄ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１９７３，ｐｐ．６５－９０；［德］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 “上帝死了”》，第２４５页；ＫｅｉｔｈＡｎｓｅｌ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ｏｗｔｏｒｅａ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５，ｐ．１０３．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而上学解读方案所预设的不容辩驳的基本前提，

亦即在这种解读方案看来，一种价值要能够被主

体所信奉，必须有其有效性，而有效性只能由超

感性世界的真实存在加以保证。

二、特殊虚无主义与病理学解读

只要我们局限于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

解读，我们就无从解答上述难题，即我们为什么

不能放弃对超感性世界的需求，单纯藉由自身对

价值的信奉来重建价值的有效性，克服超感性世

界崩溃之后所留下的价值贬值和价值真空状态。

在本文看来，要想回答这一难题，我们有必要引

入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另一种解读方案，即病理

学解读方案①。

病理学解读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方案的要
点可简要归纳如下：（１）所有人可划分为强者和
弱者两类，强者是指本能意义上的权力意志②充

盈之人，弱者系指本能意义上的权力意志匮乏之

人③； （２）依据各自的自然 “性向” （ｄｉ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强者倾向于信奉对生命取积极态度的价
值，即肯定类型的价值，而权力意志匮乏者，本

能上的弱者天生倾向于信奉对生命取消极态度的

价值，即否定类型的价值；（３）所有否定类型的
价值都是虚无主义的价值，所有信奉否定类型价

值的主体都是虚无主义者。

依据病理学解读方案，上述形而上学解读方

案的前提———价值的有效性为什么必须由超感性

世界来保证，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病理

学问题。在尼采看来，并非所有的价值都需要或

要求超感性世界充当其有效性的基础，只有一些

特定的价值才需要超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尼

采认为，这是一些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得到实

现的，只有在超感性世界才能得到实现的价值，

比如永生、救赎、同情、忍耐等基督教意义上的

价值。非有上帝存在，永生和救赎不可希求；非

有上帝存在，同情和忍耐无法得到辩护。④ 之所

以说这是一个病理学问题，是因为在尼采看来，

那些非得有超感性世界之存在才能保证其有效性

的价值，就其性质而言同时亦是一些对现世生命

取消极否定态度的价值，比如永生是对现世生命

的否定、救赎是对清白无罪的否定。只有 “病

人”，本能上的弱者，权力意志匮乏者，才会在

天性上倾向于选择并信奉这类价值。简言之，在

病理学解读方案下，尼采将形而上学解读方案的

前提———价值的有效性必须由超感性世界来保

证，转换成了必须由超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的

是怎样一些价值，以及哪一类人群在天性上倾向

于信奉这些价值。在尼采眼中，那些非以超感性

世界的存在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其有效性的价

值，是那些倾向于否定生命 （ｌｉｆｅｎｅｇａｔｉｎｇ）、而
非肯定生命 （ｌｉｆｅａｆｆｉｒｍｉｎｇ）的价值，而那些在
天性上倾向于信奉这种否定类型价值的是本能上

的弱者 （ｔｈｅｗｅａｋ）。否定类型的价值即是虚无主
义的价值，信奉这些价值的主体即是虚无主义

者。简言之，特殊虚无主义源于主体信奉了否定

类型的价值。很显然，与形而上学解读方案不

６２

①

②

③

④

刘森林教授在其关于尼采的近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支持

这样一种解读，但考察其具体论述，即其一方面认为只有特定

“超验”价值的坍塌才会引发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认为信奉这些

特定超验价值的主体仅是弱者，本文有理由认为，其在某种程

度上会支持这里对虚无主义所作的病理学解读。不过需要指出

的是，在论述尼采的虚无主义问题时，刘森林教授似乎同时使

用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以强者和弱者的客观划分为基础，认

为 “尼采把虚无主义视为弱者文化的一种表现”，“尼采是想确

立……强者的价值与理想”；另一种思路以对待现实的主观态度

为基础，认为 “不恰当地对待现实，是衍生虚无主义的关键所

在”，虚无主义是 “未能积极对待现实，未能建构高贵理想的表

现”，克服虚无主义意味着 “勇敢、积极、健康地直面现实”，

“产生恰当的、健康的和高贵的价值与理想”。前一种思路类似

于这里的病理学解读，而后一种则与对尼采的传统美学解读比

较接近。参见刘森林：《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无主义的根

源》，《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关于权力意志，尼采的论述极不清晰，限于论题和篇

幅，这里不打算介入关于这一概念的复杂论争，而仅仅想确认

以下两点：（１）权力意志的核心意思在于本能的过分充盈、生
命力的高扬与释放，而非本能的匮乏、生命的保存；（２）权力
意志要求对于对象的征服与同化，不断寻求力量增殖的感觉，

这其中既有艺术的成分，亦有政治的含义，姑且不论这里的对

象是海德格尔所谓 “统治”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意义上的外在对象，
还是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所谓 “自我克服” （ｓｅｌｆ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意义上的内
在对象。参见 ［德］海德格尔： 《尼采的话 “上帝死了”》，第

２４７页；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Ａｎ
ｔｉｃｈｒｉｓ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２０６．

“我在两种类型的生命之间作出区分：上升的生命和衰

败、解体、虚弱的生命。”（ＷＰ８５７）
本文在这一点上曾受到 Ｒｅｇｉｎｓｔｅｒ的启发。在 Ｒｅｇｉｎｓｔｅｒ

看来，“如果我们最高价值的实现需要以上帝 （或形而上学世

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那么这只能是因为这些价值无法在

‘这个’世界的生命条件下获得实现”。换句话说，我们所信奉

的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将其有效性建立在超感性世界

之上。参见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ｅｇｉｎｓｔｅｒ，Ｔｈ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ｆｅ：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ｏｎ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ｐ．９．



弱者的民主制还是强者的等级制

同，尼采这里所说的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价值都适

用的普遍虚无主义，而是特指因信奉那些需要超

感性世界保证其有效性的否定类型价值，所导致

的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特殊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既然起因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

价值，那么我们能否认为，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

即在于主体放弃否定类型的价值，转而追求并信

奉肯定类型的价值？也就是说，虚无主义所涉及

的仅仅是主体对于价值的具体态度和选择偏好。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表面上看，这种以否定

类型价值为关注点的特殊虚无主义，所牵涉的仅

是当事主体在价值选择上的主观偏好，因而从理

论上讲，只要主体愿意改变自身对生活的负面消

极态度，放弃那些对生命采取否定倾向的价值，

调整好心态，对生活采取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

进而选择那些对生命采取肯定态度的价值，就应

该可以实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但这只是表面现

象。根据尼采的病理学解读方案，主体倾向于选

择何种类型的价值，所反映的并不是当事主体表

层的选择偏好，而是当事主体更为深层的自然

“性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我认为高估善良和仁慈
（笔者注：尼采所认定的否定类型价值）大体乃

是颓废的结果，是软弱的征兆，其与上升和肯定

的生命相冲突。”（ＥＣＩＶ：４）偏好是主体浅层次
的情绪，是只要主体愿意就可以加以改变的；性

向则不同，它是主体深层次的意向，所反映的主

体的内在本质，是不论主体如何努力都无法加以

变更的。用尼采的术语来讲，性向＝本能＝权力
意志，对不同类型价值的选择反映了不同主体在

本能和权力意志方面的差异。那些倾向于选择并

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主体，是权力意志的匮乏

者、本能上的弱者；与之相对，那些习惯于选择

并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主体，是权力意志的充盈

者、本能上的强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尼采

说：“活人对于生命的诋毁 （笔者注：尼采所认

定的否定类型价值）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特定类型

的生命的征兆……什么类型的生命……我早已回

答：是衰退、虚弱、疲倦、受谴责诋毁的生命。”

（ＴＩＶＩ：５）
因而，根据病理学解读方案，虚无主义的起

因虽然在于主体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但是对虚

无主义的克服，却无法径直以主体放弃否定类型

的价值，转而选择肯定类型的价值为途径。这是

由于对不同价值类型的偏好背后所体现的是主体

深层的无法变更的性向，即本能和权力意志，而

非表层次可以变更的偏好。更确切地讲，特殊虚

无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表面上是由于主体选择了

否定生命的价值，实质上却是因为本能上的弱

者、权力意志的匮乏者选择了否定生命的价值。

因而，当论及特殊虚无主义的克服时，仅仅讨论

主体选择价值的偏好和态度，要求主体放弃负面

价值而选择正面价值，是无法触及问题的真正核

心的。

简言之，依据病理学解读方案，特殊虚无主

义起源于本能上的弱者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

要想克服特殊虚无主义，弱者就必须放弃否定类

型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弱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

信奉，系出于无法变更的本能要求，放弃这类价

值对于弱者而言是一个无法办到的要求，这使得

弱者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弱者不能克服虚无

主义这一点对于尼采而言异常重要，因为我们对

于尼采所作的一切美学解读①，都是以忽视这一

点为前提的，并因此误以为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

主体看待生命的态度，似乎只要我们将自身的态

度从消极变为积极、从否定变为肯定，就可以由

弱者一变而为强者，克服虚无主义。但是尼采明

确否认了这种可能。在尼采看来，针对生命的态

度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其最终取决于主体本能

和权力意志的高低，有赖于其是强者还是弱者。

三、重建等级制与克服虚无主义

根据上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已经得出，虚无

主义源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并且我们

业已证明，由于这里的主体是本能上的弱者，无

法主动变更自身对否定类型价值的态度，这使得

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无法藉由弱者主动放弃否定类

型的价值来实现。也就是说，对于弱者而言，虚

无主义是注定无法克服的。但是，后期尼采明明

不止一次谈及了虚无主义的克服，对于病理学解

７２

① Ｌａｎｇｓａｍ认为，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一经认识到建基
于超感性世界之上的价值的虚幻性，就会主动放弃对于这类价

值的信奉，转而认可并接受尼采式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美学价

值。本文与Ｌａｎｇｓａｍ的区别在于，在本文看来，只有权力意义充
盈的强者，才愿意并且有能力接受尼采的新价值；弱者出于本

能的衰弱，不能亦不会接受尼采意义上的新价值。参见 Ｌａｎｇ
ｓａｍ，“ＨｏｗｔｏＣｏｍｂａｔ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１９９７，ｐｐ．２３５－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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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方案而言，这一矛盾的说法该如何解释？我们

在这一部分尝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尼

采政治哲学中的等级制概念与虚无主义的关联。

（一）强者与虚无主义

在本文看来，解释这一矛盾说法的突破口在

于指出，后期尼采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说法，所

关注的对象不是不加区分的所有主体，更确切地

讲，不是弱者，而是特指那些误信了否定类型价

值的强者。在尼采看来，与弱者不同，本能意义

上的强者，权力意志充盈者，在天性上会倾向于

选择那些肯定生命而非否定生命的积极价值。因

而，从理论上讲，强者原本不会受制于虚无主义

的困扰。但实际上，许多本能意义上的强者却信

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饱受虚无主义的折磨。所

以，在强者那里，或者说正是在强者那里，才存

在一个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问题。

根据病理学解读方案，强者出于权力意志的

充盈，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的价值，原本不会陷

入虚无主义，所以这里有必要首先对强者为什么

会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陷于虚无主义作一说

明。说强者会主动信奉肯定生命类型的价值，这

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事实上，大部分强者由于受

其所处的时代价值的影响，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

值。在这一点上，只有极少数权力意志 “高度充

盈”、拥有超强 “自觉意识”的强者，才有可能

自绝于其时代之外，成为其所处时代的例外。在

尼采眼中，拿破仑和歌德就是这样的例外。拿破

仑特立独行，绝缘于 １８世纪的民主价值思潮；
歌德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１７世纪的主流价值。
（ＧＥＩ：１６；ＴＩＩＸ：４４，４９－５１）只有这些少数强
者才有能力抗衡整个时代，坚持按照本能的指

引，选择那些倾向于肯定生命而非否定生命的价

值，亦即自外于虚无主义。但是，对于大部分缺

乏这种超强 “权力意志”和 “自觉意识”的强

者而言，他们无法对抗其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

即无法抗拒主流价值的蛊惑和影响。因此，大部

分强者不再倾听自身内在的呼声，不再按照权力

意志的要求，去追寻其本能所要求的以肯定生命

为基本取向的价值，反而不自觉地对自身的本能

“性向”进行自残式的压制，误将否定类型的价

值当作真正的价值，最终 “自觉”信奉弱者所宣

扬的以否定生命为基本取向的价值。因此，说强

者不会受到虚无主义的困扰，说的是极为少数的

强者；对于大部分强者而言，依旧存在一个受困

于虚无主义，以及怎样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与弱者出于本能上的

需要而必然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因而注定无法

克服虚无主义不同，强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

奉，不是出于本能上的要求，而是出于被影响下

的误信。就其本能而言，强者倾向于拒斥否定类

型的价值，所以在理论上强者有可能克服虚无主

义，或者说只有在强者那里，才存在克服虚无主

义的可能性。

（二）民主制与等级制之争

强者受时代价值的影响，误信了否定类型的

价值，陷入了虚无主义。这一表述隐含一个重要

的前提，即时代的主流价值是否定类型的价值。

为什么会是这样？尼采对此的回答异常直白，时

代总是处于弱者的统治之下，弱者将其自身所信

奉的否定类型价值变成了时代的主流价值。因

而，说强者受到时代的影响而陷入了虚无主义，

说的是强者在弱者的统治和教化之下，误信了弱

者所宣扬的否定类型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可以

说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不在于主体信奉否定类型

价值，而在于倾向于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弱者对

于统治权的控制。基于对虚无主义成因的这样一

种分析，我们有理由推知，克服虚无主义的真正

途径，不在于主体变更自身对于价值的主观态

度，而在于强者与弱者之间围绕价值意识形态所

展开的角逐统治权的较量和斗争。强者只有从弱

者手中夺回统治权，重建等级制，才能摆脱弱者

所宣扬的否定类型价值，重新信奉与自身本能相

匹配的肯定类型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在尼采看来，弱者和强者之间，围绕统治权

和主导权问题，会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争夺战。第

一次争夺战发生在罗马帝国晚期，交战的双方是

代表弱者的基督教民主制和代表强者的希腊等级

制，结果是人数上占多数的基督教民主制战胜了

少数强者的希腊等级制。

我们经常说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希伯来 （基督

教）合流互补的结果，但在尼采看来，两希文明

是全然异质、截然对立的两种文明，其所代表的

是在权力意志序列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和两种

制度。希伯来精神代表的是本能上的弱者、权力

意志的匮乏者，其所推崇的政治形式是偏袒多数

弱者的民主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基督教所宣扬

的同情、平等和忍耐等价值中。“基督教站在一

切弱者、底层者和失败者的一边，它从反对强者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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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保存本能中发展出一种理想。”（ＣＡ５）
与之相对，希腊精神所代表的是本能上的强者、

权力意志的充盈者，其所主张的政治形式是承认

少数强者之优越性的等级制，荷马史诗中的进

取、严酷和强健等英雄品质是其典型的体现。强

者的 “生命在其本能上追求增长，持续，力的积

聚，追求权力”。 （ＣＡ６）代表强者和弱者、等
级制和民主制的这样两种精神，在罗马帝国的晚

期，以是否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为契机，曾进行过

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较量，最终是人数上占绝对

多数的弱者所代表的希伯来精神、民主制胜出，

而人数上表现为少数的强者所代表的希腊精神、

等级制败北。罗马帝国以降的西方文明，所继承

发扬的主要是希伯来精神，而非希腊精神，这一

点在基督教价值一统天下两千年、分毫不可撼动

的历史中呈现无遗。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基

督教促成了本能低下者对本能高贵者的反叛与统

治，颠覆了早期希腊和早期罗马基于权力意志高

低排序所确立的等级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尼

采说：“基督教发动了一场针对高等族类的人的

殊死战争。” （ＣＡ５）基督教 “在其本质上是一

场 （精神）的反动，是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统治的

大叛乱。”（ＥＣＩＩＩ：８）
正是弱者的统治引发了虚无主义。弱者在取

得统治权后，一方面出于本能上的需要，倾向于

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另一方面更出于维护自身

统治的需要，竭力向所有人推广否定类型的价

值。① （ＷＰ２１６）这种推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意
识形态教化，在法律层面表现为恩威并施———表

扬和奖励信奉否定类型价值的行为、批判并惩罚

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做法。在弱者的这样一种统

治下，那些本能上原本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价值

的强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 《道德的谱系》

中，尼采对强者的这一受害过程曾作过触目惊心

的描述。起初，强者倾向于肯定本能的自然冲

动，即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的价值，表现出对否

定类型价值的天然反感与抵触；渐渐地，在道德

教化和法律惩处双重影响下，强者开始怀疑自身

自然冲动的正当性，逐步陷入到一种良心上的自

责；最终，迫于弱者主导下的时代主流价值的压

力，强者彻底压制了自身的自然本能，转而自觉

信奉弱者所提倡的否定类型价值。（ＢＧＥＩＩ：１６－
１８）简言之，正是在弱者的统治和教化之下，本
能上倾向于信奉肯定类型价值的强者，经历了惨

痛的自我摧残过程，最终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

值，从而陷入了虚无主义。

在尼采看来，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围绕统治

权的争夺，弱者和强者之间还会爆发第二次战

争，“更高的人必须向大众宣战”。（ＷＰ８６１）尼
采预言第二次战争交战的双方将是代表弱者的现

代民主制和代表强者的尼采式等级制，时间是在

尼采所处的欧洲现代。具体而言，尼采认为交战

的一方是继承了希伯来基督教精神、支持现代启

蒙运动所宣扬的平等与民主价值的弱者，现代基

督徒、民主主义者 （卢梭）和无政府主义者

（工人阶级）是其代表；另一方是继承了希腊精

神、支持尼采式等级制的强者，少数政治家 （拿

破仑）、少数艺术家 （歌德）、少数哲学家 （尼

采本人）和少数 “恶人”是其代表。

尼采认为，现代民主制与古代基督教在精神

上是一脉相承、虽二而一的。两者所代表的都是

人数上占多数的弱者，都支持弱者占主导统治地

位的民主制。尼采认为，“庸众”和 “群畜”在

现代欧洲世界所主张的平等、民主运动和无政府

主义，与弱者和奴隶在古代罗马世界所发动的基

督教反叛，所推崇的同情和博爱之间并无二致；

现代民主制对于大众权力的诉求，不过是对基督

教所开创的志业的进一步继承与拓展。“民主主

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量衰退的形式。” （ＴＩ
ＩＸ：３９）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发生的，都是本能低
下者、权力意志匮乏者，对于本能高贵者、权力

意志充盈者的反叛，对于根据权力意志所自然排

定的等级序列的颠覆。“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者

是绝对相同的：它们的目的，它们的本能……两

者皆是颓废者，两者都不能从事创造，所作所为

尽属消解、毒害和退化，两者都是吸血鬼；两者

在本能上都有对一切巍然屹立、高耸入云、具备

持存、向生命保证未来的事物的刻骨仇恨。”

９２

① 尼采关于弱者的相关论述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弱者之所以不能克服虚无主义，是因为弱者缺乏足够的权力意

志，没有能力发明创造新价值。这固然是尼采讨论弱者与虚无

主义问题的一个视角。不过，在本文看来，尼采还有看待弱者

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尼采通过对道德价值所作的谱系学考察表

明，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恰恰是弱者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所发

明创造的、用来统治强者的一种价值。换句话说，在后期尼采

看来，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有能力发明创造价值，区别仅

在于弱者所发明创造的是否定类型的价值，而强者所发明创造

的是肯定类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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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５８）如果说第一次战争，即希伯来与希腊之
间的战争曾经导致了虚无主义，决定了欧洲精神

世界的历史，那么现代民主制与尼采式等级制之

间的第二次战争，则将决定能否克服虚无主义，

决定欧洲精神世界的未来。尼采曾说，强者在过

去只是偶然的例外，现在它必须成为必然的未

来，而这只有依靠强者重新掌握统治权才有可

能。

弱者系出于天性和本能而信奉否定类型的价

值，他们无法放弃这些价值，因而注定无法克服

虚无主义；强者却是由于被误导而信奉了这些价

值，他们在本能上是排斥这些价值的，只要排除

外在阻碍，他们应当并且能够放弃这些价值，从

而克服虚无主义。而使得强者无法摆脱这些价值

的唯一阻碍，在尼采看来，正是弱者基于控制统

治权所实现的对强者的统治。所以，虚无主义的

政治学根源在于弱者对于统治权的控制，克服虚

无主义的关键在于强者从弱者手中夺回统治权，

按照权力意志强弱的自然序列，重建等级制。

“我的哲学的目标在于等级排序。” （ＷＰ２８７）
“决定等级，设定等级的唯有权力的数量，舍此

无他。”（ＷＰ８５６）“在过去，任何关于人的种类
的提高，都是由贵族制社会实现的———对于一种

信奉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和价值差异，并且需要

某种奴隶制的社会而言，将始终如此。” （ＢＧＥ
２５７）换句话说，虚无主义能否得到克服，端看
尼采式等级精神能否在第二次争夺战中战胜现代

民主精神，重新夺得统治权，重建等级制。

四、余论：尼采与政治

本文的研究是从尼采的政治哲学出发，探究

重建等级制对于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尼采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联，以及学界关

于尼采政治哲学的复杂论争，作为余论，这里似

乎有必要为尼采的政治哲学稍稍作一正名。

战后的尼采学界之所以不大愿意触及尼采与

政治的关系，大体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

一方面是纯粹的政治考虑，尼采哲学曾经被纳粹

利用，服务于一种为战后主流价值所坚决反对的

政治主张，战后尼采学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尼采

洗脱纳粹主义的嫌疑，对此最好的策略莫过于将

尼采与政治相分离，不轻言尼采与政治的关联。

另一方面是纯粹的学术考虑，尼采本人曾自称是

“最后一位反政治的德国人”，加之尼采的关注点

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艺术和美学方面，而非具体的

政治构想与安排，这使得战后的尼采学界完全有

理由回避尼采与政治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

战后初期的尼采学界在谈及尼采的 “等级制”概

念时，倾向于对之作 “精神化”处理。比如，北

美尼采研究的开拓者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就曾认为，尼采
所支持的只是一种精神的等级制，而非种族学、

生物学意义上的等级制。精神的等级制缺乏具体

可行的区分标准与操作可能，这种等级制会将所

有人视为潜在的精神贵族，仍然会平等地对待所

有人而非相反，因而这种精神的等级制与现代民

主制之间并无必然冲突。① 与Ｋａｕｆｍａｎｎ不同，更
为晚近的一些学者由于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

影响，更能正视这一问题。比如，当代尼采研究

专家 Ｐｅａｒｓｏｎ就坦言，尼采确实有其政治哲学，
并且这种政治哲学在基本立场上是与晚近两百年

来的欧洲主流价值截然相悖的，其基本底色是贵

族主义和等级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②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等人的是是非非不是本
文的关注点所在，本文仅想指出，只要我们能够

撇开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就不得不承

认，尽管尼采没有专门的政治哲学著作，也没有

建立起体系完备的政治制度构想，但是尼采确实

有其立场明确的政治哲学，即其支持一种基于本

能强弱和权力意志高下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

并且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尼采关于等级制的构

想，对于我们研究虚无主义问题，乃至整个尼采

哲学，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帮助，理应引起我们的

关注。

（责任编辑　林　中）

０３

①

②

参见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Ａｎｔｉ
ｃｈｒｉｓｔ，１９７４，ｐｐ．３０５－３０６．

参见ＫｅｉｔｈＡｎｓｅｌｌＰｅａｒｓ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
ａ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ｐｐ．ｉｘ－ｘ．但即便是像Ｐｅａｒｓｏｎ这样一位不惧避讳、敢说敢言的
学者，当论及尼采后期的 “过激言论”时，也不免左顾右盼、

闪烁其词。比如，当他引证尼采的名言 “弱者和失败者应当毁

灭，这是我们爱人者的第一原则” （ＣＡ３）时，Ｐｅａｒｓｏｎ惊呼，
这已不是一位开明成熟的哲学家在发言，而是一只病痛中的动

物在说话，受健康状况的影响，后期尼采的思想不幸退化为某

种幻想与怪辞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参见 Ｐｅａｒｓｏｎ，Ｈｏｗｔｏ
ｒｅａ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２００５，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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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现代性 －虚无主义的一种尝试

———论卡尔·洛维特对该问题的思考

李哲罕

【摘要】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对整个西方思想史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对现代性 －虚无主义问题有非常深刻的
———通过借助与批判尼采和海德格尔所实现的———认识。他对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克服方式是通过布克哈特回到斯多
葛式的自然。他这种复归前基督教自然哲学的尝试，虽然可以避免像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投入纳粹运动中去，但对

现代性－虚无主义整全性的克服有多少意义，则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洛维特；尼采；海德格尔；布克哈特；现代性－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３１－０５

　　卡尔·洛维特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１８９７—１９７３）
出生在慕尼黑一个改宗新教的犹太人家庭，父亲

是一位富有的艺术家。早年深受尼采和德国青年

运动的影响，在一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军，后负

伤被俘。在战后的１９１９年，他在慕尼黑聆听了
马克斯·韦伯 “以学术为志业”的讲座，并受到

托马斯·曼的 《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反思》影响，

决心投身学术事业，后因慕尼黑政治局势动荡，

转学弗莱堡跟随胡塞尔，１９２３年以 《论尼采的

自我解释和对尼采的解释》获得博士学位。像当

时很多年轻学者一样，洛维特被海德格尔所吸

引，１９２８年他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
“主体间性”问题的 《人的共在中个体的角色》

的就职论文，在马堡任教。因为犹太人的身份，

洛维特的学术事业并非一帆风顺：１９３４年离开
德国去意大利做客座教授，后局势恶化，在１９３６
年去日本任教，并在珍珠港事件前的１９４１年前
往美国任教，最终于１９５２年在伽达默尔的帮助
下回到海德堡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虽然洛维特学术黄金期的十几年都是在颠沛

流离中度过，但他在这个时期仍然完成了多部非

常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他的著述涉及非常广泛

的主题，在此仅将考察线索限于他对现代性－虚
无主义问题的思考上。

一、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在一战后德国的衰败气氛中，尤其是严重的

经济危机和洛维特父亲的破产等原因，使得洛维

特直接体验到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生活 －日常伦理
的崩溃，开始直面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因为现代性和虚无主义是相伴随的，所以总

是被联系在一起称为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对
前现代的人而言，很难设想虚无主义问题。现代

性－虚无主义问题是指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失去
了原有支撑其的坚实基础：虚无主义源于拉丁词

汇ｎｉｈｉｌ，意思为 “无”或 “没有”。经过启蒙运

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欧洲人，放

弃了原本构成本体论基础的古希腊宇宙论和基督

教神学理论，形成了基于 （人的）理性的理论。

但在后启蒙时代，启蒙理性被贬斥到只局限在

“工具理性”层面上，人们对于 “价值理性”存

疑的时候，虚无主义作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怀疑
论的产物就应运而生。简言之，虚无主义即是从

本体论基础上被剥离到伦理学上价值或意义的丧

失：旧的业已崩溃，新的还未到来。

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在德国思想传统的土
壤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并走向完全对抗西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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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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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现代文明的激进化。不过对洛维特以及和他

同时代的德国思想界来说，现实问题只是哲学问

题的实现或结果，因此对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
的考察必然是指向对其背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

的考察。

在１９３２年的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

思》这本书中，洛维特通过考察马克思和韦伯这

两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尝试考察现
代性－虚无主义问题。他之所以选择韦伯和马克
思，是因为他们两人所考察的领域都指向 “一个

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的 ‘资本主义’组织”①。

洛维特如是刻画其研究目的：“对马克思和韦伯

的科学考察的非常明确的主题乃是 ‘资本主义’，

然而这项研究的动机则是人———他们不确定的本

性是被 ‘资本主义’这个词汇所刻画的———在当

代人类世界中的命运问题。这个蕴含在资本主义

问题中的问题，是关涉当代人类世界的，并反过

来蕴含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人之为人的条件

———即何者构成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的人性

———的一个明确定义。”② 洛维特分析，对于资

本主义文明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马克思是通过

“异化”的概念，而韦伯是通过 “理性化”的概

念来诊断的：马克思对此是乐观的，即通过对

“异化”的克服达致 “自由王国”；而韦伯对于

“理性化”的 “铁笼”则多少有些悲怆感，但也

没有放弃以克里斯玛式的人物来拯救这一切。洛

维特认为马克思的普遍世界历史趋势的实现和韦

伯的这种个体存在式的相对主义并不能解决他所

要解决的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因为他们都陷
于现代思想的主体性思考之下来考虑人性，并将

自然－世界看作是一个与人相异在的对象，而非
将之作为构成人性根本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揭示了洛

维特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之后的主要工作便是

在整个观念史上揭示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不
容否认的是，这个问题对近现代德国思想界影响

巨大：对尼采、海德格尔、洛维特和施特劳斯等

都有恒久的影响。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上述四人

都认为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并试

图通过对这个传统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折或断裂的

揭示和批判，回到在这之前的古希腊－罗马 （或

犹太）的思想中去寻求 “权力意志”、 “存在”、

“自然”或者 “自然权利”，来矫正现代性 －虚
无主义问题。

二、尼采：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
预言者与开启者

　　洛维特将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研究的焦点
放在了尼采身上。因为正是尼采在现代性－虚无
主义问题完全展现自身之前预见和开启了它：

“‘欧洲虚无主义’只有在一个德国人，即尼采

那里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主题，而它也只

有在德国才有能力变得如此活跃。”③ 洛维特通

过尼采指出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他 （尼采———

笔者注）预见到了 ‘欧洲虚无主义’的兴起，

这种虚无主义认为，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

随之而来的道德的没落之后， ‘不再有真的东

西’，而是 ‘一切都被允许’。”④

洛维特认为，德国哲学传统是在黑格尔和歌

德之间的岔路口走向了滑进虚无主义深渊的道

路：“在黑格尔按照自己的基督教神学出身把历

史理解为 ‘精神的’，并把大自然仅仅看做是理

念的 ‘异在’的时候，歌德在大自然自身中看到

了理性和理念，并由它出发找到了理解人和历史

的一个入口。”⑤ 他指出，尼采的观念实际上是

自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以来德国哲学的一系

列衰败的最终结果：“经过青年黑格尔学派从黑

格尔导向尼采的道路，最清晰地与上帝之死的观

念相联系表现出来。”⑥

但是尼采的思想并不止于此。在洛维特看

来，虚无主义分为两类：“一个是被耗空了的存

在意志的衰弱征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

意志的和一个意欲毁灭的力量的第一个信号———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ａ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ｎ
ｉｎｒｔ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Ｔｏｍ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ｕｔｈｗａｉ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ｐ．４２．

Ｉｂｉｄ，ｐ．４３．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ｏｌｉｎ（ｅｄ．），Ｇｒａ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ｔｒａ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２４．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５页。
同上，第３０４页。
同上，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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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种消极的衰弱的或一种积极的强健的虚无主

义。”① 尼采无疑属于后者：他在揭示虚无主义

问题之后，试图通过超人的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

价值”从而完成对于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不

过，洛维特认为尼采的思想中存在尼采自身无法

调和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是上帝之死，为了

“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的权力意志，二是一种

永恒的轮回——— “尼采真正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体

系，它的开端是上帝之死，它的中间是从上帝之

死产生的虚无主义，而它的终端则是对虚无主义

的自我克服，成为永恒的复归”②。

洛维特正是从尼采的永恒轮回说中获得了一

种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进路，当然他同
时也借助经现象学－存在主义的 “生活世界”概

念所重构的自然，克服尼采思想中所存在的矛

盾。按照洛维特的解释，尼采的这种拟制的 “永

恒轮回说”的设想本身已经存在于古希腊的自然

观之中：“尼采因此不仅怀疑对世界不满意的人

（‘反对世界的人’）对世界的反对，也怀疑对两

者 （‘人和世界’）的并置。我们自身已经是世

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我们周围世界的

一部分而存在，或世界只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决定

因素，而是因为所有的包含、反对和并置一直被

存在着的、物理的世界之包罗万象的存在 （它是

一个存在和消失与创造和毁灭的永恒轮回）所超

越。”③

同时尼采的思想在消极方面———即 “超人的

权力意志”———也影响深远，但是他自己却和俾

斯麦德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正如洛维特所说：

“尼采现在是、也将一直是德国的反理性特质或

德国精神的总结。在他与其肆无忌惮的宣扬者们

之间虽隔着一道深渊，可是他却为他们开了一条

路，尽管自己并没走上去。”④

三、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则彻底走上了尼采所开启的道路，

并且这在他与纳粹的关系中得到完全的显露。在

二战结束前，洛维特很少有直接针对海德格尔的

批判，毕竟他跟随这位 “梅斯基希来的小魔术

师”十多年，深受他的影响。但正是洛维特在二

战后对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批判使得某些问题得以

澄清：海德格尔在后 《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思想

都是他的 《存在与时间》中所暗含面向的发展。

在展开对海德格尔的直接批判前，洛维特在

１９３５年 （一说１９３６年）匿名发表了一篇对卡尔
·施米特的批判文章，并提及了海德格尔在 “政

治时刻”的思想转变。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施

米特的政治决断论是通过将各种决断论的理论来

源去除构成它们自身本体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思

想，并将自身置于虚无之上的理论。洛维特认

为，施米特的这种除自身外不受他物约束的 “机

缘决定论”一致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决定论：“如

果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决定论是一致于卡尔·施米

特的政治的 ‘决断论’———将一贯以来的个人本

己的此在的 ‘为了整体的存在的能力’替换为一

贯以来的个人本己的状态的 ‘整全性’———则是

毫无意外的。在战争的政治紧急状况中，一个人

本己的此在的自我主张是一致于政治存在的自我

主张的，而 ‘面向死亡的自由’则是一致于

‘生命的牺牲’。在这两人的例子中，原则是一样

的，即 ‘本真性’，也就是去除了所有生活的内

容之后所留下来的生活。”⑤ 当时德国的现实政

治或纳粹运动却给他们提供了自身理论所需要的

“内容”，因此他们投身于其中便可以得到理解。

海德格尔深受尼采的影响。他希望复归到古

希腊，以扭转几千年来遮蔽了存在的、主导欧洲

的形而上学传统，恢复存在的本身面貌，并以此

来克服在这个意义缺失的时代里的现代性 －虚无
主义问题。对他来说，虚无主义是 “在世的沉

沦”，同时也是获得拯救的可能。按照洛维特的

理解，海德格尔虽然以 “在世之在”的方式试图

消除笛卡尔式的两个实体 （即人和自然）之间的

区分，但是却依旧没有为此在找到基础或内容，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Ｅ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Ｊ．ＨａｒｖｅｙＬｏｍａｘ，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ｂｙＢｅｒｎｄＭａｇ
ｎｕｓ，Ｏａｋ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５０．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

第２６１页。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Ｅ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１８９．
［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ｏｌｉｎ（ｅｄ．），Ｇｒａ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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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在一种直面死亡 （未来，或绝对的虚无）

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开放性中去寻求可能性或意

义，即是走向了尼采所开启的虚无主义之路。

洛维特对１９３３年海德格尔当选弗莱堡大学
校长时的致辞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篇

文献是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问题上最重要

的文献———的评论是十分切中要害的：“这篇演

说将海德格尔的历史存在的哲学移植到德国局势

之内，第一次给他意欲发挥影响力的意志找到了

立足的基础，以使得存在范畴形式性的轮廓得到

了一个决定性的内容。”① 即海德格尔 “为了将

存在的历史性的本体理论置于现实历史，也就是

政治所发生的本体性的土壤之上，将其最为明确

的自我的此在转换为 ‘德意志的此在’”②。洛维

特指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正是海德格尔

之前在 《存在与时间》中思想的发展：“从整体

上说是一个剧烈转变和被唤醒的存在的哲学，它

已经成为政治的。”③ 洛维特的上述观点也得到

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承认，１９３６年在罗马意大利
暨德意志文化中心讲座后，他对洛维特指出，自

己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原因根植于他

的哲学本质。④

根据洛维特对海德格尔内在的、连贯的哲学

上的批判，海德格尔这种基于历史性的思想正是

黑格尔以来德国哲学衰败的结果；“它们不是对

永恒的和自我同一的实在的表达，而是对变化着

的时代要求的 （表达）。”⑤ 所以，洛维特将海德

格尔称为 “在贫瘠时代的思想家”： “在事实上

他 （海德格尔）是在时间的基础上思考存在，作

为 ‘在一个贫瘠时代的’一位思想家，他的贫瘠

是因为他处在一个双重的匮乏之下 （依照他对荷

尔德林的解释）： ‘那些消失的神明已经不再存

在，而将要到来的那一位还未出现。’”⑥

四、历史与自然

洛维特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方式是通过
对历史哲学的思考，剥离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

历史意识，回到古希腊人的自然观之中。

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８日致施特劳斯的信中，洛
维特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对于克服现代性 －虚无
主义问题的看法：“克服历史主义不可通过任何

历史的绝对化和教条的时间性 （海德格尔），而

应藉助自己的历史环境之向前推进的命运，人们

正是在这个处境里进行着哲学思辨而一起前进

的，并且与非常不自然的文明联袂而行……被还

原?译为非在于人的天性，即唯一完全自然的天

性的人，并不是自然的人，因此，我使人的天性

的规定性先验地附丽于———始终具有历史性的

———人性。”⑦ 在同一封信中，他谈及和施特劳

斯的观点上的差异：“为着眼于未来，绝对的历

史的正当性始终应属于当今。然而，您却将恰恰

不再是我们的历史的一个历史绝对化，并以绝对

的古代取代绝对的基督教……基于一种彻底历史

的意识，我却已经完全非历史地进行着思考”⑧。

在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５日致施特劳斯的信件中，
洛维特指出：“您为此提出的解决办法，即彻底

批判 ‘现代的’前提，从时代历史上和内容上

看，对于我都是遵循着尼采 ‘进步’方向：这就

是说，将思考进行到底，一直到现代虚无主义，

而我本人既不从这种虚无主义跳进基尔克果悖理

的 ‘信仰’，也不跳进尼采同样荒诞的重现说，

而是……将这类 ‘彻底的’颠倒从根本上看成错

误的和非哲学的，并离开这种毫无节制和绷得过

紧的东西，以便有朝一日也许能够以真正古代晚

期的方式 （斯多阿的－伊壁鸠鲁的－怀疑论的－
犬儒的方式）达到现实中可以实践的生活智慧，

达到 ‘最切近的事物’而非最遥远的事物。”⑨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区立远译，第４４页。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ｏｌｉｎ（ｅｄ．），Ｇｒａ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７５．
Ｉｂｉｄ．
“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并且对我解释，他的

‘历史性’的概念正是他 ‘投身’于政治的基础。” ［德］卡尔

·洛维特：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第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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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施特劳斯等著，［德］迈尔编：《回归古典政治哲

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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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人看来，对于自然而言，并没有历

史，因为它一直在进行生成、变化和毁灭的永恒

的循环；对于人而言，才有历史，即过去发生过

的事情。古希腊人的这种历史观和后来所指向

“未来”的，以及要寻求 “终极目的”的 “历史

意识”相比，相距甚远：因为古希腊人从自然中

所理解的仅仅是 “命运”，而非其他。

洛维特在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

的神学前提》中运用一种 “还原”式的方式倒

叙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正像该书的英文版标题

《历史中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所指明的
那样，洛维特尝试回溯过往的思想史以寻找历史

中的意义：“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

信那种现代性的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

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渐消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

的问题……认真地追究历史的终极意义，超出了

一切认知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把我们

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

……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注）希腊人比较有

节制。他们并没有无理地要求深究世纪历史的终

极意义。他们被自然宇宙的可见秩序和美所吸

引，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解释历史的典

范。”① 洛维特指出，晚期基督教和现代人则彻

底改变了希腊人的自然 －历史观：“从犹太教的
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中，教父发展出一种根据

创世、道成肉身、审判和解救的超历史事件取向

的历史神学；现代人通过把进步意义上的各种神

学原则世俗化为一种实现，并运用于不仅对世界

历史的统一，而且也对它的进步提出质疑的日益

增长的经验认识，构造出一种历史哲学。”② 不

过，这种进步论的历史哲学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了

衰退，变成了虚无主义： “时间本身在 ‘进步’

之中断丧，只有在 ‘永恒’作为存有之真理现身

的那些片刻里，‘进步’以及 ‘衰败’的时间性

图式才会展现为历史性的虚像。”③ 洛维特的结

论是：“历史问题在历史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

的。历史事件自身不包含丝毫关于一种全面的、

终极的意义的指示。”④

正是从这种历史哲学出发，洛维特高度赞扬

了和尼采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布克

哈特抛弃了神学的、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解

释，并由此把历史的意义还原为纯粹的连续性

———没有开端、进步和终结。”⑤

五、小　　结

洛维特对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克服方式，是
回归到一种古希腊的完满的自然－人性中，不再
意欲或追求终极的目的或意义。这也至少部分地

解释了他和现实政治之间拉开距离的原因。正如

洛维特在１９３６年的 《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

人》中剖白似地评价布克哈特所言：“文化是不

受宗教约束的和不关心政治的人 （在躲避国家和

无能的宗教期间）的主要世界。关心文化是他们

不关心政治的结果。这些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参

与政治事件，他们的自由是以退出在国家中的不

自由生活为前提的。”⑥ 他的这种固守象牙塔并

将被认为是洪水猛兽般的现代性 －虚无主义拒之
门外的思想，的确让他免于像海德格尔一样参与

到纳粹运动中去，并对现实政治保持一分有距离

感的冷静；但同时这种表现又是德国学者在现实

中失意时所表现出来的 “非政治”的典型特征。

我们不禁要问，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在这个不

会回头的、已然现代化的社会中，复归于古希腊

自然－人性的思想呢？
同时，洛维特对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的这

种克服方式，又是在典型的德国思想传统的语境

内实现的。但是，在这个思想传统中的思想家都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般都没

有能够设想到是否是德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或所

谓德国的独特性），才是导致其无法安适于现代

社会的原因。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

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７—８页。
同上，第２５页。
［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

区立远译，第１６７页。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

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第２２９页。
同上，第２３０页。
［德］卡尔·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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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专题
主持人　李　玲

【主持人语】医疗卫生事业是国家发展道路、执政理念、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５０年前的６月２６
日，毛泽东发出了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１９６５年９月起，中共中央又连续发
出文件，部署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这些措施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面

貌。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保障模式的重要内容，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赞

誉。本期组织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历史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 “六二六指示”的意义。第一篇

《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与出路：毛泽东 “六二六指示”的崭新探索》主要用卫生经济学理论阐述了

“六二六指示”的内涵及其同当前医疗卫生改革趋势的一致性；第二篇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

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何结合国情，发挥政治、组

织和文化优势，建设有独创性的医疗卫生模式；第三篇 《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用

实证的办法研究了建国以来卫生政策和居民健康状况的关系，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３０年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希望籍此纪念 “六二六指示”发表５０周年，并为进一步建设完善适
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制度做出积极的探索。

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与出路：

毛泽东 “六二六指示”的崭新探索

李　玲

【摘要】毛泽东的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关于医疗卫生改革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为了什么人的问题，医疗卫生发展的

技术路线问题以及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仅成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健康，

其理念也符合当前国际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对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３６－０３

　　今年是毛泽东 “六二六指示”发表５０周年。
“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其所代表的由中国本

土创造出的医疗卫生模式，不仅成功促进了中国

人民的健康，而且符合当前国际医疗卫生改革发

展的趋势，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六二六指示”是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
同中南海医务人员的一段谈话。①毛泽东谈到了

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并

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

独特路线：树立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

治理；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

６３

 作者简介：李　玲，（北京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①　今天人们对 “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句话。其实，在这段谈话中，毛

谈到了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但正式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仅仅收录了这一句话。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６日，
周恩来曾经请示过毛泽东，是否把整理出来的这个谈话全文发表，而毛泽东的批示是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０页。）按照毛泽东的性格，这大概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仍然不
满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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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医疗成本。这条路线符合医疗卫生规律，不论

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具有独创性，对当今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

众的深厚感情，树立 “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发

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

召。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

农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

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县、
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

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

网。数以百万计的 “赤脚医生”成长壮大，几乎

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

业劳动的赤脚医生，到１９７７年底，全国 “赤脚

医生”的数量达到 １５０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
员、接生员达到３９０多万人。 “赤脚医生” （人
员）与合作医疗 （制度）、农村 “保健站” （机

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 “三件

法宝”，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

得以奇迹般地解决。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

跃升，７０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
国家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办法维护健康，也就

是医疗卫生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毛泽东是这样

论述这个问题的：“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

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

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

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

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于一些多发

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

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

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

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

村。”①

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健康的决定因素中，

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他很

多专业人才一样，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更加强

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康。从这种思路出

发，必然的结论是要维护健康必须不断地扩大医

疗服务供给；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

康保障，就必然带来医疗成本不断上升。然而，

新中国头３０年的经验给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
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

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

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

这是有效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医疗理念，医疗本来

就不仅仅是技术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中医的望

闻问切，不仅要问病情，还要问患者的心情、社

会关系、家庭生活。这些都说明，医疗服务不能

够仅仅靠硬件投入、靠扩大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路

线，而是要把专业服务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赤

脚医生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

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

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许多农村的赤脚医

生，威信比村干部还高。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

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第三个问题，是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

配。如果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的

话，那么医疗资源的分配，应该遵循如下的原

则：首先，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无论收入、阶

层、地域，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疗；其次，在

基本需求和享受性需求之间，应该优先满足基本

需求。前者目前已经普遍为社会接受了，但是后

者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需要着重解释一下。例

如，目前有两个人，一穷一富，都生病了，穷人

的病是致命的，富人的病不致命但会降低生活质

量；只有一个医生；如果医生去给穷人治病，穷

人能救活，但是富人就被耽误了，生活质量要降

低；如果医生去给富人治病，富人能治好，但是

穷人就会死掉。如果是面对面的比较，我想大家

基本都会同意，这个医生应该给穷人服务，毕竟

这是基本需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少有机会面

对面地做出这种选择，实际上，许多听起来很好

的制度安排正在进行此类选择。比如，如果医疗

服务的市场完全由购买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么必

然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本来可以给穷人

救命的医生去给富人看了富贵病，比如多点执

业。所以，从 “人人生而平等”出发，一个最优

的医疗制度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是只要社

会上的基本需求没有满足，就应该减少提供享受

型的高端服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基本服务

比提供高端服务的社会效益要高。

７３

①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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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并且是几乎不可能达

到的乌托邦。尽管不能达到，却应当尽量接近。

目前，英法等欧洲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评估机

构①，负责评估每种治疗的社会效益，然后把医

疗资源按照社会效益进行分配，这就体现了优先

保障基本需求的原则。而六二六讲话之后的一系

列政策，可以说把中国的医疗制度向这种理想状

态大大推进了一步。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 “绝

对平均主义”，但是从人人生命平等的角度，医

疗领域的平均主义可能应该提倡。那个时代在有

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实

现了最重要的平等———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平

等。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很明显的，农村

的水平低，所以同样的服务，在农村的边际作用

比城市要大得多，数据也证明当时中国的人均寿

命等健康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去农村的城市医务

人员，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至今仍坚守在农

村的医生，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赤脚医生，

他们还是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要力量。合作医疗是

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

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

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

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

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的年报中指出，中国的 “赤脚

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的初级护理，

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

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

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

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做

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

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

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六二六指示”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医疗卫生

发展的普遍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

主义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作用的凸

显，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改革呈现出回归公平、

公益的新趋势。８０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下，加上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刻意推销，多数

国家对医疗卫生采取了放松监管、简政放权、政

府退出的政策取向。９０年代以来，南美和亚洲
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人

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越来越多的国家、

学者对医药卫生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随着

欧洲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拉美国家在

９０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开始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② 在这一趋势

下，欧洲和拉美多国的左翼政党取得政权，面向

广大中下层选民，以社会公平为执政理念，医药

卫生改革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经济发展后

劲、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手段。

２００８年ＷＨＯ的 《世界卫生报告》认为，近

３０年来，全球健康公平和许多国家内部的公平
性恶化了，必须进一步重视健康公平，提出建立

以人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超越建立在生物

医学上的 “以病为本、除恶务尽”、以治疗为中

心的医学模式，建立以人为本的医学模式：把人

作为整体看待，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性和连续

性，加强医疗机构合作；把人作为社会人来看

待，医生要关注患者的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家

庭背景，加强沟通；鼓励医生和患者形成长期稳

定的合作互信关系，鼓励医疗体系的合作、协

作。建立 “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体系，不一定

是花钱的事，只要机制设计好，反而能够节约成

本。③ ２００８年 《世界卫生报告》还指出，要全面

维护人民健康，必须使得各个部门的政策都考虑

到人民健康的因素，都以人民健康为目标。在改

革中，一些国家加强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实

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群众在

医疗政策决策的参与，把卫生工作和社会建设、

社会改革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英国、巴西、泰

国等许多国家，建立长效机制，广泛吸收社会各

界群众参加医疗卫生决策。这些做法，都是同

“六二六指示”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的。

（责任编辑　欣　彦）

８３

①

②

③

ＡｌｖｉｎＩ．Ｍｕｓｈｌ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ｊｍ．ｏｒｇ／ｄｏｉ／
ｆｕｌｌ／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ｐ０９１２６５１，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访问。

杨烨、黄俊红：《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左翼新动向及其

评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美国一家医疗中心，通过重组为社区每个家庭指派一个

工作人员，负责为这个家庭预约挂号、了解病史和家庭情况，

从前无序的卫生服务大为改观，门诊和专科就诊人数分别减少

了５０％和３０％，候诊时间也明显缩短，大大节约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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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李　玲　江　宇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７０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
家水平。其中，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树立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二是树立 “预防

为主”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及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三是树立 “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

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四是树立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

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五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这些做法，推动我国在经济发展

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医疗卫生；改革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３９－０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
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一是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

３５岁增加到了１９７８年的６８岁，达到当时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

二是初生婴儿死亡率从 １９５０年约 ２５０‰下降到
１９８１年的低于５０‰，比较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几
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

改善情况，中国遥遥领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

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

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

的削减。健康就是生产力。①新中国在改善人民

健康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

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

活，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

础。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

实践。

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民生，是毛泽东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医疗卫生领域的重

大举措，如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

病、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都是毛泽东亲

自推动的。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并不局限于

医疗卫生领域，而是把医疗卫生置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局来看待，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实事求

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

标，仍有借鉴意义。

一、综合治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

权。维护健康不仅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

且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平等许多

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

到国际卫生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

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为此，

他亲自做调查研究、起草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倡

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

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

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

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是国家贫弱不堪的象

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体育之研

究》就说道：“国力絍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

９３

 作者简介：李　玲，（北京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江　宇，（北京１０００１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　参见李玲：《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６０年》，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０１—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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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

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

为道德之寓者也。”① 可见，他把人民健康作为

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

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

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

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

方针。１９３３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

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

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

责任。”② １９４１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
毕业生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１９４２年５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 “治病救人”。

１９４５年５月，他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 “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

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

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③ 这些已经初步

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

健康的思想、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

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

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 １９５１年 ９
月他为中央起草的 《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

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

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

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

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

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

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

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

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

该轻视卫生工作。”④ 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

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

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修改 《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的修改稿）》时

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

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⑤ 在１０月１３日的
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除四害

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

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

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

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

振作起来。”⑥ 在１９６０年他起草的 《中央关于卫

生工作的指示》中，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多数省、

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

卫生工作 “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

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

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

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⑦。６０年代后，
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

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二、预防为主，有效控制医疗成本

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

预防和治疗之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

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的适宜技术，

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

果大，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

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

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

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自西医传入

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

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

的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忽视了面向广大

人群的预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

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加

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第６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２９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
第１０２９页。

参见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ｚｉｌｉａｏ／２００５－
０１／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９１０５５．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访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０６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５７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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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

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

是预防。１９４１年６月，他在为 《解放日报》撰

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

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

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①

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

疾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

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

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

争。”② 他在１９５０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
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

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③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
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

我以为是正确的。”④１９６４年针对干部保健，他
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

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

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

的四个原因。”⑤ 他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

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

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

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

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

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

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 “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

应当开放”。⑥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

在 “六二六指示”中。人们对 “六二六指示”

最深刻的印象是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

毛泽东在 “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

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

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

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

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

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

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

要解决的问题上去。”⑦ 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

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

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

精尖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

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在毛泽东

的推动下，新中国头３０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
医学 “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

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

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

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

这是有效的。“六二六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

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而且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

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

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

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

此作出批示和推动。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

之外，也是出于中医 “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

情，中医在农村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保基本强基层，

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

东的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

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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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凌志：《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探析》，《中共云南省委党

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１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９３页。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５）》，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２页。
卫生部党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

保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献资料”

栏目，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８４／６４１８６／６６６７５／
４４９３７４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访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

泽东 “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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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是，直到６０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
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１９６４年的统计：在卫
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６９％在城
市，３１％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１０％；全国卫
生事业费９亿３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２
亿８千余万元，占３０％，用于农村的２亿５千余
万元，占 ２７％，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 １６％。
对此，毛泽东于１９６５年在 “六二六指示”中批

评卫生部是 “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 “把医

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

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

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 ６０
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
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

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

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的看病问

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

障制度。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

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

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就随着经济调整而覆盖

面大幅度下降。１９６２年８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
年 “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

向”①。到１９６４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３０％的社
队还维持合作医疗。１９６８年，湖北长阳等地的
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

持。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
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

“合作医疗好”。② １２月５日，《人民日报》刊发
《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

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

《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２３期专稿开
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１９６９年
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７０
年代末，覆盖率达到９０％。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
床的分布由１９６５年农村只占４０％，到１９７５年比
重提高到６０％，并且全国卫生经费的６５％以上
用于农村。１９６８年 ９月，毛泽东又对调查报告
《从江镇公社 “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

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

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

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

约５００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
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

会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
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

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③

２００３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２００９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四、组织起来，将群众路线运用于

医疗卫生建设领域

　　走群众路线，把群众 “组织起来”，是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

事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的缺

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 “群众路线”做法，把群众

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集体协

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医

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

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

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

１９５７年２月在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

语和信》中，他要求 “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

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

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

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

楚”。④ １９５８年，他为中央起草 《关于在全国开

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

“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

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

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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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

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毛泽东对于 《人民日报》１９６８年发表的 《深受贫下中

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参见 《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第 １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６０４
页。

李砚洪：《赤脚医生》，《北京日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２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第１７页。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一户人家。”①毛泽东于１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
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号召

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

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

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

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将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

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国

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

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

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

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

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

全国人民发出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

召②，推动这项工作。在如何开展血防工作上，

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 “农

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

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③。但是，毛泽东通过

推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

进行血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④

五、改造思想，树立良好医德医风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

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

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激励

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

誉感来激励医生？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

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抗日

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 “为人民服

务”的典范，指出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

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⑤ １９４１年，
毛泽东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 “救死

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⑥ 他还十分重视

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１９６８
年，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

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

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

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⑦

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加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

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

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六、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对当前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

　　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

盾和问题尚未解决，例如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的

重视仍有待提高，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仍

然扭曲，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和职业精神有待改

善，财政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随着改革触

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和医院旧体制机制，对利益

调整力度加大，改革还将面临一些阻力。医改不

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历史的延续。回顾毛泽东的

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深化医改有如下

启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

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

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民健康

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

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

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

第二，在改革中坚持公平优先原则。今天较

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了很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仍

不丰裕，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使

有限资源优先惠及中低收入者。应该以更大的力

（下转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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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

傅虹桥

【摘要】新中国卫生政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卫生事业福利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市场化改革时期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
回归公益性时期 （２００３－）。卫生政策的变迁与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发现，加强政府
卫生责任、注重卫生公平性的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和２００３年以来）是国民健康改善较快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的前３０年，通过将卫生定位于福利事业并实施爱国卫生运动等创新措施，新中国实现了国民健康的快速
改善。相反，强调市场化虽然能够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但是国民健康改善并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本文建议，应该借

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自身经验，尊重其客观规律，将经济改革与卫生改革措施有所区分，继续坚持公益性的卫生事业

发展方向。

【关键词】卫生政策；国民健康；历史经验；计划经济时期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４４－０７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体制

发生了巨大变化，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社会经济体制重

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卫生体制同样经历了巨大转

变。总体来说，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和卫生体制呈

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历史时期的卫生政策存在

较大的差异。回顾和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卫生政策

与卫生体制的特点，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卫生政策

的成效，有利于总结我国建国六十余年来卫生事

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目前关于未来中

国卫生政策的取向以及卫生体制变革的方向依然

存在较多的争议情况下①，历史的梳理能够帮助

我们回答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热点争论问

题，对下一阶段的医改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目前，有许多针对新中国卫生政策变迁以及

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经验的研究。关于新中国卫生

政策的阶段性，有研究直接将新中国医疗卫生政

策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②，也有学者将

改革开放以后的医疗卫生政策的阶段性进一步细

分。这类研究普遍将改革开放之前视为卫生政策

的一个历史阶段，但如何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卫生

政策进行阶段性划分则存在不同的观点③。无论

是支持哪种阶段性划分方式，这类研究都普遍认

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卫生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这

类研究通过梳理卫生政策，为理清我国医疗卫生

政策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目前关

于新中国卫生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卫生政

策的梳理和事实的罗列，比较缺乏结合社会经济

宏观背景的历史经验分析，特别是缺乏对建国六

十余年来的卫生政策的对比分析。并且，已有的

研究比较缺乏关于不同历史阶段卫生政策成效的

分析，这影响了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经验总

结。

因此，本文试图结合中国宏观社会经济体制

的变迁，回顾和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卫生政策和卫

生体制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

国民健康改善情况，为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卫生政

策的成效提供事实依据，也反过来为卫生政策的

阶段性划分的合理性提供证据。根据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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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２００５年增刊１期；李玲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医改３０年》，《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顾昕：《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
的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②　钱信忠、张怡民：《中国卫生五十年历程》，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③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卫生政策阶段性，有学者认为是两个阶段，参见何国忠：《中国卫生政策评价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

论文，２００６年；有学者认为是三个阶段，参见王秀峰：《卫生改革３０年历程回顾》，《卫生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也有学者认为是
五个阶段，参见林光汶等：《中国卫生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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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报告，评价卫生政策的成效以及医疗卫生体

系的绩效，可以从总体健康情况、健康公平性、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满足程度、医疗卫生服务的公

平性以及财务负担等五个维度进行评估。① 其中，

总体健康情况和健康公平性是卫生体系以及卫生

投入的直接产出，在整个卫生体系评估中具有核

心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国民健康水平变迁作

为分析卫生政策成效的关键变量。

二、我国卫生政策与卫生体制变迁

我国卫生政策与体制的变迁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密切联系。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发展，大体可

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新时期。虽然两个阶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结

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此影响，我国卫生政

策的指导思想、政策取向和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福利性卫生政策和创新
性卫生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鼠疫、天花、霍乱等恶性

传染病严重威胁着我国民众的健康，卫生政策的

首要任务就是防病治病。当时卫生人才以及卫生

医疗资源严重稀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少

数中医以外几乎没有医疗卫生资源。其他国家解

决国民健康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
术的专科医生；（２）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
准；（３）治疗为主的导向；（４）关注个人医疗
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② 国民经济方

面，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积累

的资本和国家财政主要投资于重工业和国防工

业③，消费性物质资本和轻工业发展速度较慢。

因此，新中国在成立以后不具备建立资本相对密

集并且强调专业高技术的西方医疗模式的条件。

虽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在发展理念

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将促进社会公平置于整个国

家发展的优先地位。党和政府致力于消除三大差

别，营造公平优先的社会环境。卫生作为体现社

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重要领域，卫生政策的福利

性始终贯穿于计划经济时期卫生事业的发展过程

中。一方面，新中国学习苏联在城市地区建立了

医疗保障制度。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政务院先后公

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关于

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算措施的指

示》，标志着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的建立，

并且覆盖人群与享受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为了

保障基本医疗服务，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生产和分配药品、建立三级医学人才培养

机构等，对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强有力

的规制。政府支付卫生人员的工资、日常开支以

及硬件投入，保障医务人员的基本生活，对医疗

服务价格以及药品价格进行严格的控制。１９５６
年，卫生部颁布 《改进卫生财务管理》，明确医

院全额管理、差额补助、年终结余上缴。同年，

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发出了医院、诊所一律免征

工商业税的通知，明确了医疗卫生单位的社会福

利性质。另一方面，面对资本稀缺、人才匮乏的

约束条件，新中国非常注重卫生政策和卫生体制

的本土化创新。“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

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

作方针就反映了新中国卫生工作本土化创新的倾

向。特别是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

针，反映了新中国利用特有的组织资源和劳动力

资源来弥补物质资本的相对不足的指导思想。爱

国卫生运动就是通过群众性的运动来实现公共卫

生环境、个人健康行为的改善，在消除传染性疾

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④，是我国医疗卫生政

策史乃至世界卫生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

在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建立完善、爱国卫

生运动有序开展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关注农村

地区的医疗保障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

出台了许多城市支援农村、整合农村医疗卫生资

源的政策，但是多数农民依然缺乏基本的医疗保

障和医疗服务，卫生资源在城乡分布的不均衡状

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卫生部在１９６５年 《关于把

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提到，在卫生

５４

①

②

③

④

Ｍｕｒｒａｙ，Ｃ．Ｊ．，＆Ｆｒｅｎｋ，Ｊ．（２０００）．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ｓ
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７８（６），７１７－７３１．

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批判与再造》２００６年第３１期。
林毅夫等：《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 “东亚奇迹”

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 《党的文

献》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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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６９％在城
市，３１％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 １０％。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泽东针对农村卫生医疗工
作存在的问题，做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

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卫生工作的重点开始转

向农村，城市卫生资源开始大量向农村转移。

１９６８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
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政府开始引导和扶持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到 １９７６年，全
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高达

９３％，覆盖了全国农村人口的 ８５％。① １９７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积极支持、

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保护

人民公社社员身体健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对

于经济困难的社队，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这标

志着合作医疗纳入到国家的基本法律框架之内。

总结起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卫生政策和卫生

体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卫生事业是福

利性质的。卫生政策和卫生体制的目标是 “一切

为了人民健康”。劳保医疗制度、公费医疗制度

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是卫生政策福利性质的具

体体现。卫生工作是党和政府致力于消除三大差

别、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点领域。第二，政

策创新一直贯穿于卫生政策中。新中国创造性地

将卫生政策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

起来。卫生政策既有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政策，

也有组织发动群众的健康促进政策。合作医疗制

度和赤脚医生制度通过依托集体经济和群众运

动，以低廉的成本向农村地区提供初级卫生保

健，对解决农民缺医少药问题、维护农民健康起

到了独特的作用。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动员群众

的方式，改变国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健康知

识和行为得到大范围的普及。这些创新性卫生政

策使得新中国形成了特有的健康保障模式，对世

界各国卫生政策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到２００３年： “放权让利”
到 “市场化”

８０年代以后，社会发展思路以及政治经济
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发展思路方面，“放

权让利”“搞活”成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公平

开始让位于效率，公平与效率并重逐步演化为效

率优先。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以及人民公社开始改革或者解体，原有医疗

保障制度所依赖的经济组织基础不复存在。财政

体制方面，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向分级分税制转

变，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承担卫生筹资责任。由

于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差距很大，卫生投入

的地区差异开始显现。

卫生政策也随着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而调

整。这种调整首先体现在政府的卫生投入政策。

政府开始逐步调整卫生事业和卫生服务的定位，

卫生服务商品属性等概念的提出②反映了决策层

试图改变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在卫生筹资中

更多强调个人的责任。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

用比重连年下降，最低降至 ２０％以下③。其次，
卫生领域作为经济改革的配套领域，卫生体制改

革服务于经济改革。在城市，政府为了要创造一

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企业为基础的福利制度

必须被新的制度所替代，因此政府对劳保医疗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化改革。医疗保险的覆盖人

群大幅度下降。在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除少数地区有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外，大部

分乡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甚至完全不存在。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开始瓦

解。在这种情况下，用提留集体公益金的方式来

扶持合作医疗，在大部分地方失去了可行性，因

此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迅速下降，赤脚医生作

为非生产人员开始自谋职业。第三，经济改革的

手段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医疗机构。政府对医疗机

构引入经济核算，更多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医院成为独立经济核算的主体，医院

和公共卫生机构可以进行创收，以弥补预算的不

足。１９８５年 《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

的报告的通知》提出 “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

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

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解决卫生工作资金不足

的问题”。１９９２年 《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

见》提出 “进一步推进医疗领域要素市场的自由

流动，利用市场价值来配置资源”。１９９７年 《关

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 “卫生机构实行

并完善院 （所、站）长负责制，进一步扩大经营

６４

①

②

③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

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关于卫生事业定位的讨论，可参见宋森：《关于我国卫

生事业性质问题研讨的综述》，《中国卫生经济》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１９７８年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约 ２０％左右，

２０００年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达到６０％，相应政府支出
占生总费用的比例约１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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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主权”。２０００年 《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 “建立新的医疗机

构分类管理制度”，“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

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扩大公立医疗机构的

运营自主权，实行公立医疗机构的自主管理，建

立健全内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依法经营，

照章纳税”。上述文件表述表明，市场化改革的

思路和方向正在不断强化。

这一时期的卫生政策特点与国民社会经济政

策密切相关，在绝大多数时间内经济改革政策的

指导思想就是卫生政策的指导思想。从定位上

看，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卫生体

制改革从属于经济改革，卫生事业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如何应对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对原有国民健康保障模式的破坏并

没有纳入改革开放的宏观布局中。建国后逐步建

立的保障国民健康的重要制度逐渐丧失功能 （三

级合作医疗、依托国有企业的劳保医疗、爱国卫

生运动），卫生政策没有针对性地应对这种制度

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从政策目标上看，虽然卫生

政策的口号依然是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但实

际上这段时期卫生政策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长

期以来，“五年计 （规）划”只是把卫生工作作

为居民消费和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甚至

在 “十五”规划中，将卫生工作同其他几项旨在

拉动内需的措施并列起来，“提高国民健康”这

一卫生工作的终极目标反而被淡化。从政策内容

上看，卫生政策放弃了建国以后前３０年全面健
康干预的政策框架，将卫生政策的重点放在医疗

资源的供给，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在

卫生政策中地位下降，卫生政策在实践中逐步演

化为狭义的医疗政策。虽然市场化导向的卫生政

策极大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扩张，但是对

公共卫生特别是农村卫生工作的忽视，对筹资和

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不重视，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

健康绩效的提高，让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

为社会突出问题。

（三）２００３年至今：强调回归公益性
“非典”暴发以及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使得政府和社会开始反思以往的卫生政策。经过

２５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也进入矛盾相对集中的
爆发时期。城乡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缺乏

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执政者和学界开

始反思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政策。重新审视公平

和效率的社会思潮开始涌动。“非典”暴发反映

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匹配的问题，促进了科

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

“四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经济方面，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完成以及中国进入

ＷＴＯ以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财力特别
是地方政府财力迅速增长，加强政府卫生投入已

经具备经济上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公共卫生、重视农村工作、强

化政府卫生投入的政策，并启动新一轮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进入新一轮 “政府

主导”时期。政府开始重新定位卫生事业，将其

明确为公益性事业，并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

本医疗卫生保健制度①。一方面，针对 “非典”

所体现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问题，政府开始加大

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将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作为卫生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并且通

过立法等手段重建了公共卫生体系，先后出台了

《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

的通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

预案》等多项政策。另一方面，在明确的卫生事

业定位和目标下，针对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配套

性政策开始陆续出台。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卫生部等部门 《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意见的通知》，政府重新扶持建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并明确政府财政投入不低于每人１０元。
２００７年，政府在城市地区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制度，同样明确了政府财政投入的责任。

针对农村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政府出台了加强

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培养农村卫生工作人才以及

规范药品流通体系等相关政策。大部分这类政策

在２００９年新医改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三、我国国民健康改善与

卫生政策相关性分析

　　总体来说，国民健康水平在六十余年间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建国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３５
岁，婴儿死亡率超过２００‰，传染性疾病以及地

７４

① 胡锦涛：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５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
ｓｈｉｚｈｅｎｇ／２５２／２１５２／２９０６／４９５４８６５．ｈｔｍｌ２，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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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病发病率、致死率都很高。２０１１年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 ７３５岁，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１３１‰，基本消灭恶性传染病，主要健康指标已
经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水平①。但是，在不同

历史阶段健康水平改善的速度却不尽相同，呈现

出阶段性特征。

为了对卫生政策的成效进行比较分析，本文

采用检验健康结果变迁和卫生政策变迁的同步性

以探讨两者的相关性。该方法将一个时期内卫生

政策综合考虑，既避免了单一卫生政策的说服力

不强的问题，也避免了卫生政策对健康影响存在

滞后性的问题。本文选取婴儿死亡率和人均预期

寿命作为健康衡量指标。婴儿死亡率被认为是反

映居民健康水平特别是妇幼健康水平的敏感性指

标，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较好

反映卫生服务能力和卫生政策，是衡量卫生政策

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下文图１显示了我国婴儿
死亡率的变迁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婴儿死亡率

在三个阶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阶段是

１９６０年以后到８０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婴儿死亡
率的下降速度较快。此阶段卫生政策的特点是注

重卫生公平性、体现社会福利性。第二阶段是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０３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较
为缓慢，甚至在个别年份有所增加。也是在这段

时间内，我国卫生事业开始以 “放权让利”和

“市场化”导向进行改革，政府卫生政策更多强

调个人责任，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定位逐步被改

变。“非典”以后，我国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

再次提速，婴儿死亡率从２００３年３０‰左右下降
到２０１１年１３１‰。

图１　建国以来我国婴儿死亡率 “Ｓ”变迁②

以人均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国民健康指标可以发

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１９６５年，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提高了１６岁；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１年，我

国预期寿命增加１７岁；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我国
预期寿命的改善程度只有０８岁。２０００年以后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有所提高，从７１４岁
提高到２００９年７３５岁，十年间人均预期寿命提
高了 ２１岁。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８年将近
２０年间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增长了５岁左右。这说
明，从改革开放到 “非典”前，我国国民健康的

改善并未取得较好的结果③。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变化情况，本文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

别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国民收入）与健康

指标进行关联性分析，以试图发现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变化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步。一方面

是因为经济发展是决定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另

一方面是因为处于不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国家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均国

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健康的维护更多需要

的是医疗制度、健康教育、社会扶持等制度安

排④。因此，将人均国民收入与健康指标进行关

联性分析可以为分析医疗卫生政策提供参考。

从图２可以看出，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国
民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

１９８１年，我国国民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则
出现了 “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体现在我国国民

健康水平改善程度远远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处

于趋势线的上方，这反映了从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中
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优异表现。但优异表现并没

有一直持续下去。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在快

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健康水平出现了与经济发展

的 “趋同效应”。到２０００年为止，我国主要健康
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几乎一致，几乎落在趋势线

上 （ｆｒｏｍｏｕｔｌｉｎｅｒｔｏｏｎｌｉｎｅｒ）。换句话说，在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我国国民健康改善的速度落后于

８４

①

②

③

④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４中国卫生统计年
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数据来源：１９５７年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中国卫生年鉴》，
１９６５年数据来自 《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１９７５－１９８７年数据
来自 《１９８９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０年数据来自 《２００９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数据来自各年份 《国际统计年

鉴》，２０１１年数据来自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以上 数 据 来 自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ｔｏｐ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７日。

Ｓｅｎ，Ａ．（２００２）．Ｗｈｙ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８），６５９－６６６．



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

经济发展的速度。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表明，从 ２０００
年至２０１０年，我国国民健康改善与经济发展基
本保持同步，初步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

展快、健康改善慢”的趋势。

图２　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ＧＮＰ关系
（四张图依次代表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１年、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两者的关系）①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健康

水平的快速改善。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

源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是由于

采用了公平优先、服务大众的卫生政策并创造性

地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等卫生实践，

国民健康水平的改善速度较快。在改革开放以后

到 “非典”之前，以 “放权让利”和 “市场化”

导向的改革虽然极大地增加了医疗卫生资源，但

是由于卫生政策缺乏对基本公平的考虑、卫生事

业定位的模糊以及卫生体制的逐利性，我国健康

水平的改善并不明显。在２０００年，我国医疗卫
生制度公平性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名列倒数

第四位②。２００３年以后，以强调公益性、加强政
府卫生投入的医疗卫生政策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

健康水平的改善速度缓慢的状况，婴儿死亡率、

人均预期寿命以及健康公平性改善速度快速提

高。卫生政策与健康结果相关性分析表明，卫生

政策的取向以及卫生体制的目标对国民健康的改

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卫生政策与健康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卫生

政策的导向与健康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建国

后的前三十多年里，中国用相对廉价的医疗卫生

体制保护了世界最大人口的健康，被世界卫生组

织和世界银行誉为 “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

收益”的 “中国模式”。中国前三十年的卫生实

践对整个世界的卫生政策和卫生体制的发展产生

了巨大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贫困地区所倡导的

初级卫生保健就源自中国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

制度。当前，卫生政策领域的最新理念 “将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与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也有

着密切的关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论

基础在于：卫生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民健康

水平，但是健康的决定因素是多维度的，医疗卫

生服务只占１０％左右③。只有将卫生政策范围扩
展，将改善生活环境、改善工作环境政策、健康

行为促进政策等多种政策统一协调，实现多部门

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健康水平的改善。在改革开

放至 “非典”前的２５年里，虽然中国的医疗资

９４

①

②

③

关联性分析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ｔｏｐｉｃ，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０：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ｍｏｔ，Ｍ．，Ｆｒｉｅｌ，Ｓ．，Ｂｅｌｌ，Ｒ．，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Ｔ．Ａ．，
Ｔａｙｌｏ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８）．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ｐ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３７２（９６５０），１６６１
－１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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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快速增加，但是健康改善的程度却并不理想。

这一发现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研究认

为，相比于 ６０年代和 ７０年代表现优异 （ｏｖ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国医疗
卫生体制运行状况不佳 （ｕ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①。在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国国民健康改善程度并不
理想，城乡和地区健康不公平性甚至在扩大②。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改革开放前２０年之间改善
缓慢，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３岁，中等收入国
家５岁，高收入国家４岁，世界平均４岁，而中
国不过２岁③。阿玛蒂亚森以预期寿命对中印两
国进行了比较。１９７９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高出印度１６岁 （中国是６８
岁，印度是５２岁），但到２０００年的时候，这个
差距已经缩小到了大概只有７岁。针对我国改革
开放以后卫生事业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改善方面

所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投入减少、对

农村地区卫生发展不够重视以及过度引入市场机

制是造成中国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④。

六十余年卫生政策的变迁历程表明，党和政

府的执政理念以及发展模式的变迁对卫生政策有

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

党、政府还是社会都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视为实

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性事

业。卫生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满足广大群众最基本

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体现社会基本保障和福

利。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卫

生政策为推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

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推动一系列

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

速提高。受经济改革思路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强调放权让利、强调市场机制的卫生改革政

策，卫生政策与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导思想一脉相

承。虽然一系列改革政策极大丰富了我国医疗卫

生资源，但并没有更快地促进我国国民健康水平

的提高，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看病难、看病

贵、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２００３年以后，虽
然我国继续推动和完善市场经济，但在民生领域

更加强调公平和政府责任、国民健康水平也在这

一时期快速提高。总结和反思六十余年来卫生政

策和国民健康水平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加强政

府卫生责任、注重卫生资源、健康结果公平性的

时期是国民健康水平改善较快的时期；过分强调

市场化虽然能够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但是国民

健康改善与健康结果公平性并不能取得理想的结

果。本文并不主张中国应该回归到计划经济时

期，也不是机械地认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

能够完全照搬到现在，而是认为虽然一个国家的

医疗卫生政策受到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的巨大影

响，但是卫生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遵循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需要重视医疗卫生领

域的特殊性。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以后健康水平改善
速度的提高表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

程中，强调卫生领域的政府责任、卫生事业的公

益性依然是卫生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目前，我

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关键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 “发挥市

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深化经济改革

的同时，我国也正处于深化医改的关键阶段，

２００３年以来所确立的卫生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方
向正面临着挑战。六十余年的历史经验表明，遵

循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坚持卫生事业公益性定

位，在卫生领域进一步强调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将经济改革政策与卫生改革政策措施进行

有效区分，对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民生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建议下一步医

改应该充分借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继续坚持公益性的卫生事业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　欣　彦）

０５

①

②

③

④

Ｗａｇｓｔａｆｆ，Ａ．（２００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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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形式显示与语言”专题

理解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的语言路径

主持人　张祥龙

　　只要是追求人生深意的人，都可能欣赏海德
格尔的文章。但是，要从哲理上得其韵味，却十

分不易，因为他的思想终极处，是不可对象化

的，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也就是说，你可体会到

他文字的蕴意，但一旦要从观念上、分类上抓住

其中的道理，就茫然失据了。它实在是拒绝被你

条分缕析地总结出来，就是硬要去总结，也几乎

都会沦为刻舟求剑之举。于是那些习惯于传统分

析路数的人们，就只能以谴责海氏或海学的 “非

理性”来为自己的理性挫折辩护了。但我们阅读

他的著作时，却总能感到其中有一再复现的整体

思路，所以应该有某种方法在背后运作使之然。

由此看来，明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方法，就是理解

而不仅是欣赏他的关键。

现在学人们已经大致同意或起码开始认识

到，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一个最清晰表达，可以

在他早期对 “形式显示”或 “形式指引” （ｄｉｅ
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的陈述中找到。他在其它地方
也谈到自己使用的方法，比如在 《存在与时间》

导言中讲到的 “现象学方法”。但只有对形式显

示的方法论展示最有哲理的层次，最能相比于传

统的哲学方法而出新，因而也最有助于我们攀登

这个思想的高峰，最有助于我们知晓它在整个西

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当他具体地阐发

形式显示时，涉及三个层次，即总体化 （概念

化）、形式化和形式显示。总体化加上少许形式

化或可看作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主要方法论特点，

黑格尔之后的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可视为以形式

化为主，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或搀合上总体化，

或带有形式显示的某些特点，而海德格尔则是追

求纯粹的形式显示所主导的思想境界。

此专栏中的两篇文章都探讨海德格尔形式显

示方法的深意，而且都是借助于胡塞尔的 《逻辑

研究》和一些相关的研究，从某个新的角度来开

显它，力图扩展我们迄今对这个方法的理解。蔡

祥元的文章 《语言与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形成》，

特别突出语言或意蕴 （ｄａｓ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ｅ）在海德
格尔方法形成中的作用。刺激海德格尔开创这种

方法的那托普疑难，即那托普对现象学反思方法

的两疑难中，第二个就是关乎表达原初经验的语

言疑难，因此我们以前探索形式显示方法的含义

时，也必涉入这个维度。但蔡文要在此方法的起

源处或最根本处，发现语言或意义的地位。它从

海德格尔自承所受到的胡塞尔影响即 “范畴直

观”谈起，显示它所直观到的超感知 “形式”

的语言性，特别是系辞 “是”或 “存在”意义

的不可还原性———既不可还原为感性直观及其表

达，也不可还原为感知对象的综合统一及相应的

判断，而是那引导判断实行的意蕴发端。这也是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 “形式”的纯姿态关联的意

义，要在形式显示中得到生命意境化和缘发生的

体现。由此，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直观就被改造

成解释学的直观，以人的实际生命经验的首发可

理解性或原生意蕴性为导引，拒绝任何减弱、割

裂这种鲜活和整全的生命意义体验的理论化。就

此而言，存在就等于存在的意义，那超出了真假

和分类的起头处的意义。

李峻的文章 《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

论海德格尔 “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维度》也

涉及到形式指引与胡塞尔现象学的语言向度的关

系，但不以后者所讲的范畴直观，而是 “本质上

的场合性表达”为引线，认为形式指引类似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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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祥龙，（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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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达，不表示所言者的种属性质，而是指引到

个别存在———独一无二的 “我在”和 “这个

（事物）”———的具体情境化中去。由于形式上

的指引与所指引的形式皆是悬空的关系而非现成

的实体，这种个别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个别对象，

而是非对象化的及具体切身的 “空虚之境”或发

端势态，也就是时机化的原本可能性，必表现为

原初可理解的 “先行具有”，由此而与蔡文强调

的意蕴先行相呼应。但两文一个突显原初经验的

不脱生命的普遍性，一个是强调这种经验的独特

个别性，实际上说明：形式显示所指引出的理解

和表达经验，超出了传统哲学的普遍与个别二元

分叉，而达到在所有现成者之先的纯关联发生性

（实行性）、原本可理解性和隐显互补性。

形式显示乃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彻底和最

富于形式自觉的方法论革新。它要应对的挑战

———那托普疑难是这种挑战的一种表现———是如

此根本，逼使它必须在前人觉得不可能之处来形

成哲学方法。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导方法是观念

化，基于杂多现象中抽象出单一观念的总体化，

可以是先验主义式的，也可以是经验主义式的，

再辅以寻找观念间的结合与分离之术的辩证法

（它在黑格尔那里取得了 “正 －反 －合”的概念
化生命的形式）和基于语法的形式逻辑。与这种

方法相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关系先于实

体 （含观念实体）的形式化方法。它被观念辩证

法导致的生命绝望所激怒，而在数理逻辑和相对

论那里得到鼓舞。“现在是没有 ‘东西’那样一

种东西了。”（罗素）“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一种

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个关系

中，这关系自身与自身所发生的关联。”（克尔凯

郭尔）但这关系又常常被沉淀为某种新的对象，

不管是这关系的语义辖域，还是关系所指称的个

体或绝对主体。

一些要在关系中超出相对性而达到真理的

人，如胡塞尔，就寄希望于直观方法以获得明证

性经验；而那些不满足于夹带着 “硬核”的关系

的哲学家，则希望通过直观或直觉来进入无硬核

的纯动态关系，比如柏格森。海德格尔认为关系

要是彻底的和纯粹的话，就必是发生式的、充满

了迎头可理解的意蕴，所以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

直观法中还有割裂原发经验的对象化倾向，即便

是意向对象这样在意向关联中构成的意向相关项

也罢；同时认为柏格森的直观还不足以参透时间

这种纯发生的存在论关系，看不到始源时间与日

常时间的源流关联。海德格尔对柏格森的批评似

乎过于严苛，在我们看来，柏格森的直观或直

觉，类似于艺术家的直观，有可比于海德格尔后

期讲的揭蔽技艺之处，可以加深加宽我们对关系

和意义的知觉，并因此而有助于我们直接感受到

动态的、正在发生和进行着的关系。但是，他的

直观法过于简略含混，依靠人们的艺术感受力，

缺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直观和解释学直

观 （即形式显示）所具有的认识论纹理和存在论

意蕴，缺少与传统的总体化方法的准确区别，因

而疏于哲学思想所要求的那种可让人摸索的路标

性。

海德格尔阐发的形式显示与以上所有这些方

法都不同。它有着深远的哲学史视野，有明确的

方法论递进层级，有不入原发经验湍流绝不罢休

的决断，还有胡塞尔现象学提供的充满直观张力

的多条思路的启发，包括这两篇文章涉及的语言

思路的启发。总之，这个形式显示方法让哲学思

想进入真正的 “热思”，也就是在经验火热进行

时随之而思，而不是事后的冷凝反思；也同时进

入生动的 “道言”，即开道构意之言，而不只是

表达现有观念的概念之言。这就与 《周易》的见

地有相通处了：“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

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下》）这样的

思与言，或变通之思与鼓动之辞，就不可能是相

互外在的了，而是那必会引出自身的缘发生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诗思———诗之思，思之诗，参与到
生活、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命运的构造之中。对于

这个堪称西方二十世纪哲学最重大成就之一的方

法，这个专栏所提供的只是一次尝试性的新探

索，从中亦可以看出此方法的内在丰富性或耐解

释性。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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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语言与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形成

蔡祥元

【摘要】海德格尔通过回应那托普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质疑，发展出了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此质疑之关键涉及一

种非概念化的思想方法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胡塞尔有关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一般化与形式化的区别的基础上，提

出了形式显示或解释学的现象学，并以此构成其实际生活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论根基。此方法揭示出人的实际生活经验

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理解与解释，包含了语言的可能性，从而回应了那托普的批评。无论是那托普的批评，还是胡塞尔

的两个区别，都与语言有关。语言问题不仅是引发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重要契机，而且直接关乎此思想方法的形成。

【关键词】语言；范畴直观；形式显示；解释学直观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５３－０７

　　形式显示 （或形式指引，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
也称解释学直观，是海德格尔早期现象学方法的

总体刻画，克兹尔视之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

学的重大突破①。对此突破学界有不同的解

读②，但都认可胡塞尔现象学乃是该方法的重要

思想来源，主要包括范畴直观、场合性表述、形

式化与总体化的区分、内时间意识等方面。③在

这些解读中，语言问题已暗含于其中。克兹尔就

指出，那托普的挑战使得前理论的科学问题变成

了一个 “语言问题”④，张祥龙对海德格尔形式

显示的表达策略作了许多 “出神入化”的描

述⑤，孙周兴把形式显示方法视为 “一场旨在激

发词语 （语言）的力量的变革”⑥。其他学者或

多或少也都触及此点，但对于两者关系都未作整

体阐发。下面的考察将表明，语言问题不仅仅是

引发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重要契机，而且直接关

乎此思想方法的形成，乃至暗中影响、决定了他

未来的思想发展 “道路”： “即语言与存在的关

系，只不过当时它还是被遮蔽着的，对我来说是

难以达到的，以至于我徒劳无功地在许多曲曲折

折的道路上寻找一条引线。”⑦

一、那托普批评：

形式显示方法的思想契机

　　海德格尔在 《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一文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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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详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９１—９５、４１４—４２４页；张祥
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６９—１１６页。

⑥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编者前
言第１８页。

⑦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９５页；ＧＡ１２，Ｓ．９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确指出，《逻辑研究》是引导他进入现象学的关

键著作。但他并非胡塞尔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事

实上，他对 《逻辑研究》整体的哲学立场是持批

评态度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该书并没有完全走

出它所批判的心理主义传统。① 胡塞尔在为 《大

英百科全书》写的有关 “现象学”的条目中把

现象学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一种纯粹的描述

性方法，另一方面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对于后

者，海德格尔明显是拒斥的，认为它返回到了近

代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之中；② 对于前者，海德

格尔经过改造，发展出了解释学直观，构成其存

在之思的方法论基础。

在这过程中，那托普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

起了重要作用。在那托普看来，胡塞尔的纯粹描

述方法将面临如下两个重大挑战：首先，纯粹描

述方法需要预设纯粹经验的存在，而现象学的体

验活动是在反思的目光中进行的③，这就导致相

应的体验不再被直接体验，而是被观看了，从而

止住了原本的体验之流；其次，任何描述都离不

开语言，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得被描述的经验被普

遍化、概念化和理论化。“描述、语言表述可能

是理论化的侵害。其根据在于：含义的本质中包

含着对象性地意指某物，含义之充实的本质中就

包含着把一个对象当作对象；进一步，词语含义

的普遍性势必是总体化，因而势必是理论化。”④

那托普的批评成为海德格尔深化胡塞尔现象

学方法的重要思想契机。正如张祥龙所指出的，

“正是在设法避开、化解和反转这种似乎不可抵

御的犀利攻击之中，海德格尔锻造出了自己独特

的哲学方法，一种可以不丧失体验之流并具有非

概念化表达能力的思想方法。”⑤ 那托普的批评

直接导致海德格尔转向并寻求一种非概念化的思

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也就是形式指引或解释学

直观。如海德格尔本人所指出的，此方法与时间

与语言有密切关系。“哲学研究的方式乃是根据

这种存在意义的基本范畴结构对这种存在意义的

阐释；这里所谓的基本范畴结构，就是实际生命

自行到时、并且在到时之际与自身言说的方

式。”⑥ 因此，要完整理解形式显示方法，除了

考察实际生活经验与时间的关系以外⑦，还需探

讨这样一种时间化或时机化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

与语言的关系，如此才能彻底回应那托普的批

评。

二、语言与形式显示方法的形成

语言表达问题不仅是导致海德格尔思想方法

形成的外部契机，而且直接关乎形式显示方法本

身的形成。

形式显示或解释学直观与胡塞尔范畴直观有

密切联系。“我的兴趣便再一次指向了 《逻辑研

究》，特别是第一版的 ‘第六研究’，其中所强

调的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之间的区别，在其对于

规定 ‘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的作用方面向我显露

了出来。”⑧ 正是在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区别

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发展出解释学直观，也就是

作为形式显示的现象学。

范畴直观思想是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一个重

大突破。在传统哲学中，直观一般是针对感知对

象而言的。但胡塞尔注意到，在充实感知陈述的

时候，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比如，充实 “这

张白纸”与 “这张纸是白的”这两个感知陈述

的过程中，所关涉的感知对象是同一个，但是它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９０页；ＧＡ１４，Ｓ．９５．
海德格尔：“‘纯粹现象学’是以现象学为特征的哲学

的 ‘基础科学’。‘纯粹的’说的是 ‘先验的现象学’，而认识

着、行动着、价值设定的主体的主观性就被设定为 ‘先验的’。

‘主观性’和 ‘先验的’这两个词表明 ‘现象学’自觉而坚定

地转变方向，进入到了近代哲学的传统之中。”［德］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第９１页；ＧＡ１４，Ｓ．９６．
胡塞尔： “现象学的方法完全在反思行为内起作用。”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８６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１６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６－２１７．
张祥龙：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 〈存在与时

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３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９０页；ＧＡ６２，Ｓ．３６３．
此方法与时间的关系，张祥龙在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

示方法和 〈存在与时间〉》以及 《海德格尔传》等论文与著作

中都作了详细阐发。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９３页；ＧＡ１４，
Ｓ．９８．



语言与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形成

们的充实过程并不因此而被等同。这两个陈述具

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意向，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充

实行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很难只诉诸感性直观的

差别来说明。也就是说，在我们充实感知陈述的

时候，存在一些超出 “质料” （亦即感知对象）

的形式因素。这些含义因素或 “范畴形式”的因

素是不能被个体的感性直观所充实的。① 为此，

胡塞尔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范畴直观，来

说明相关语言含义因素的充实。比如，我们用眼

睛看到不同的颜色是一种感性直观，但是，把颜

色作为颜色 （作为其所是）来把握，并不是眼睛

的功能，眼睛是看不到颜色的 “存在”或 “是”

的。系词关系涉及的范畴对象 （“是”或 “存

在”）既不是处在对象中的东西 （不是对象的实

在组成部分，也不是它的属性因素），也不是它

诸种实在要素的整合统一。② 总之， “存在”并

非感知的对象，也就无法在感性直观的领域中得

到充实。适合于 “存在”的东西，也同样适合于

其他范畴，比如 “一个”、“这个”、“并且”与

“或者”等等。它们的对象相关项都不可能在感

性感知的领域中找到，而只能诉诸范畴直观来得

到说明。③ 不过，胡塞尔在指出范畴对象可以被

直观之后，接着就指出范畴直观作为较高层次上

的对象，需要奠基于感性直观之中，后者才是以

素朴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并因而是直接被给予的

对象。④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范畴直观思想。胡塞尔有

关 “存在”的范畴直观分析甚至可以看作海德格

尔存在论思想的预演。但是，他对于胡塞尔现象

学中感知的奠基性地位很不满，多次直接地或间

接地对它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我们对存在者

的把握首先并非是 “感性直观”，然后在此基础

上构造出 “存在”的范畴直观，而是一开始就是

对其存在意义或存在自身的领会。⑤ 当我们走进

教室看到一个讲台的时候，我并不是先看到一些

颜色与形状的堆积，然后在此基础上构造出桌

子，进而再构造出讲台，而是直接就 “遭遇”到

讲台本身。那种将讲台奠基于感性直观的做法是

一种曲解，是对原本体验的 “歪曲”。⑥ 因此，

在海德格尔这里，对 “存在”进行的范畴直观根

本无需奠基于感性直观，它本身就是原初地、直

接地给予我们。这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

重大突破，而这个突破很明显是围绕语言含义的

充实问题展开的。

当然，从范畴直观到解释学直观，并非一蹴

而就。海德格尔破除感性直观奠基性地位的时候

同样借助了胡塞尔本人的思想，也即他有关形式

化与一般化的区分。正是通过深化此区分，海德

格尔才清晰地勾勒出了海氏现象学方法论的核

心：“我们想要尝试这种区分，并且在此深化中

说明形式显示的意义。”⑦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普遍化方式：形式

化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与 一 般 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ｓｉｅｒｕｎｇ）。⑧ 一般化是依据种属关系进行的普遍
化。比如，从不同的红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的红

颜色，红颜色与其他颜色一起，可以从中抽象出

一般的颜色，等等。每个一般化过程都依附于某

个特定的实事领域，是在实事基础上进行的普遍

化，它们由此构成一个不同等级的种属关系，比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５页。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
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ｉｌ，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８４，Ｓ．１３４－１３５．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第１３８
页。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ｉｌ，Ｓ．１３７－
１３８．

［德］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１４３—１４４页。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ｉｌ，
Ｓ．１４３－１４４．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第１４７
页。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ＺｗｅｉｔｅｒＴｅｉｌ，Ｓ．１４７．

海德格尔：“我们从不也永不 ‘首先’听到一团响动，

我们首先听到辚辚行车，听到摩托车。我们听到行进的兵团、

呼啸的北风、笃笃的啄木鸟、劈拍作响的火焰。要 ‘听’到

‘纯响动’，先就需要非常复杂的技艺训练。”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
第１９１页；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
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Ｓ．１６３．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９页；ＧＡ６０，Ｓ．７０－７１．
同上，第６７页；ＧＡ６０，Ｓ．５７．
参见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末章；《纯粹

现象学通论》第１３节。———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通常译为 “总体

化”，但笔者以为 “一般化”的译法更能照顾 “一般”与 “个

别”的传统形而上学区分，后者不同于 “总体”与 “个别”的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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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红色物体、红色、颜色、属性等等。形式化则

不同，它是依靠姿态关联进行的。比如，“这块

石头是一个对象”， “对象”并不是不同的石头

所共同拥有的 “实事内容”或 “属性”，它是在

与认知者的姿态关联中被领会的，亦即我不是从

不同的对象 （石头、红、圆形等等）中总结出共

同的 “对象”属性，而是相反，目光从不同对象

的实事内容那里转移开来，而只关注它们被给予

的方式。① 但是，在胡塞尔这里，形式化所提供

的依然是普遍对象。通过一般化过程，产生了不

同等级的一般对象领域，而通过形式化则产生了

不同领域的形式对象。胡塞尔以此为数学、逻辑

等形式学科的对象奠定了根基。②

形式化本身源自 “姿态关联”的这一思想给

了海德格尔重大启发，并成为他形式显示方法的

思想根源。海德格尔同样很看重一般化与形式化

的区别。但是，他对胡塞尔将 “姿态关联”本身

理论化、对象化的做法提出了明确批评，认为这

使得它们又变成了某种形式的 “实事领域”。③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种方法虽然有区别，但都

是普遍化。形式显示则不同，它不是一个普遍化

的过程，从而与普遍性无关。此方法追溯的是使

得这种普遍化 （包括形式化与一般化）得以可能

的前提条件。“形式化与一般化的共性在于，它

们都处于 ‘普遍的’这种意义中，而形式显示却

与普遍性毫无干系。在 ‘形式显示’中，‘形式

的’一词的含义是更为原始的
獉獉獉獉獉

。”④ “形式因素的

起源在于关联意义。”⑤ 因此，虽然形式显示与

形式化都关注 “姿态关联”，但是，与形式化将

关联姿态普遍化不同，形式显示关注的是关联姿

态本身正在被实行的那个过程。“为了理解理论

的起源，纯粹姿态关联本身还必须作为实行

（Ｖｏｌｌｚｕｇ）而得到考量。”⑥ 在海德格尔看来，传
统哲学的一般化，甚至包括胡塞尔的形式化在

内，都是一种理论姿态，它们掩盖了关联意义本

身的 “如何实行”，从而掩盖了意义的根源。形

式显示就是要把这种关联意义保持在 “开放”之

中，而不是抽离出其中的形式因素，对它进行形

式化。“一个现象必须这样被预先给出，以至于

它的关联意义被保持在悬而不定中……形式显示

是一种防御
獉獉

，一种先行的保证
獉獉

，使得实行特征依

然保持开放。”⑦ 如果说一般化、形式化从不同

角度对 “姿态关联”或 “关联意义”进行普遍

化、概念化，那么，形式显示则是对这种关联意

义根源的 “回溯”。 “不是概念 （Ｂｅｇｒｉｆｆ），而是
回溯
獉獉

（Ｒüｃｋｇｒｉｆｆ）。”⑧

因此，正是在胡塞尔有关一般化与形式化区

别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揭示出一个更为原本的形

式显示或解释学直观。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范

畴直观关涉的是语言 “形式”要素的充实，那么

在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这里，此 “形式”要素则

获得了真正源发的地位。由此可见，形式显示方

法是 “围绕”着语言含义问题逐步形成并发展起

来的。通过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对

人类生活经验进行了重新描述，这构成其早期实

际生活经验现象学的基本内容。形式显示化了的

现象就是实际生活经验。⑨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海德格尔：“它起于姿态关联
獉獉獉獉

本身的意义
獉獉

。我并不从对

象中看出 ‘什么规定性’，相反地，我在某种程度上 ‘注’视着

对象的规定性。我必须从 ‘什么内容’那里掉转目光，而只去

看：对象是一个被给予的、合乎姿态地被把握的对象。所以，

形式化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绝不起源于

‘一般什么内容’。”［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

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第６８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５８．
海德格尔：“通过这种构形，产生出一项特殊的任务：

关于形式－逻辑的东西与形式 －存在学的东西的理论。通过它
基于关联意义的构形，形式范畴使一种数学运算的实施成为可

能。”［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

堡文选》，第７１—７２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６２。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６９页；ＧＡ６０，Ｓ．５９．
同上，第６９页；ＧＡ６０，Ｓ．５９．———译文依据原文略

有改动。

同上，第６９页；ＧＡ６０，Ｓ．５９．
同上，第６９页；ＧＡ６０，Ｓ．５９．
同上，第７３页；ＧＡ６０，Ｓ．６３．
同上，第１９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９．
张祥龙：“就此，我们看到海德格尔讲的形式显示与实

际生活经验的内在一体性。”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

法和 〈存在与时间〉》，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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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德格尔对那托普挑战的回应与

实际生活经验的语言性

　　下面我们看海德格尔如何借助立足形式显示
的现象学来回应那托普的两个批评。

先看第一个批评，反思的目光是否会止住原

本的体验之流？现象学反思原本经验的时候，并

不是对体验之流的一般化，也不是形式化，而是

形式显示。形式显示可以使体验之流保持在 “悬

而未定”之中，不必担心它会因此被对象化、客

观化，相反，它还能防止实际生活经验沉沦到客

观化之中。① 海德格尔以此反过来批评那托普没

有看到原始被给予的体验领域。②

那么，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原本给予的是什么

呢？海德格尔以 “有东西吗”这个问题体验为

例，来显明实际生活经验中原本给予之物。我们

通常认为一般之物乃是从具体之物中归纳、抽象

出来的，因此，一般之物也需要回溯到具体之物

才能得到说明。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成问题的。③

在 “有东西吗”的发问中，涉及到的最 “一般

东西”不同于在具体对象基础上抽象或形式化出

来的 “一般”，而是一种更为原本的 “一般东

西”。为避免混淆，海德格尔称之为 “原 －东
西”（Ｕｒ－ｅｔｗａｓ）。④ “原－东西”并非任何具体
的东西，而是一种原初之有，亦即 “有”或

“存在”的原初意义。这种前对象、前概念的存

在－意义或 “原－东西”也称 “意蕴”。它是事

物原本的 “存在方式”。不是先有 “事物”，再

有意蕴。相反，意蕴才是我们遭遇事物时首先出

现的东西，是原初现象、原初的呈现。 “意蕴

（ｄａｓ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ｅ）乃是原初的东西，是直接给予
我的，并没有通过一种实事把握而造成的任何思

想上的拐弯抹角。”⑤ 可以说，意蕴是事物存在

的 “原型”，它被客观化以后，才有对象。

由于 “原 －东西”或 “意蕴”先于具体事

物，是我们能够遭遇具体事物的可能性条件，它

也就不能在给出具体事物的基础上再通过抽象来

获得。它的出现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生成。这种生

成不同于实然领域的自然事件或进程，而是一种

源发生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把体验刻划成源 －发生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是带有含义的东西，而不是实
物式的。”⑥ 源发生是一种本己－发生 （ｓｉｃｈｅｒ－
ｅｉｇｎｅｎ）⑦，即本质性对象构建自身的过程，因此
是存在－意义的原初生成。而存在－意义的生发
超出实然领域的因果律之外。在源发生之后，在

“原初某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遭遇具体的

“某物”，然后才会有基于实物因果联系的自然事

件或进程的出现。

在海德格尔这里，素朴的体验乃是这种源发

生，是存在－意义的原初生成。如此生成的 “原

初－某物”或 “意蕴”也具有普遍的特征，但

那是形式显示的 “普遍性”，不同于一般化或形

式化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对生命的脱弃，

相反，它乃是我们人类生命本身的 “普遍”实

情。它揭示出的是体验的原始趋向、原始结构，

因而，不仅不是对体验的中止，而是生命本身的

显示。“‘一般东西’的原始特征乃是一般生命

的基本特征：生命以自身为动因，并且具有趋向

性；动因化的趋向，趋向性的动因：生命的基本

特征，向着
獉獉

某个东西生活，进入特定的体验世界

活出世界。”⑧ 换句话说，人类生命本身或人之

此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对存在的 “领会”与 “解

释”了，因为它活在存在的 “意义”之中。“如

果说实际生命放弃了解释的原始性，那么，它也

就放弃了从根源上占有自身的可能性，而这就是

说，它也就放弃了去存在
獉獉獉

的可能性。”⑨

这种体验的意义 “动因”是那托普未曾考虑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７３页；ＧＡ６０，Ｓ．６３．
海德格尔：“那托普并没有看到在其原始被给予性中的

体验领域。”同上，第１６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６．
同上，第６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６．
同上，第１８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８．———中译本 “Ｕｒ

－ｅｔｗａｓ”译为 “原始东西”。

同上，第１０—１１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７３．
同上，第 ７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６９．———中译本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译为 “发生事件”。

同上，第１３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７５．———中译本 “ｓｉｃｈ
ｅｒ－ｅｉｇｎｅｎ”译为 “按其本质而发生”。

同上，第１８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８．
同上，第９４页；ＧＡ６２，Ｓ．３６９．———译文依据原文略

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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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可见有一种对体验的体验，尽管那托普

还从未预见……这一点；那是根据其动因化对体

验的理解。”① 现象学对体验的反思，从海德格

尔形式显示的角度看，并不会中止体验之流。它

不是对体验的普遍化、概念化，而是显示出体验

自身的趋向性或 “内在动因”。这种显示就是对

生命本身的现象学直观。它不仅不会中止生命之

流，而是对理论化、概念化生命的 “松绑”，将

其从概念化的趋向中拉回到其生发的未定之中，

从而获得对 “意义”的饱满体验。“作为对体验

的体验、对生命的理解，现象学的直观乃是解释

学的直观 （使……变成可理解的、赋予意义

的）。”②

现象学对生活经验的解释是借助语言展开

的，那么，语言是否必然导致经验的客观化、理

论化？实际生活经验不仅总在解释着，它的根子

处同时也已经是语言性的，因此，语言对生活经

验的表达同样可以是鲜活、生动的，而不必是理

论化的、概念化的。

海德格尔在分析宗教经验的时候，揭示了语

言与实际生活经验的内在关系。③ 由于上帝的存

在并不能以客观的方式被证实，信仰也就同样不

能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来实现，而只能 “落实”在

实际的宗教生活体验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是对 “福音”的听信与传播。如果能听信福

音，让福音直接进入你的生活，成为你实际生活

的一部分，那么，你的生活就具有了宗教性，也

就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保罗与信徒之间的

通信就是他们对福音的共同听信与传播。海德格

尔注意到，这些书信中 “知道”与 “成为”这

两个语词经常出现，比如 “我知道你们是蒙主拣

选的”、“我知道你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正

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

样为人”等等。这里的 “知道”与 “成为”并

非是对一种现成事态的描述，而是直接当下参与

相关事态构成。海德格尔指出，正是通过不断重

复这些语词及话语，让他们一再地确信以及共同

确信自己与上帝的关联。正是这种知道与确信，

让他们不断地成为基督徒。而这种知道与确信，

都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此，形式显示化的语

言不仅不会中止生活经验之流，相反，实际生活

经验本身就需要语言才得以展开。根据维特根斯

坦，原本的语言游戏就是生活形式，而我们就生

活在语言之中，因此语言与实际生活经验是相互

贯通的。

海德格尔以此回应了那托普的第二个批评。

形式显示化了的现象学语言，同样不会中止原初

的生活经验。这是一种依循生命内在意义结构而

来的说话方式，它乃是实际生命本身的自行到时

与自行言说。“实际生命不仅作为有意蕴的事件

以及世界的重要性来看待自己和关注自己，而

且，还有它与自身说话，那它也就说着世界的语
獉

言
獉
。”④ 解释学的现象学提供的并非是有关生命

的理论或概念，而是着眼于生命自身的 “存在方

式与言说方式”来看实际生命本身，⑤ 是一种出

自实际生命本身的言说。这种言说，不仅不会使

生命体验客观化、理论化，而是人之本己存在获

得觉醒的可能与方式。“这里有一个哲学的觉醒，

在这种觉醒中，此在与它自己相遇。这种觉醒是

哲学的，其意思是：它存在于一个本源的自身解

释之中，哲学根据其自身已将这种自身解释赋予

自己，而且这样，本源的自身解释便构成了此在

自我相遇的一种决定性的可能与方式。”⑥

正是由于实际生活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理解

与解释，而语言又直接参与了这种经验的构成，

因此，它就已经包含了被说出的可能性。现象学

就是要说出 “现象”本身所包含的 “话语”（逻

各斯）。 “现象学就是对这样一个 ‘意义整体’

的阐明，它给出 ‘现象’的 ‘λóγοζ’ ［逻各

斯］，‘ｖｅｒｂ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ｕｍ’［内在语词］意义上的
———而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 ‘λóγοζ’ ［逻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同上，第１９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９．
同上，第１９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９．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１０３—１１０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８６页；ＧＡ６２，Ｓ．３５８．
同上，第９０—９１页；ＧＡ６２，Ｓ．３６４．
［德］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页；ＧＡ６３，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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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斯］。”① 原本的语言并非是去生命化，而是生

命内在历史性必要的构成环节。因此，如果从形

式显示或解释学的现象学角度去看待，而不是从

一般化、概念化的角度去看待，那么语言含义本

身就富含现象学直观的意谓。与含义要素密切相

关的并非普遍化的一般化，而是生命本身的意

蕴。② 只要含义这种非理论要素得到洞见，一种

可以传达生命原初体验的现象学就是可能的。

“如果含义要素的非理论特征得到了洞见，那就

得出了一种可传达的现象学科学的可能性。”③

四、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在海德格尔

思想方法形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形式显示

或解释学直观的方法源自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思

想。海德格尔通过深化胡塞尔有关一般化与形式

化的区别，赋予范畴直观以更为原本的地位，并

以此构成其方法论的基础。考虑到范畴直观思想

是为了解释语言的形式要素的充实问题提出的，

而形式显示方法则让此 “形式”要素获得了源发

性的地位，由此可见，语言问题直接关乎海氏现

象学思想方法的形成。

虽然 “形式显示”一词本身在 《存在与时

间》中出现次数并不多，但是，海德格尔把解释

学的现象学作为该书的基本方法论立场就已经表

明，此书整体上是以一种形式显示的方法来追问

及展示存在之为存在的。“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

意义就是 解 释
獉 獉

。此在现象学的 λóγοζ具有
ερμηνενειν［诠释］的性质。通过诠释，存在
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

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
獉獉獉獉

。此在的现象学

就是诠释学。”④ 作为该书关键词的 Ｄａｓｅｉｎ（此
在或缘在）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显示词，而非一个

现成化的、对象化的概念。它以 “形式显示”的

方式 （Ｄａ－ｓｅｉｎ）指向一个充满指引联络的 “世

界”：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在 －世界 －之中 －
存在）。 《存在与时间》中这样的 “形式显示”

词很多，比如 “能在”（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去存在”
（ｚｕ－ｓｅｉｎ）、 “上手的” （ｚｕｈａｎｄｅｎ）、 “将来”

（Ｚｕｋｕｎｆｔ）、“朝死存在”（ＳｅｉｎｚｕｍＴｏｄｅ）等等，
它们都不是某种现成观念或概念的表达，而是通

过语词的字根、前后缀以及上下文的相互牵引，

来共同彰显、构造存在之意蕴。⑤ 不仅如此，语

言含义的 “形式要素”同时也成为海德格尔展示

“存在”之 “指引联络”的原型，甚至可以说，

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关键就在于使存在本身意

义化。虽然在该书中，此意义的可能性最终被归

诸时间，但是，既然把存在的 “意义”领会为存

在自身，那么，语言与存在的内在交织关系也就

已经暗含于其中了，这也就为其后期的思想转向

———转向语言来思考存在———埋下了伏笔。虽然

前后思想重心有所转变，但是海德格尔借助语言

自身的显示力来彰显思想的做法 （“形式显示”）

始终保留着，成为他的一以贯之之 “道”。

（责任编辑　任　之）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７１—７２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６３．
海德格尔：“含义特性本身极少是理论性的，它本身就

富含现象学直观的可能性，这种直观直面本质之物，而不是面

向被总体化的东西。因为含义要素未必是理论的，所以，与含

义要素表达联系在一起的也并不是什么总体化。”同上，第１９
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９．

同上，第１９页；ＧＡ５６／５７，Ｓ．２１９．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第４４页；ＳｅｉｎＵｎｄ

Ｚｅｉｔ，Ｓ．３７．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

启与交融》，第９１—９５、４１４—４２４页；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
夫子》，第６９—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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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

———论海德格尔 “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维度


李　俊

【摘要】为了应对现象学无法达到现象的理论危机，海德格尔借助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发展出了特殊的现象学方法

———形式指引。它是通过一系列依赖于语境的形式词汇，将每个人都引回到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中，令其在当场构成

的姿态关联中，当下理解其意义，以把握个体化的具体情境。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爬梳指出，形式指引最终所指向的，

是在实行之开端的 “空虚”，这种空虚正是可能性的空间，亦即生活可理解性的终极源泉。

【关键词】形式指引；实际生活经验；个体性；可能性；可理解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６０－０８

一、引　　论

自上世纪末以来，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

（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①思想引起了西方学界越来越
多的关注。②在国内，张祥龙等学者也做出了有

开辟意义的研究。③一般而言，学界已普遍接受，

形式指引作为海德格尔自己发展出来的独特现象

学方法，在其早期思想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

用。④

对形式指引的阐述，一般是从 《宗教生活现

象学》中 “形式化与形式指引”入手，将其作

为和普遍 （总体）化以及形式化相对应的概念，

就其 “形式的”意涵加以论述；另一方面，

Ｋｉｓｉｅｌ、ｖａｎＢｕｒｅｎ等学者亦阐发了另一种关注较
少的进路：就其通过若干形式词 “指向”当下的

具体情境这一点，凸显其 “指引”的方面。⑤这

两种进路并无根本矛盾，毋宁说是相互印证和补

充的，但其间的内在联系仍缺乏讨论梳理，而形

式指引与个体性问题的关联及其深层结构方面，

更有许多未发之覆。本文拟对此加以梳理，以期

呈现形式指引思想之纵深及其与海德格尔其他一

些重要概念的深层关联。

在讨论前，首先对文本情况略加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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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身体问题及其思想效应：探寻现象的深度”（１３ＹＪＣ７２００３６）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俊，（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①　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更多地被翻译为 “形式显示”，笔者也曾采用过这一译法。字面上二译皆可，但 “形式”自身已经容易有具象化

的理解，加上 “显示”，更容易被误解为某种对象化形态的显现，这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旨趣背道而驰，或许 “指引”是更恰切的译法。

②　参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Ｋｉｓｉｅｌ，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Ｏｖｅｒｇａａｒｄ，Ｓｒｅ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ｏｎ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８２－９０；ＧｅｏｒｇＩｍ
ｄａｈｌ，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ｚｅｉｇｅｎｄ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ｉｎｄｅｎｆｒüｈｅｎ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ｕｎｄＮｅｕ
ｍａｎｎ，１９９７）．

③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４—９９页；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 〈存

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０—６１页；孙周兴：《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
《现代哲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５—９５页。

④　在 《存在与时间》中，“形式指引”一词只出现了不到十次，并且没有专题论述。但其中如达在、死亡、时机性等主题都是

从之前关于形式指引的讨论中发展而来的。而且，海德格尔在给卡尔·洛维特的信中亲口承认：“形式指引，对于传统先天学说的批

判，形式化及类似内容，仍然在那里 （《存在与时间》），尽管我现在不再谈论它们了。”转引自 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Ｔｉｍｅ，１９。具体的主题，张祥龙在前述著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⑤　国内似乎只有朱海斌的论文正面论及这一点。参见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
期，第１７—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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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战时紧急学期的 《朝向哲学的规定性》

（ＧＡ５６／５７）中，形式指引思想已经有所展现，
虽然尚未出现这一词汇。① “形式指引”一词首

先出现于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冬季学期的 《现象学基本

问题》 （ＧＡ５８）讲课稿中，不过未做专题论
述。② 在１９２０年夏季学期的 《直观与表达的现象

学》（ＧＡ５９）中，形式指引曾多次出现，而在
以下文本中有了更深入详细的探讨：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之间的 《雅斯贝尔斯 〈世界观的心理学〉评

注》（收入 《路标》，ＧＡ９）、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冬季
学期的 《宗教生活现象学》 （ＧＡ６０），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年冬季学期的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

释》 （ＧＡ６１）以及１９２３年夏季学期的 《存在

论：实际性的解释学》（ＧＡ６３）等讲稿。③

可以看到，这些文本都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弗

莱堡时期，而自１９２４年马堡时期开始后，形式
指引就文本的直接呈现来说渐趋淡化。在完稿于

１９２６年的 《存在与时间》中有若干处简略却不

失重要的提及，而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的 《形而上学

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 －孤独》 （ＧＡ２９／３０）
中，以对死亡等概念的形式指引讨论结束了整整

十年的 “形式指引”之思。

当然，形式指引思想并非此时忽然迸发出

来，而是有其更深的渊源，至少在海德格尔的教

职论文 《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早

期著作》，见ＧＡ１）中，就有一定程度的涉及，
下文会谈到这一方面。但总体而言，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年这一时期，可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一个相对独

立的阶段，文本呈现出互补和互证的互文关系，

因而可以更多地综合考察，以探究其思想路径的

隐微所在。

二、形式指引的实行意义

海德格尔发展出形式指引的方法，首先是出

于现象学的理论危机。从外在视角来看，是为了

回应１９１０年代那托普 （ＰａｕｌＮａｔｏｒｐ）对现象学
的批判；从内在视角看，这也是海德格尔本人对

于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进路有所不满。④

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要求把握现象本身，根据

海德格尔，也就是 “实际生活经验 （ｆ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本身。但那托普指出，主要的
现象学方法均有严重的问题：反思要求中止活生

生的经验流，而描述又要使用一般化的概念，使

之抽象化，最终也会错失这些现象。⑤ 在此情况

下，当务之急在于为现象学提供这样一种方法论

基础，使之既能够 （１）不中止和脱离人的经验
流，又能够 （２）通过语言和概念达到现象本身。

在１９１９年，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这根本
上需要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现象自身具有一种内

在的自我把握，亦即生活经验自身就在 “理解”

自身。他称之为：“一种理解着的、解释学的直

观，本源的现象学回溯和先行概念构成，一切理

论—客观的乃至超验的设定，都从其中脱出。”⑥

但是，这种生活经验自身的理解，如果将其提炼

为一种哲学方法，又何以能应对那托普的尖锐批

判呢？

在此意义上，前面提及的两种进路恰与这两

方面的考虑相关。第一，通过对形式指引的定位

及其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分，可以找到不脱离

经验之流的方式；第二，通过一些特殊的 “场合

性表达”词汇，可以将人指引到具体的生活现象

之中，而不仅仅是抽象干瘪的概念。最终，形式

指引得以将个体化的生存处境带给我们。

首先考察第一点。在 １９１９年的授课中，海
德格尔大致提到了某种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别。⑦

不过在翌年的手稿中，才做出清晰的论述。他首

先追随胡塞尔的思路，区分了普遍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ｓｉｅｒｕｎｇ，或 译 总 体 化）和 形 式 化 （Ｆｏｒｍａｌｉ
ｓｉｅｒｕｎｇ）。普遍化较好理解，譬如我面前的一只
瓷杯，可以视为杯子、瓷器、用具、固体、化合

物等等，这种客观内容上的归类就是普遍化。在

普遍化之后，对象已经独立于我的生活经验，成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９３—９４页。
此处根据ＧｅｏｒｇＩｍｄａｈｌ，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１４７。
这些文本中许多相关段落都被收入孙周兴主持编译的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 （上海：同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笔者亦多所参考，惟文中所引内容仍由
笔者自德文文献译出。

张祥龙：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 〈存在与时

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１—４３页。
ＧＡ５６／５７，１００－１０１．
ＧＡ５６／５７，１１７．
ＧＡ５６／５７，１１３－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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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根本上与我无关的 “客观内容”，从而也脱

离了源始的生活现象。

与此同时，这个杯子能够被 “形式化”，譬

如作为 “对象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 “站在对面者”）”。
很明显，对象之 “对”并非其自身的性质，而来

自于和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形式化不可

能离开我朝向事物的方式而存在。“形式化源于

纯粹的姿态关联 （Ｅｉ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ｂｅｚｕｇ）自身的关联
意义 （Ｂｅｚｕｇｓｉｎｎ），而绝非来自于 ‘一般的内

容’。”①

这种 “关联意义”，就是 “形式的 （Ｆｏｒ
ｍａｌ）”之根源。但对此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
解：我们可以将其当成某种主体－客体关系或者
认识－对象关系等等，总之是某种抽象范畴，并
加以现成化地把握，这就是形式化，此时这种形

式本身成为了对象，并 “归入了形式对象性的范

畴，它本身不是原始的，只是对呈现出来的关联

的形式构造”②；在形式化中，我在生活经验中

建立的关联又被 “去生活化”了。

但本质上，这种关联并不是摆在眼前的几何

图形，而是一种在生活经验中当下生成的运动，

它具有所谓 “实行”的动态特性，“纯粹的姿态

关联还必须作为实行而被考察”。③ 海德格尔因

此总结，现象可能以如下方式被分析：

１．被经验到的源始的 “什么 （Ｗａｓ）”，即
“内容 （Ｇｅｈａｌｔ）”。
２．现象是 “如何 （Ｗｉｅ）”被经验到的，即

“关联 （Ｂｅｚｕｇ）”。
３．这一关联是 “如何 （Ｗｉｅ）”生成的，即

“实行 （Ｖｏｌｌｚｕｇ）”。④

这里很清楚，内容、关联和实行三个意义方

向 （Ｓｉｎｎｅｓ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分别与普遍化、形式化和
形式指引相关。三者是递进关系，在实行中，关

联被构成了，而关联又把现象的内容给引出来。

因此，这一生成关联的 “实行”构成生活的最基

本形式，也就是生活现象可理解性的最终源泉。

形式指引恰是让我们返回到实行的意义中，让生

活现象在其中被生成和理解，也就不存在脱离经

验流的问题了。

目前的分析还没有涉及具体何谓实行，也没

有说明怎样进行形式指引。但海德格尔指出，我

们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对概

念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来切入实行意义，此即

“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 （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ｅｌｌｅ
Ａｕｓｄｒüｃｋｅ）”，它把我们从抽象的概念领域带回
到具体的生活之中。

三、场合性表达词汇的指引含义

我们首先略微详细地征引 “形式指引”第一

次出现的段落，其中蕴含了解读其奥秘的宝贵线

索：

我们在寻找一种基本的方法意义，在其中生

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活。有必要返回到

实际生活从它自身出发的基本经验中……在此对

我们来说出现了一种危险，我们必须使用来自日

常生活的概念 “生活、经验、自我 （Ｉｃｈ）、客我
（第四格，ｍｉｃｈ）、自身 （Ｓｅｌｂｓｔ）”。我们用 （对

于对象化的）关键的解构 （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让这
些概念不再清晰地固定下来了。毋宁说它们只是

指向特定现象，指向一个具体领域。它们有一种

仅仅是形式的特征 （“形式指引”的意义）。⑤

海德格尔明确表示，自己正在寻找一种 “方

法意义”，让 “生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

活”。然而，阻碍这种方法彻底实现的，是一些

已经被固化的抽象概念，如 “生活” “经验”

“自我”等等。由此，海德格尔要求 “解构”概

念以返回到 “特定现象”和 “具体领域”。但这

如何可能做到？答案是，通过其 “形式的”特征

所具有的指引功能。

海德格尔在 《雅斯贝尔斯 〈世界观的心理

学〉评注》中的论述更为清晰。他说，当讨论

“生命 （Ｌｅｂｅｎ）”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错过真正
的现象，而被诸多理论的替代物中所迷惑，因此

要通过形式指引的方法才能发现其真谛：

要讨论的真正的对象，在形式指引中被确定

为生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在这样一种被形式地指引出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６０，５８－５９．
ＧＡ６０，６３．
ＧＡ６０，５９．
参见ＧＡ６０：６３．
ＧＡ５８，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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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指向了 “我在 （ｉｃｈｂｉｎ）”
的现象，即指向这一 “我在”中的存在意义，它

乃是一种原则的现象关联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的

开端。①

海德格尔在此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生

存”在形式指引中被指向 “我在”。这一点不难

理解：因为生存对于自身而言，首先是 “我”的

存在。但海德格尔深知，这一 “我”必然又会被

习惯了对象性思维的人们理解为灵魂、主体、意

识等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而错过刚刚获

得的鲜活现象。海德格尔一再警告绝不能如此，

相反，“‘我’在此必须被理解为那个完全具体

的、历史的实际的自身 （Ｓｅｌｂｓｔ），在其历史的本
己的经验中是可以通达的”②。这就是说， “我”

在最基本的现象意义上就是每个读者在其自身处

境中所体验到的 “自己”，这是随着不同的言说

语境而转移的。“我”这个 “形式词汇”恰恰将

我们指引到各自不同的自身处境之中。

故此，ｖａｎＢｕｒｅｎ将这一思路与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的 “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概念

联系起来进行理解。③ 胡塞尔在其中重点讨论过

“我”的用法。依照胡塞尔， “我”这类词语并

不像 “狮子”之类的有客观含义的词一样能唤起

特定的表象，“毋宁说，在这个词那里有一种指

引性 （ａｎｚｅｉｇｅｎｄ）的功能在居中作用，它好像在
对听者呼唤：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指他自己”。④

这里，胡塞尔描述的是 “我”这个词在其他

听者那里的反应，而海德格尔的 “我在”则是指

言说者自身对这个词的内在理解，有所歧异，但

“我”这个词都具有特殊的指引意义： “我”是

不蕴含客观内容的、纯粹在特定场合中起作用的

一种指示。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多少启

迪，值得进一步探究⑤，但二者在理论上是相通

的。同 “我”类似的，还有 “这里” “这个”

“那个”“现在”“ｄａ”等等，对于胡塞尔来说这
些词都是 “本质上场合性的”表达方式，但海德

格尔赋予了它们更为深邃的生存论 －存在论意
义。其妙用在于，通过这些指引性的词汇，我们

真切地被引向具体的生存现象，而没有被抽象

化、概念化之弊。

海德格尔的兴趣不是语义学上的，他也并未

将形式指引限定在 “我” “这个” “自身”等若

干 “形式”词汇上。在前引 《现象学基本问题》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中，相关的词汇除了这几个之外，
还包括了 “生活” “经验”等看似有更多 “客

观”内容的概念。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非常明

确的是，根本上 “生活”源于 “我在”，“经验”

源自 “我的体验”，依此类推。这些概念看似普

遍抽象，但我却在自己的生活现象中获得对它们

的理解。

因而，形式指引的方法，可以推广到绝大部

分甚至所有的语言表达式上。形式指引的方法精

髓在于，对于语词，不是将其作为意义的载体，

而是作为意义的指引标志，去返回到生活经验的

实行意义中。这样一来，那托普的第二个批判也

就基本上落空了。

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海德格尔并非

从某种笛卡尔式的怀疑出发，将一切现象归诸

“我在”，归诸某个形而上学的 “自我”。相反，

他的出发点扣准了现象本身的某种根本特征———

“这个”。这是比自我更基础的现象环节。

四、向 “这个”的指引

在此我们有必要向前回溯几年，形式指引思

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教职论文 《邓·司

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 （１９１６）中对于司各特
的个体性或 “这个 （Ｈａｅｃｃｅｉｔａｓ）”的思想论
述。⑥ 关于 “个体”，海德格尔写道：“个体是一

种无法再回溯的最后之物……一切真实存在者，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９，１０．
ＧＡ９，３１．
Ｊ．Ｍ．ＶａｎＢｕｒｅｎ，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ＲｕｍｏｒｏｆｔｈｅＨｉｄ

ｄｅｎＫｉｎｇ（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３２８以下。参见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ＩＸ／１，８５－９２；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
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８—１９页。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ＩＸ／１，８８．
Ｋｉｓｉｅｌ和ｖａｎＢｕｒｅｎ在胡塞尔的学生提交的论文对海德格

尔讲课的引证中发现了这一关联，但仅凭这一点要论证渊源关

系或许还是有点薄弱。

Ｋｉｓｉｅｌ曾注意并简略论及这一点，参见 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１９－２０。ＳｅａｎＭｃＧｒａｔｈ有较详细的论
述，参见 《青年海德格尔的司各特式现象学》，《海德格尔年鉴》

第１卷，［法］登克尔等主编，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８—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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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种 ‘如此 －此时 －此地 （ＳｏｌｃｈｅｓＪｅｔｚｔ
Ｈｉｅｒ）’。 ‘这个 （ｈａｅｃｃｅｉｔａｓ）’的形式就是为了
给出真正的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而被委任的。”①

譬如我面前的这只杯子，尽管可能和商店里的杯

子在形状、大小、色泽等方面一模一样，但它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被另一只杯子所取代。

“如此－此时 －此地”，这种 “这个”正是构成

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 （Ｕｒ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
在该文稍后的地方，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

说：

司各特在此是正确的：个体并不是通过那最

低的、与之最为接近的种属概念而可能被认识

的。作为个体它总是有某种更多 （Ｍｅｈｒ），在这
方面种属概念无话可说。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个

体，是不能被完全彻底地把握的。它总是留下了

某种不可说的剩余，人们永远只能接近它，却无

法穷尽它。②

这种个体 （“这个”）无法通过普遍的概念

认识，无法彻底把握，就是无法充分地普遍化和

形式化，只能在生活自身的情境中被发现，并且

也只能停留在那里。恰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

才能够切入 “实际性”的本质结构。

海德格尔在教职论文中，对司各特那里 “一

个”（Ｕｎｕｍ）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一个”是事
物呈现的形式，而无关乎其内容。但这种形式根

本上并非 “数”的范畴，作为数，它本身就成了

对象，而不是形式了。“先验的 ‘一个’是对象

中的某种东西，通过它一个对象才成为一个对

象，它是对象性的一般先决条件。”③

这种 “一个”事实上依赖于和我之间的关

系，依赖于我将其作为对象，依赖于我对其的姿

态关联。海德格尔接下来分析道，对象就是 “在

对面 （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一切在我的体验中 “在

（我）对面”之物，都被作为对象而把握 （ｅｒ
ｆａｔ）了。④

因此，源始意义上的个体性或者 “这个”实

际上来自于 “我”所处的具体情境，在我的朝向

中，我才发现了个别而不可替代的事物。海德格

尔在这一时期还受限于对象 －认识等传统形而上
学和认识论语言，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此后 “姿

态关联”等思想的前身。事物作为独一无二的

“这个”，是与 “我”的在此或彼 （ｄａ）区分不
开的，反之亦然。形式指引正是向这一基本经验

形式的回溯。

在几年后的思想突破时期，海德格尔有了更

生动鲜活的刻画，当 “我”观看一张讲台时：

在这种体验中，在这种朝向之的生存 （ｈｉｎ
ｌｅｂｅｎｚｕ）中，有某种来自于我的东西：我的自
我完全地来自自身，并在这种 “看”中随之摆动

……更精确地说：只有在向来是我的本己的自我

的共鸣中，才能体验到某种周围世界性 （Ｕｍ
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ｅｓ），它世界化 （ｗｅｌｔｅｔ），当其在某时某
地对我世界化之时，我便以某种方式，完全地在

此 （ｄａｂｅｉ）。⑤

形式指引通过对语词源始意义的挖掘，将我

们指回到自身的根本存在方式，但是并非指向某

个在先的自我，而是指回到 “我 －某物 －世界”
等具体的姿态关联之中。具体的 “这个”构成我

注意的基石，自我、他物和世界等现象都在其形

式下 展 开。海 德 格 尔 甚 至 说 过：“具 体

（Ｋｏｎｋｒｅｔ），当其发挥作用时，部分地就是形式
指引……”⑥

换言之，“这个”对于我，就可以被视为形

式指引。因为当我们朝向作为 “这个”的个体时

———或许是当下在场者，或许是在回忆中出现者

——— “这个”就永远将我们带回到独一无二的、

无法普遍化的、 “我”的生活处境中，而此

“我”恰在此处境中与 “大家 （ｄａｓＭａｎ）”相通
———在其中蕴含着所谓实行意义的本质。

在１９２３年的 《存在论》中，海德格尔通过

对 “这张桌子”的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这一点：

在这里的这个房间中有这张桌子在这里 （不

是与其他屋子其他房间的其他桌子并列的 “一

张”桌子），在这张桌子边上人们坐下来，去写

作、用餐、缝纫和游戏。譬如在来访的时候，人

们立即看出来，这是一张写作的桌子、用餐的桌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１，２５３．
ＧＡ１，３５２－３５３．
ＧＡ１，２２２．
ＧＡ１，２２３．
ＧＡ５６／５７，７３．
ＧＡ６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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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缝纫的桌子；这就是它在自身中被遭遇的原

初的方式。①

联系到上文的讨论，一条隐匿的线索逐渐清

晰起来。部分来自司各特主义的个体性或 “这

个”实际上是海德格尔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普遍

抽象概念，通向源始生存现象的一座桥梁。存在

的各种种属首先被还原到个体或 “这个”，而

“这个”之为 “这个”恰存在于我在 “这里”将

自身朝向它的姿态关联中。这也就是后来 Ｄａｓｅｉｎ
之ｄａ（“这里”或 “那里”）的根本要义所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深入地讨论了形式指

引的三个主要方面，指出其不同于普遍化和形式

化的方面，恰是通过生存结构中的纯指引意义，

指回到自身所处的具体情境之中，在这一情境

中，方有可能理解其 “实行”，使得人们可能把

握源始现象本身。但到此为止，我们仍然未曾达

到最根本的层面：这一实行意义究竟为何？又与

个体性存在怎样的关联结构？

五、形式指引的空虚之境

上一节重点探讨了海德格尔对于 “具体”、

“这个”等方面的强调，虽然是反传统形而上学

的，但也可能令人误解海德格尔的立场为某种唯

名论的实在论。毕竟具体性或者这个很容易倒向

对象本身。但海德格尔反复强调，形式指引有一

种防御的或者说是预防的意义。在 《宗教生活现

象学》中，他说：

作为方法环节，形式指引属于现象学的阐释

本身。为什么把它称为 “形式的”？形式是某种

对应于关联的东西。指引应当预先指引出现象的

关联———但却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如同一种

警告！一种现象必须如此被先行给出，使得它的

关联意义被保持在悬留 （Ｓｃｈｗｅｂｅ）中……形式
指引是一种防御 （Ｓｃｈｗｅｈｒ），一种事先的防护
（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使得其实行特征仍然保持自由。②

“形式是某种对应于关联的东西”，这并不难

理解，这种形式简言之就是我去 “朝向”事物的

关联。但是何谓 “预先 （ｖｏｒｗｅｇ）”或 “先行”

指引出现象的关联，但却是在 “否定的”意义

上？遗憾的是，在这里海德格尔没有展开论述。

但在１９２１年底开始的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

象学解释》中，海德格尔有了一份更详尽的说

明。此讲课稿中专门有一节称为 “形式指引的预

防性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ｖｅ）作用”。在其中，海德格尔宣
称：“形式指引禁止每一种偏离，即脱离了解释

的前提、解释的先行理解，解释的上下关联或解

释的时间，独立、盲目而教条地将范畴的意义固

定在一种其存在意义尚未阐明的对象性的自身规

定性之上。”③ 这似乎又是对 “这个”的具体性

的某种否定了。

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恰因为形式指引总

是在具体的情境中朝向具体的 “这个”，它才可

能拥有这种防御或预防被划入某种普遍性范畴的

作用。因为 “这个”是 “哪个”完全依赖于情

境，所 以 形 式 指 引 自 身 必 须 是 “空 虚 的

（ｌｅｅｒ）”，而恰因为其空虚才能无所滞碍地进入
情境之中。海德格尔对这种奇妙的 “空虚”十分

看重：“对于作为形式之物的空虚的理解越是彻

底，它就变得越是丰富，因为它是如此地存在，

乃至进入了具体中。”④

但是，我们朝向具体的 “这个”时，不是也

同时朝向其内容吗？比如，这个杯子的形状、颜

色、硬度等，这些会立刻被形式化乃至普遍化，

成为某种可度量的东西。这就是说，形式指引令

我们朝向具体的情境，朝向具体的事物，拥有确

定的内容，那么其形式指引的空虚性不也就丧失

了吗？如何可能还保持这一 “实行”意义？

这一问题也是海德格尔所感兴趣的。他指

出， “形式的 （Ｆｏｒｍａｌ）”与可表象化的形式
（Ｆｏｒｍ）毫无关系。它尚未触及对象本身，而是
“规定的开端、开端特征 （Ａｎｓａｔｚ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⑤

这一开端 （Ａｎｓａｔｚ）与 “先行具有 （ｖｏｒｈａｂｅｎ）”
相对应。它是一个包孕性的时刻，在其中发生了

真正的理解：“真正开端的理解活动并非在完整

意义上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而恰恰是开端特征，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６３，９０．
ＧＡ６０，６４．
ＧＡ６１，１４２．
ＧＡ６１，３３．
ＧＡ６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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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仅是开端而已。一跃而起，下定决心展

开！”① 这种空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具体性的

开端。

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说在形式指

引中，关联意义被保持在 “悬留”之中。因为一

切仅仅是 “开端”，这一关联正开始构成，因此

不能被形式化，更遑论普遍化。“开端”中蕴含

时机化 （Ｚｅｉｔｉｇｕｎｇ）的含义： “实行如何在其处
境中，并为了其处境而成为实行，它就如何将自

身 ‘时机化’。”② 所谓的 “开端特征”并不是在

线性时间序列里从某一点开始、到某一点结束，

毋宁说这一 “开端”，随时都在开始和重新开始。

海德格尔后来对时间性 （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深邃思
考，其萌芽正在于此。

可以说，某种时间性结构构成了 “空虚”，

也构成了对于具体的对象性的 “防御”和 “否

定”，它让事物总是即将到来而又尚未到来。具

体事物在 “这个”中出现，而 “这个”又是在

某种空虚中，随着理解的发生而被时机化的。

这些看似晦涩的表述，已经指向了一个呼之

欲出的层面：可能性。在可能性中，我们才能真

正理解上述的一系列命题。

六、可能性：生活经验的生成

海德格尔在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现象学研究导论》中对于上述的问题给出了一系

列富有启发的分析： “在指引中，具体性

（Ｋｏｎｋｒｅｔｉｏｎ）并不立即被拥有，而是表现为一种
自身的任务，为了实行一种自身的状态 （Ｖｅｒｆａｓ
ｓｕｎｇ）的任务。”③ 形式指引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
脱离了具体时空的表象或想象，相反， “就其

‘形式的’一方面而言，是非真实 （ｕｎ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的，但恰恰是这种 ‘非 （ｕｎ）’拥有积极的指示
（Ａｎｗｅｉｓｕｎｇ）。空虚的内容在其意义结构中，正
是给出实行方向者”，所以，“‘形式的’给出被

指引者的源始充实的时机化之实行的 ‘开始特

征’”。④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较之个体性，更本源的

是在空虚中具有某种 “方向”。形式指引将我引

到了这一时机化的源始发生时刻：在某种活动的

空间性中，我开始朝向某东西， “去”朝向它，

但还没有达到它，并且恰恰因为没有达到它，才

构成了一种积极的 “指示”，让我 “去”达到

它。

事实上，在１９１９年，海德格尔已经论及了
这一 “空虚”中的 “开端”。他说， “某东西

（Ｅｔｗａｓ）”这一空洞的概念： “它是 ‘尚未

（Ｎｏｃｈｎｉｃｈｔ）’，也就是说尚未突入到真正的生活
中。”但这便意味着：

在 “某东西”作为可经验的东西的意义中，

有一种 “趋向 （ａｕｆｚｕ）”的要素、“定向 （Ｒｉｃｈ
ｔｕｎｇａｕｆ）”的要素、 “进入某个 ［确定］世界”

的要素，也就是说在其未被削弱的 “生活动力

（Ｌｅｂｅｎｓｓｃｈｗｕｎｇｋｒａｆｔ）”之中。⑤

可以看到，这一发生环节，不仅是令具体现

象显现的根基，也是使得生活之流根本上 “流

动”起来的基本前提。因此，这种空虚本身与实

际生活的结构不可分离。

海德格尔在后文中进一步强化了空虚的生存

论地位，并给出更明确的解说：

这种如此自身构形着的、同时在自身之中来

协助自身，加强自身的、实际生活的运动性，我

们称为坠落 （Ｓｔｕｒｚ）；它是一种运动，这运动构
建自 身 又 还 不 是 自 身，而 是 一 种 “空 虚

（Ｌｅｅｒｅ）”，它在其中运动，这一空虚就是运动的
可能性。⑥

实际生活依赖于一种基本的空虚性，这种空

虚性令运动成为可能，实际上，它就是最根本的

可能性。海德格尔在另一处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生活 “自身就是承载自身的东西，就是其诸可能

性，其自身就是作为诸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

“一种现象学上严格可把握的范畴，其从一开始

就和逻辑的或先天的可能性毫无关系”。⑦

这种生活运动所赖以构成的可能性，很清

楚，便是海德格尔稍后发展出的 “可能之在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Ａ６１，３４．
ＧＡ６１，５３．
ＧＡ６１，３２．
ＧＡ６１，３３．
ＧＡ５６／５７：１１５．
ＧＡ６１，１３１．
ＧＡ６１，８４．



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

（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ｅｉｎ）”或 “能在 （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
是 “达在最源始也最终极的积极的存在论规定

性”。① 其渊源或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 “潜能”

概念，这一点留待他文讨论。②

这里的可能性并不是逻辑上的或必然或偶然

发生，也不能遽视为对未来的设想筹划；作为生

存的本质环节，它体现为周围事物对我呈现的

“为了 （ｚｕｅｔｗａｓ）”结构，或者简单地说，是事
物的用途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③ 正如桌子首先对我呈现
出是可以写作的或者吃饭的桌子，而不是几厘米

高或者什么材质之类的客观特征。所谓用途仅仅

是被固定化的可能性。

上文中我们举了观看杯子的例子，但我和杯

子的关系不只是这样。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这

个杯子是 “可以”用来喝水的，我在这种可能性

中才朝向这个杯子，我可以举起来喝水，也可以

用来倒水。在其自身的可能性中，这个杯子才作

为 “这个”杯子，而不是随便的某只杯子出现，

因为只有当下的 “这个”杯子才能对我具有用

途。事物的具体性和 “这个”，首先不是通过某

种认识论活动，而是通过其向我们开放的可能性

而被把握的。④ 可能性乃是形式指引中的 “先行

具有 （ｖｏｒｈａｂｅｎ）”。⑤

因此，可能性自身也就蕴含可理解性，这不

只是说，我拿起杯子喝水这件事是可理解的，而

是恰恰因为我把握了这种可能性，我才会看到这

只作为杯子的杯子，并拿起来喝水。在此，理解

并不是来自求知识的兴趣，而是其自身就构成了

“实行”的基本环节，没有对可能性的理解，现

象就无法呈现。实际生活经验不仅给出了可理解

的空间，而且依赖自我理解才可能发生。

这种不断在发生中的可能性，永远为我提供

了朝向当下情境中某物的 “动机”，这成为形式

指引的基本发生条件。形式指引，即通过生活形

式词汇的指引，将这些可能性当下实行出来并把

握住。可能性构造了实际生活的形式，因此，其

中最为根本的，永远悬临在我面前，作为生活中

一切可能性之基底的，即是 “不可能的可能

性”———死亡。⑥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为克服那托

普的诘难而发展出的现象学方法，其意义在于切

入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海德格尔发现了生活现

象生成之基底的 “实行”，并指出唯有形式指引

能够回到其根本机制中，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对若

干概念作为 “本质上场合性表达”的源始指引功

能，让人们意识到生存就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

中面对具体的事物。

但形式指引并非被具体性所捕获，相反，它

由于自身即是空虚的，才能够达到作为生活运动

开端的 “空虚”，并让具体事物时机化地显现。

这种空虚，就是我们向已理解并赖以让生活经验

生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可能性既是生

活经验构成的指引，也保证了作为现象学方法的

形式指引。

（责任编辑　任　之）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１４３．
参见拙作 《ｄｙｎａｍｉｓ与 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亚里士多德的 “潜

能”概念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将发表于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

论》第十七辑，目前尚未出版。

ＧＡ６３，９０．
参见ＧＡ２０，４８－５２中对椅子可用性的分析。
参见ＧＡ６３，７９－８２．
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２５０－２５１．关于死亡与可能性的关系，笔

者在２００７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论文 《死亡与存在

———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 “死亡”问题研究》中有过专题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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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的 “基督教哲学”


［奥地利］ＷｉｎｆｒｉｅｄＬｆｆｌｅｒ／著　蒋　佳／译

【摘要】“基督教哲学”是否是一个可用甚至是毫无矛盾的概念，尚存争议。介绍完这一问题相应的历史背景后，本文

将区分和阐释两类理解 “基督教哲学”的潜在方式。这两种理解方式必须稍作区分：一类为 “托马斯主义”之理解，

一类为 “奥古斯丁主义”之理解。在当前研究文献中，后者颇受关注。在对当代 “奥古斯丁主义”主要代表立场 （阿

尔文·普兰丁格的 “改革宗认识论”）进行总结后，本文还将思索：若 “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可付诸使用，为何托

马斯主义者对其之理解方式更值得推崇。

【关键词】哲学；宗教；启示；宗教逻辑；托马斯·阿奎那；普兰丁格

中图分类号：Ｂ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６８－０８

　　要理解一门宗教与 “推理”、 “说理”等概

念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试金石就是其与哲学的

关系。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跟

哲学 （以各种精细的方式）存在关系，但还是有

一些宗教与之关联紧密：人们经常谈及 “基督教

哲学”、“伊斯兰哲学”或／和① “穆斯林哲学”、
“犹太哲学”、“佛教哲学”等等。另一方面，这

些概念经常会引发人们忧虑且为人们所否定：对

很多人来说，一个带有宗教词汇或者印记的哲学

概念，要么在哲学上是不可接受的，要么从宗教

的角度来看是不合适的，要么两者皆是。笔者将

在本文研究那些 “基督教哲学”捍卫者将会面临

的境况 （个人认为捍卫者也有其理据）。笔者思

考所得的结论 （经过必要修改之后）或许也对伊

斯兰、犹太和其他哲学具备意义。第一部分将对

问题进行充分展示；第二部分则回顾２０世纪２０
和３０年代有关 “基督教哲学”的争论；随后将

在第三部分的分析中，对宗教进行相应的方法论

抽象；以此作为背景，第四部分将会剖析 “奥古

斯丁主义”和 “托马斯主义”所理解的基督教

哲学的关键区别，这一区别将在哲学推理的各种

结构中反复出现；为了展示区分两者的重要性，

第五部分将简述当代 “奥古斯丁主义”最重要的

代表立场———阿尔文·普兰丁格的 “改革宗认识

论”；对该立场进行一番述评之后，笔者将会解

释为什么 “托马斯主义”的进路总的来说更值得

推荐 （如果 “基督教哲学”可被视为有效概念

的话）。

一、难　　题

　　 “基督教哲学是否存在内在矛盾？”这一忧

虑与人们普遍从语义学上对 “哲学”进行界定有

关。尽管在笔者看来，我们无法为 “哲学”提供

一个人人接受的定义，但或许不少人会用这样的

方式来解释它 （至少这是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充

分的解释）：

哲学系统地尝试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关联到

一起的 （基于某人的洞察）。研究哲学就是对他

人的 “尝试”进行方法上的运用。②

以下是对这一定义的评论。哲学是一个系统

化的 “尝试”（比方说，它不像艺术，虽然后者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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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ＯｔｔｏＭｕｃｋ，基督教哲学 （Ｋｅｖｅｌａｅｒ：Ｂｕｔｚｏｎ＆Ｂｅｒｃｋｅｒ，１９６４），第２０页，由本人翻译 （原文为德文，由作者译成英文———译注）。



两种类型的 “基督教哲学”

也试图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它

是一种 “尝试”（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种正在

进行的活动，而不像是一种业已完成，可供使用

的知识储备）；而一切事物是如何联结的，则是

它研究的主要目标，反过来特定领域的科学只是

研究 “事实”特定的类别、方面、领域和部分。

不像宗教、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它只寄望哲学

家通过自己的洞察力来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不

依赖信仰或者不寄托于某种传统、启示或者类似

之物。上面解释中后一分句表明，哲学并不只在

于重复他人的哲学论断，更在于采纳别人的哲学

观点必须获得足够的方法支持。必须指出哲学并

不等同于哲学史，即使了解自身的历史对哲学显

得更为重要 （相比其他学科领域）。

有关 “基督教哲学”的难题自然也围绕着这

一分句展开：“基于某人的洞察”。其他类似基督

教的宗教通常会宣称，它们被接受并不是或者不

完全基于思想家自己的洞察，毋宁说是基于被他

者修改过的洞察，比如依赖于某个传统和启示，

一种通过超自然辅助而获得增强的认知力，比如

通过信仰的领悟等等。由此 “基督教哲学”这一

概念显得自我矛盾，这样说也就能解释一些针对

它的著名 “指控”了。比如，马丁·海德格尔在

１９２７年的论文 《现象学和宗教》① 中批评这一理

念犹如 “木做的铁”；著名的瑞士改革宗神学家

卡尔·巴特也认为：

从来都没有过一门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基
督教哲学），因为假如它是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哲学），
则它就不是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基督教的），如果是基督
教的，则就不是哲学。②

此外从历史和系统性的角度来看，都存在一

些可以驳倒这些论断的绝佳论证：

（１）从历史角度来看，假如人们不去考虑
（西方）哲学蕴藏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信仰中的现实宗教背景的话，那么要理解它的某

些时期将会很困难。事实上，在这一漫长的时

期，那些被当今的哲学史教科书标示为哲学家的

人，同时也是神学家，甚至在１３世纪前都没有
一种清晰地区分哲学和神学的方法。只有如大阿

尔伯特，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经院哲学

家才能成功将两者区分。

同样地，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比如 “历

史”、“个人”、“自由意志”、“人权”、“自然法

则”等等，要么在希腊－罗马哲学中就已经存在

类似的概念，要么缺少这一源头，但很明显，这

些概念之获得都受到了其内在于犹太 －基督教 －
伊斯兰的神学根基的启发。由此，至少在过去的

某个时期，人们完全可以谈论一门 “基督教哲

学”。

（２）从解释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完
全可以怀疑是否真的能够获得一门广受追捧的

“无需前设”的哲学。哲学家真的可以避开其成

长背景传统的影响？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在 《真理与方法》（１９６０）中宣称，这几乎是不
可能的。之前因为 “传统”会蒙蔽我们而备受质

疑，现在，伽达默尔则部分地恢复了 “传统”的

名誉。他表明，哲学家的任务不如说是进入其他

思想家 “理解的维度”，由此再来理解自我的维

度 （这一维度常常被人忽略）。那些有机会与陌

生的哲学文化打交道的哲学家，他们的经历看起

来恰好印证了伽达默尔的论点 （比如说，对于欧

洲哲学家来说，与远东哲学接触通常有助于让他

们更有效地发现欧洲的典型思维模式，这些模式

的发现皆非理所当然，反过来对远东哲学家也一

样）。如果一切真的如此，那么每个哲学家很可

能 （有意或无意）都在从事某种 “ＸＹ式的哲
学”③ （宗教、哲学、政治和其他传统都对其施

加了影响），而无损其哲学家的头衔。于是，人

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起其他 “ＸＹ式的哲学”，
“基督教哲学”本身并没有更不合理，甚至我们

更需要展露我们工作 （做哲学）所依从的世界

观，以让哲学变得清晰、真诚。

二、二十世纪２０和３０年代的争论

回顾一场发生在二十世纪２０和３０年代有关
于基督教哲学合法性的争论 （尽管这一场争论今

９６

①

②

③

海德格尔： “现象学和神学” （１９２７），选自 《路标》

（全集第九卷）（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６），第６６页。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 （１９３２，英文翻译 １９３６）Ｉ／

１，§１６。
指的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好比 “基督教哲学”、 “伊斯

兰哲学”等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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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被淡忘①，但当时却很引人注目），对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帮助。法国哲学史家艾蒂

安·吉尔松通过一系列著作和讲座表明，古代晚

期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被称为 “基督教哲学”是完

全合理的，因为很多哲学主题恰好是基于基督教

神学的背景才出现的，在个人或者学院的层面都

无法区分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神学。即使神学和哲

学论证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时不时会被提及，但启

示通常来讲无疑仅是理性的辅助而已。（需要补

充的是，１３世纪中期之前，即托马斯·阿奎那
的著作谈及这个问题之前，都不存在一种对哲学

和神学十分清楚的方法论区分。）吉尔松激起了

法国哲学史家埃米尔·布雷耶的激烈回应，后者

在１９３１年一篇题为 《是否存在一门基督教哲

学》② 的会议论文中宣称， “基督教哲学”这一

概念就跟 “基督教数学”一样荒谬。这一场辩论

（存在于无数期刊论文和一系列会议中）③，在

１９３３年巴黎附近奥尔日河畔于维西法国托马斯
协会举办的会议中达到高潮。会议所有文章都刊

载在题为 《基督教哲学》④ 的书中。

这一系列争论的首要结果就是，人们深切地

意识到必须对两个⑤ “基督教哲学”的基础概念

进行区分，以这一区分为基础，我们才可以更好

地处理这一难题——— “是否存在一门基督教哲

学”。这两种类型通常被称为 “奥古斯丁主义”

和 “托马斯主义”（所理解的）基督教哲学。这

些 “头衔”与历史有些许出入，因为奥古斯丁

（３５４－４３０）和托马斯·阿奎那 （１２２４／２５－
１２７４）都没有清楚界定 “基督教哲学”这一概

念 （对这一命题的争论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

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总的哲学进路，尤其是他们

关联信仰和理性之效果的方式，可以被视为界定

这两个概念的范例。笔者将在第三部分给出宗教

的抽象界定，以此作为解释它们 （第四部分）的

方法论前提。

三、方法论抽象化：作为命题集合的宗教

众所周知，宗教是展示多重特性的复杂现

象：它们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它们可以

或多或少结构化，带有 “专家”和 “官员”（比

如神父、先知、萨满巫师、僧侣等等）的组织中

实践；它们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圣地、节日或圣

物；它们通常具备一些能够影响个人和公共行为

的道德行为准则 （好比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十

诫、天主教的社会训导、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饮

食规定以及各种形式的禁忌）；有些宗教会声称

它们拥有一段对其自身了解至关重要的历史；他

们经常会提出一些回应终极问题的世界观 （我们

从哪来、将去往何处、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等

等）；他们还具有一些理论性的和认知性的命题

核心，比如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经常会就

这些命题产生意见分歧，前者会提出 “上帝是一

和唯一，但在他身上依然存在多”，后二者则提

出 “上帝是绝对的一”。笔者所罗列的宗教特性

可能不完整，同样，不同的宗教也可以以不同的

程度来展示这些特性。比如，有些宗教注重礼仪

而不重视认知性核心，而有些宗教则可能较为重

视后者。宗教组织的可视性和结构性也存在着显

著的区别；同样的，宗教道德的重要性、禁忌式

行为等也可能彼此不同。但是，一个最低程度的

认知性核心似乎存在于任何宗教中。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格里高利·萨德勒是一个例外，其过去一些年所发表的

论文重新引起人们关注这一场争论。要获得内容梗概，可以阅

读这些在线免费文章：《二十世纪３０年代基督教哲学之争论》，
收录在Ａｃ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２１（２０１２），第３９３—４０６页，下载地
址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ｄｕ／２１８０８５２／Ｔｈｅ＿１９３０ｓ＿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ｅｂａｔｅｓ＿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ｆｉｃａ＿Ｔｅｍａｔｉｃａ（索取时间
２０１３．０４．０４）。另 《基督教哲学：二十世纪３０年代法国之争
论》（２００９），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可免费获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ｐ．ｕｔｍ．ｅｄｕ／ｃｈｒｉ１９３０／（索取时间 ２０１３．０４．
０４）。有关法国讨论最重要的文章，最近又由他本人用英文重新
出版：格里高利·Ｂ·萨德勒编辑，《由启示完满的理性：二十
世纪３０年代法国基督教哲学争论》（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请参阅ＲａｌｐｈＭｃＩｎｅｒｎｙ，“反思基督
教哲学”，ＬｉｎｄａＺａｇｚｅｂｓｋｉ编辑的 《理性的信仰：天主教对改革

宗认识论的回应》 （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第２５６—２７９页。有关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可参阅由
ＥｍｅｒｉｃｈＣｏｒｅｔｈ和ＧｅｏｒｇＰｆｌｉｇｅｒｓｄｏｒｆｆｅｒ编辑的 《１９和２０世纪天主
教思想中的基督教哲学》（Ｇｒａｚｅｔｃ：Ｓｔｙｒｉａ，１９８７—１９９０）。有关
德语国家的背景，请参阅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Ｓｃｈｍｉｄｉｎｇｅｒ，“德语国家２０
世纪基督教哲学：一部哲学史概况”，出自 《萨尔茨堡哲学年

刊》３５（１９９０），第１０５—１２３页。
埃米尔·布雷耶： 《是否存在一门基督教哲学》，刊载

于 《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ｍｏｒａｌｅ３８
（１９３１），１３３—１６２。

有关于历史细节的文献请看本文第１页脚注２。
托马斯协会编辑：《基督教哲学》于维西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１日

（托马斯协会研讨会２）（Ｐａｒｉｓ：Ｃｅｒｆ，１９３３）。请看萨德勒２０１１年的
文章 （本页脚注１）。

一开始还有更多的概念界定，不止两个，但处理历史细

节不是本文的首要目的。请参阅萨德勒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文章
（本页脚注１）。



两种类型的 “基督教哲学”

基于当前的任务，笔者将集中讨论认知性核

心：宗教如同是命题集合 （或者是对这些命题的

信念集合）①。命题集合是宗教认识论分析研究

进路最能够把握的材料。笔者当然很清楚这一认

知主义的进路在宗教哲学中有过一段 （至少是

很）矛盾的历史；宗教礼仪方面尤其会被哲学忽

视。必须注意这个方法论的步骤只是抽象化，而

不是还原。宗教之其他面相的存在和重要性在此

并没有被否定，同时笔者也无意宣传这类还原主

义的谬误，即 “宗教仅仅是一堆命题的集合而已”。

第二个限制是，笔者只着重关注这些宗教

（它们自称能够获得超越人类普遍理性功能之外

的宗教信息）。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些所谓的

“启示宗教”，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当然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

摩门教或者巴哈伊教。之所以做出这个限制是因

为，“奥古斯丁主义”和 “托马斯主义”两类基

督教哲学之区别与我们如何关联人类普遍理性和

这些附加信息 （启示性知识）息息相关。

四、“奥古斯丁主义”和

“托马斯主义”的基督教哲学

　　请牢记前头的方法性准备工作。接着，让我
们把一个宗教信徒的信仰系统设想为一个巨大的

命题集合②，要理解当中任何一个子集都要依赖

于启示 （即是狭义的 “神学信念”），而集合中

份额更大的普通知识则可以仅凭自然理性获得，

原则是人人皆是如此。③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常例

就是圣三一的教义：“上帝存在”这一事实 （根

据一些经典的观点）仅靠自然理性之功能就可以

获得，而上帝三位一体的性质则只能在启示的基

础上才可知道。④ 以下是一个观念化的宗教信徒

的信仰系统图示，圣三一的教义为灰色子集部

分，上帝存在则是白色部分：

而导致两种类型的 “基督教哲学”彼此区别

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这个信仰系统中，哲学推理

从哪儿发生？也就是说，它可以从哪个子集获取

前提，并且 “基督教哲学”能够获得什么？

４１“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家将会
如此回复：涉及到方法，我们 （作为哲学家！）

也可以运用我们从启示获得的东西。带有基督教

哲学家风格的典型提问方式就是：如果基督教教

义为真，那么它能给主题 ＸＹ带来什么？换句话
说，基督教教义成了哲学前提的 “源头”（至少

在假定层面是可接受的）。

如此理解，则哲学的任务在于维护和捍卫一

种一致、连贯和可理解的基督教世界观。从这个

角度出发，类似像 “基督教认识论”、 “基督教

集合论”或者 “基督教概率证实论”⑤ 都可以是

合理的 （与布雷耶宣称的不同），或者至少在原

则上是合理的。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思想家甚至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一理念主要是出自约瑟夫·Ｍ·波亨斯基的著作 《宗

教的逻辑》（纽约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这部作品仍旧被低估，但
在笔者看来却是经典之作。

在本人的研究进路中还存在一个更深一层的简化，也就

是整个信仰之间的关系网 （心理联结和形形色色的逻辑佐证）

并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各个信仰更多是被当作 “单一原子”

处理。当然，笔者也无意表明这种 “原子化”图景在心理学和

方法论上是现实可行的。笔者进行这类抽象化，仅是因为引入

这些关联将会引发更多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在此一一谈

及：比如，不以启示为基础的命题在支撑以启示为基础的信仰

时会起到什么作用 （通常在 “信仰分析”的标签下处理）；又比

如，这些从混杂有以启示为基础和非启示为基础的前提集合

（偶尔会在 “神学结论”的标签下讨论）中做出的结论，具备什

么样的性质。

阿尔文·普兰丁格反复并且恰当地指出，在与哲学和与

世界观相联的事项中，几乎没有哪个重要的信念能够做到人人

皆同意，因为这个领域的事项极具争议性 （比如参阅其所著

《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刊载在 《一元论者》，７５，
１９９２，２９３ｆ）。这样讲不错，但是，此处所要区分的恰是那些不
为很多人接受的不光彩的命题 （由于它们只能靠启示传递）和

我们所拥有的其他信念。

否定声明：笔者在此处和接下来的章节中所谈到的只是

“非技术”意义上的 “知道”。我使用这一词汇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其他可选语句如 “只能在启示的基础上才可被相信”的表

意有点奇怪，但我无意就 “关于神学事情的信念能否构成知识”

这一话题发表意见。

请参阅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ｔｔｅ著 《有神论的概率概念》，刊载于

《信仰与哲学》，４（１９８７），４２４—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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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宣称，比起世俗学者，他们还能在这些领域

做出解释性补充。比如说，在康托尔对集合的著

名定义中存在一个涉及到语词 “组合” （Ｚｕｓａｍ
ｍｅｎｆａｓｓｕｎｇ）过程和结果的模糊点 （这个组合是

某种已经存有之物还是经由认知性思维创建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人类思维又该如何创建出足够

多的集合来使这个理论运作？），人们或许可以通

过某种方式来清除这个 “不光彩”的分歧点：因

为永恒的、无限的上帝之全能思维能够知晓一切

集合，那么至少从人的角度来看，它们都业已存

在，与其说它们被我们创建，不如说它们为我们

所发现。这种解释相当于是赞同某种由有神论建

构主义佐证下的温和实在论式 （从人的角度）的

“集合”理解①。另一个例子同样 “声名狼藉”：

在贝叶斯的证实论中，我们该如何解释不同观察

者所做的概率判断的收敛？这个收敛是一个理论

性的结果，还是一个附加的 （并且可疑的）综合

性先天预设？带有奥古斯丁主义风格的基督教贝

叶斯构造论者可能会提供如下答案：根据基督教

人类学，我们根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那么上帝

将会让我们分有他认识真理的能力。所以理性观

察者的判断从长远来看最终会聚集到一块，这一

结果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如此理解，基督教哲学主要是从内部服务于

基督教团体，满足其知识性需求。由于所运用的

前提出自信仰领域，所以其运用于外部交流的重

要性就会受到限制，但这并无大碍，因为哲学的

任务并非要让基督教的信仰在非信徒面前变得更

有吸引力，而是要提供一个有内部吸引力的视

界。若是出现反对者，他们自然也能提出自己的

反对意见并获邀与基督教哲学家一起讨论。

４２“托马斯主义”所理解的基督教哲学则
采纳另一套不同的方法。他们建议哲学家尽可能

从自己的 “中立世界观”出发进行思考 （也就

是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前提），哲学家尤

其不该运用那些从启示中获知的前提。只有当重

要事项悬而未决的时候 （有谁能否定这种事情经

不会在哲学上发生呢？），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哲学

家才会根据基督教教义作出回答。但他不是以哲

学家的名义来运用这一职能和权威，而是只有当

他从哲学方面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才会转

向神学寻求答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若是问及

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他可能会援引基督教教

义，即创世是基于上帝的爱，这份爱将固有的价

值和尊严赠予所有造物；若要为 “恶”的问难题

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则他可能会引用耶稣基督以

非暴力的手段承受暴力和死亡的例子，要么则引

用耶稣复活的例子，表明恶和死亡绝非世界历史

的终章。

然而，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哲学家本身就是基

督徒，由此，在其哲学兴趣中也会有所偏重，他

会偏好那些与其世界观相契合的哲学观点。但

是，作为哲学家他们也不会凭借那些出自信仰的

前提来论证这些观点，他们会以如下的方式提

问：什么样的合理论证 （必须出自中立世界观）

可以推导出接近基督教教义的结论？举个例子，

在自由意志之存在、人权之普遍性和上帝存在等

问题上，他们会持中立立场，然后再想办法以哲

学方式为其立场辩护。

弗朗兹·布伦塔诺、雅克·马里旦和其他哲

学家都打了这个比方，基督教教义从这个角度看

就像哲学家的一盏指路明灯：它告诉哲学家，理

性思考该通往何方，就像海上航行的水手靠星辰

指引方向一样。

当然，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哲学也有背景预

设：这个流派的哲学家可以接受 （正确理解的）

宗教教义和 （正确理解的）科学／哲学知识之间
存在一些清晰明显的矛盾，但两者之间不可能有

终极的、不可调和的的矛盾，因为上帝就是一切

真理的源头并且给予我们理解这些东西的理性。

他们也承认，这一背景预设本质上是神学趋向

的，但并无大碍，因为这些预设是由基督教哲学

家自己做出的，也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 （也就是

说这个预设是基督徒给基督徒定下的）。只有当

方法和理论的边界被逾越的时候，信仰和理性之

间的矛盾才会清楚地显现。这方面的例子也能在

关于创世和进化的争论中找到：当神学家想要修

改生物学理论，或者当生物学家觉得自己能够解

答生命终极意义问题时，冲突往往就会出现。仔

细检验就可知这一背景预设在不同的方向有着重

要的功用，它不仅仅只是针对那些妄求从科学成

果中推导出世界观命题的企图。基督教哲学家也

要为此做好准备，即他和他的团体也有可能 （至

少部分）误解自己的宗教传统。历史上也有过这

样的例子 （有时其发现过程是缓慢且痛苦的），

２７

① 在此本人接受普兰丁格的观点，其出自 《给基督教哲

学的建议》，刊载于 《信仰和哲学》，１（１９８４），２６９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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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伽利略事件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圣经传统

并不是太阳系和宇宙结构之科学描述，这是基督

教的重要阶段。①

根据 “托马斯主义”的进路，哲学的任务在

于表明基督教信仰与最新的 （正确理解的）科学

和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他们甚至比奥古斯丁主义

者更进一步，想要让基督教信仰为外人所理解。

对我们的图示 （包含有信仰系统和哲学论证的结

构）稍加修改，就能立刻发现两者的区别：

托马斯主义的论证模型

箭头象征哲学论证中的逻辑佐证关系，并且

只以非启示性命题为起点。而那个与启示性子集

的边界相接触的点象征那类与特定基督教教义很

接近的命题 （比方说，哲学命题 “人类拥有特定

的尊严”就跟从启示得来的基督教教义 “人类是

上帝的造物”非常接近）。

奥古斯丁主义论证模型

在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解建构中，哲学论证中

的逻辑佐证关系也可能以启示性命题为起点，并

且这些论证也能够佐证那些与教义事情无直接关

系的命题。

五、当代的例子：阿尔文·普兰丁格

和 “改革宗认识论”

　　阿尔文·普兰丁格及其 “改革宗认识论”项

目，或许是当代 “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最

著名并且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这里先假设大部分

本文的读者都很熟悉普兰丁格宗教哲学的思想②，

同时笔者也把本文所分析的普兰丁格的思想限制

在与我当前主题相关的内容上。自上个世纪末８０
年代以来③，普兰丁格就清楚表明，他有意将他

的哲学工作理解和发展为一种 “奥古斯丁主义基

督教哲学”的形式：“从我们 （哲学家———作者

注）作为基督徒所知的事情出发是完全正当

的。”④ 普兰丁格哲学体系背后的整个架构可以

如此理解：“从基督徒的视角提出一个论题，等

待反驳，如果真的出现，就试图 ‘击倒’它们

（即寻找击倒 “攻击者”的办法）。”

“改革宗认识论”恰好就是运用这一整体策

略来应对当代的认识论问题。如基督教教义为

真，则认识论会有何转变呢？或者具体这样讲：

假定人类是上帝 “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的

（创１：２７），假定我们原则上就被给予了 （可能

既脆弱又模糊）认知上帝的能力 （神性感应Ｓｅｎ
ｓｕ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ａｔｉｓ），假定圣灵会增强我们的宗教认知
力 （普兰丁格进一步在其阿奎那／加尔文模式中

３７

①

②

③

④

当然笔者也无意表明 “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家

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好准备，发现和修正其信仰理解中的错误。

请参阅阿尔文·普兰丁格 《论基督教哲学的方法：回应凯勒》

中的相关要点，此文刊载于 《信仰和哲学》，５（１９９８），１５９—
１６４（尤其是１６１ｆ）。

关于普兰丁格跟主题相关的书籍，笔者只提及 《理性

和信仰上帝》（圣母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这是改革宗认识论早
期的重要文本）、《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牛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普兰丁格后期的主要著作，在该书中普兰丁格详细论证
其在当代认识论景观中的立场）、近作 《争论究竟在哪：科学，

宗教和自然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应对宗教和科学
论断之关系的相关问题的应用）。

《给基督教哲学的建议》，刊载于 《信仰和哲学》，１
（１９８４），２５３—２７１；《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刊载于 《一

元论者》，７５（１９９２），２９１—３２０。
《给基督教哲学的建议》（请看本页脚注３），第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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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释）①，那么我们的认识能力又有何变化

呢？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果。

首先，某些人拥有 （清晰或不清晰的）宗教

经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帝愿意与我们交

流。普兰丁格将这样的经验内容描述为 “表象信

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ｉｅｆｓ）：在某些具有宗教意
义的境况中 （比如对自然之经验、个人遭遇、危

险和拯救，尤其是阅读圣经和社区服务），诸如

“上帝创造一切”、 “上帝现在向我说话”或者

“上帝应被赞美”的事态都会在我们身上浮现，

也许这些说法在认识论上应被尊重。于是，弗洛

伊德或者马克思式的投射论都是错的：当然基督

徒也承认某些可疑的，甚至疯狂的宗教 “表象信

念”也会出现，但是从基督教视角出发，不是每

一种宗教 “表象信念”的单一事件都是一种投

射、幻象、愿望式的念想、群体动力学上的狂迷

等等。如果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者
能够论证这一 “毫无例外之投射”的话，那么他

们必须承担论证有神论和基督教为假 （简短地

说）的任务，基督徒仅需舒舒服服地坐在在椅子

上等着他们论证就行。

第二，“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思想家偏好

认识论上的实在论。这一切更好理解，即我们不

仅仅 （如自然主义所说的）只是发现对进化和生

存有用的信念，而是还要找出有关这个世界的真

理。原因在于，全知的上帝认识真理，而我们人

类又是依据他的形象而造，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分有他的认知能力 （这一 “类上帝能力”

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新证据的佐证下的概率判断趋

于收敛，在４１提及）。
普兰丁格直接承认，是否阿奎那／加尔文模

式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是否基督教有关于创

世、神性感应、圣灵的教义正确，并且有神论基

督教信念获得正当性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这一问题的答
案必须保持开放，至少从哲学的角度是如此。书

名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ｅｌｉｅｆ（获得正当性的基督
教信念，汉译本标题译为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

位》———译者注）已能提供一些蛛丝马迹。普兰

丁格事实上所提供的只是问题的部分解答而已，

即驳斥六种批评基督教信仰的主要路线。但普兰

丁格并没有超越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宗认识论
所获得的成果 （即基督教信念获得认识论上的合

法性是可能的）。新近改革宗认识论所收获的主

要成就就是设计一个可以解释潜在合法性的 （基

督教）模型。

普兰丁格的当下哲学研究与其官方所表态的

奥古斯丁主义是如何契合到一块的呢？这个问题

颇有意思。在此必须说明，普兰丁格很多外在于

改革宗认识论核心原则的论证，本质上比起 “奥

古斯丁主义”反而更接近 “托马斯主义”。举个

例子，在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普兰丁

格把大多数反宗教论证的 “可被击倒之处”（ｄｅ
ｆｅａｔｅｒｄｅｆｅａｔｅｒｓ）归咎于其内在的不一致、整体之
不可理解等等，在这些论证中他不用诉诸于任何

神学前提。（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思考，是否寻找

一个击倒命题Ｐ之方法 “ｄｄ”，意味着不可以在
诸多前提中使用命题 Ｐ，以此避免堕入循环论
证。由此，这个为了基督教信仰而寻找击倒反题

之方法 “ｄｄ”的计划，本身在论证结构上就从
属于托马斯主义。）普兰丁格反自然主义的进化

论证② （这一论证颇具讨论度）也是这一方向上

的进一步证据。

普兰丁格试图表明，自然主义内部会自我侵

蚀———这恰恰是托马斯主义论证的形式。它不用

依赖神学前提，并且只是侧面支持基督教的视角

（驳斥敌对的观点）。第三个特征读者可以从普兰

丁格作品中积极评价有神论论证 （既包括传统的

也包括新近的）的段落中获得，尽管它们未被当

４７

①

②

在此笔者仅能提及这一问题 （关涉这一前提在神学上

是否充足）：旧约学者通常不太愿意赋予创世纪１：２７中 ｔｚｅｌｅｍ
（上帝之形象）认识论含义；对于旧约和新约中的 “ｉｍａｇｏＤｅｉ”
（上帝之形象）以及相关段落也是同等对待；他们情愿讨论人类

的尊严和使命，而不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只有在中世纪经院神

学人类学中，才会有一些作者试图研究 “ｉｍａｇｏＤｅｉ”教义中潜
在认识论结论。同样，也有人质疑，Ｓｅｎｓｕ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ａｔｉｓ（神性感
应，这是阿奎那／加尔文模式中的关键概念）是否出自阿奎那或
加尔文：阿奎那把这样一种对上帝的 “自然”认知当做其立场

的反题 （《神学大全》Ｉ，２．１．ｏｂｉｉ），同时也认为这是一种极
为模糊、混乱和不可靠的能力 （《神学大全》Ｉ，２，１，ａｄ１）。
德国改革宗神学家ＧｅｏｒｇＰｌａｓｇｅｒ（当代最重要的加尔文研究者之
一）最近指出，实际上加尔文并没有把 Ｓｅｎｓｕ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ａｔｉｓ当做一
个重要的神学因素，《基督教要义》没有 （该著作中这个概念仅

是次要的），其他地方也没有 （即将出版的 《加尔文是否持有

“神性感应”论》）。这一切如果正确的话，当然无法否定普兰丁

格神学前提的合法性。只能说这里所提及的不是标准神学，但

却是他的独特解读。

Ｊ．Ｂｅｉｌｂｙ编辑： 《击倒自然主义？关于普兰丁格反

“恶”进化论证的论文集》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阿尔文·普兰丁格：《争论究竟在哪》（请参阅上一页脚
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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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信仰之理性化的必要条件看待。①

六、结尾反思：为何 “托马斯主义”

基督教哲学更受青睐

　　以上所做的研究或许能让读者思考，是否
“托马斯主义”哲学立场总的来说更值得推荐。

在之后的结尾反思中，笔者将对此进行详细论

述。在论述过程中，普兰丁格的 “奥古斯丁主

义”立场将被作为对立面。但在此必须先做两个

否定声明：我无意对普兰丁格的立场进行批判性

分析 （寥寥数语就想穷尽所有颇不现实）；第二，

我很清楚所谈及的事情与哲学工作的基础紧密相

连，也就是说，要在任何方向上找到一次性击倒

这一基础的论证是不可能的。由此，我的点评并

没有超越一个哲学倾向所应做的合理声明。

首先从总的方面来看，哲学并不只向特定社

群传递其理念，不管它们是文化上的，或者是语

言学的，还是其他社群 （请看第一部分）。 “提

出”、“接受”和 “分析”哲学之理据是跨越知

识社群的边界的：它们包含暂时放弃惯用的思维

方式，接受一个 （最大可能的）不偏不倚的立

场，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些理据。当然，哲学

家 （跟所有人一样）也有权在关涉世界观的问题

上持有自己的立场，同时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倾向

于给出理据 （论证这一立场）。若这些理据一开

始便出自那些对话伙伴不接受的来源，则这一论

证的意义就变得非常有限。

人们当然可以回想个人性和超个人性论证的

有效区别②。超个人性论证植根于那些双方可以

接受的前提上，而个人性论证也可以从那些不是

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中推导。个人性论证绝非无

意义的：他们能让对话者的思维和行为可理解，

并且通过其协助能够让对话者避免误解和发怒。

在这个意义上，比起 “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哲

学，“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更加随意地运

用个人性 （基督教意义的）论证。但是，个人性

论证在哲学对话中的效果明显是非常有限的。所

以在 “对抗”反宗教思想的过程中，普兰丁格本

人会转向更加 “托马斯主义”和更加超个人性的

论证形式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在某些

点上必须使用神学概念，由此也承继了神学的解

释学难题。这里所提及的难题不是指每个哲学家

都博学多才，都有能力从事神学研究。更深层次

的问题潜伏在各种神学内部理解神学概念的方式

中。哲学家援引神学概念所引入的观点，也可以

跟所选择的背景神学一样有趣和合理。但也可能

出现这样的问题，即由此而得来的观点既不为大

多数哲学家也不为大部分神学受众所接受。普兰

丁格的改革宗认识论就已经提供了例子：对从宗

教经验中建构的表象信念进行重构，使之与基于

感知和记忆而被构造的信念相类似，乍看起来很

有说服力；但是，这预设了相当程度的对上帝、

创世、人与上帝之沟通方式的理解，比如神性感

应等等。前头所提及的关于神性感应的神学讨论

（见前页脚注１）以及普兰丁格对此的独特理解，
都可以作为一个预防人们把狭隘的神学观点 “安

插”到哲学论说中的警告。

第三，读者可以暂时悬置我的第一个论点，

并尝试从神学的角度进行观察。从这一角度看

来，人们完全可以发出疑问，到底 “奥古斯丁主

义”基督教哲学能对一个怀疑信仰的基督徒提供

多大程度的帮助。通过寻找对手论证内部问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ｆｅａｔｅｒｄｅｆｅａｔｅｒｓ）的方式来迎击所有来
自外部的 “攻击”，这样做是否充分？尤其是当

我们面对着长达３００多年的宗教批评，面对着宗
教多元社会的大背景的时候？又或者我们更应当

关注外在的辩护，如同 “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哲

学所强调的？普兰丁格这种寻找对手论证问题的

方式 （ｄｄ），从总的模式来看反而更接近 “托马

斯主义”，这一点非常的有趣。

最后的总结就是，使用 “基督教哲学”来标

示某些哲学立场，这样做原则上并无大碍。根据

前面的论述，若能展示哲学家所采纳的世界观对

其产生的影响，这样做反过来甚至会使哲学思想

更透明和真诚。总的来说， “托马斯主义”对

“哲学基督徒”自我理解之方式 （甚至当他们清

楚意识到自己也受世界观驱使而有所偏向时）似

乎更值得推荐，而 “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

自身常会遇到 “偏狭化”的危险，也会用可疑的

方式把哲学和神学杂糅到一块。

（责任编辑　任　之）

５７

①

②

参阅 《奥古斯丁主义基督教哲学》 （本文第６页脚注
３），第２９４页。

请参阅ＯｔｔｏＭｕｃｋ所著 《理性和世界观》 （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
Ｗｉｅｎ：Ｔｙｒｏｌｉａ，１９９９），第１１３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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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内在性与超越

———列维纳斯对原初经验的现象学考察及

其伦理学与神学效应


林华敏

【摘要】基于对胡塞尔意识意向性的反思，列维纳斯从两个维度深入考察了意识经验：感受性和触发性。感受性以享

受和滋养的方式先行于意识对世界的对象化与把握；触发性以一种绝对的被动性揭示了意识深处的超越性。意识与外

在性的超越关系为形而上的伦理学和神学构建打下基础。伦理学与神学都围绕着意识与绝对超越者的形而上关系展开。

自我和他人、上帝的关系不是再现和主题化，而是超越。超越性意味着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识理论的一种断裂意识的

内爆。这种内爆与历时性的时间 （他者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是一致的。

【关键词】意向性；感受性；触发性；超越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７６－０８

　　法国学者居伊·珀蒂德芒热曾指出，在现象
学基本定义中，“精神实质是一种关系，一种开

放性，只有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达

到自身”①。可以说，现象学从精神反思开始，

就在不断地寻求如何通过与世界的 “关系”而重

获自身。这从胡塞尔开始就成为现象学的一个基

本使命。胡塞尔以意向性概念支持了意识与世界

的关系，构建与被构建，在这种关系中意识获得

了自身，也获得了它的自由。然而，对于列维纳

斯而言，意识不是在自由中获得自身，而是在投

身世界与被构造中获得自身。作为胡塞尔的学

生，列维纳斯最初为胡塞尔意识考察而狂喜，在

胡塞尔那里发现了意识与世界紧密的联系，但后

来却逐渐地意识到胡塞尔所揭示的联系中存在一

种令人窒息的同一性暴力。这种同一性的关系如

何被打破？同样沿着现象学反思的思路，列维纳

斯把目光聚集到了前反思的阶段：精神最初对世

界的投身以及内在的超越。这两个阶段都与胡塞

尔那里意识的 “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基本结
构不同。从感受性投身世界到精神内在的与绝对

他者的超越性关系，最后走向意识原初的被动性

与超越性，这种转变在列维纳斯的思想发展中自

然引发了形而上的伦理和神学转向。

本文将从身体感受性和精神内在超越性两个

维度去梳理列维纳斯对原初意识经验的考察，从

而显露列维纳斯形而上的伦理学与神学的现象学

基石，展现他从意识自身考察的维度上对胡塞尔

意识现象学的超越的可能性，以及对恢复哲学真

正的形而上学 （超越性）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同时，本文也将表明：意向性问题仍是贯穿列维

纳斯思想过程的基座，奠基着他的形而上伦理学

与神学论述。

具体地，本文将按以下脉络展开：一、考察

列维纳斯提出的享受的意向性概念，以及这个概

念如何质疑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二、从意识的

非对象化视角进入，区分列维纳斯的两类 “他

者”：同一化的基本元素与绝对超越的他者，并

通过这种分析为列维纳斯的意识的超越性做铺

垫；三、探讨列维纳斯关于超越的他者的意识考

察如何为其超越的伦理学和神学奠基；四、总结

列维纳斯关于意识意向性问题的形而上考察对意

识研究所做的积极贡献。

６７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转向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５５）、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ＸＢＳ１２０２３）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林华敏：哲学博士，（南宁５３０００４）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①　 ［法］居伊·珀蒂德芒热：《２０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刘成富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５９页。



思的内在性与超越

一、感受性的意向性：

对意识意向性的反思

　　胡塞尔现象学是列维纳斯的重要起点，也是
列维纳斯经常回顾和反思的中心。列维纳斯从胡

塞尔的意识理论中找到了意识研究的真正问题与

方法①。在 《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将自己

工作的起点归功于胡塞尔。“罗森茨威格 《救赎

之星》中对总体性的反抗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但是这里所使用的一些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归

功于现象学的方法。”② 然而，在列维纳斯对胡

塞尔现象学的阐释中，他逐渐凸显了对胡塞尔现

象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意识的意向性理论的批

评。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科学的真正对象

是纯粹的现象学反思下意识的活动，伴随着那个

活动的本质结构”③。而 “意向性”作为现象学

的 “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标志着所

有意识的本己特征，即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

意识并且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而可以得到直接的指

明和描述”④。在 《笛卡尔沉思》中，胡塞尔向

我们阐释了意识过程总是意向性的，它总是关于

某物的意识。⑤ 任何一个意识活动，一个活的经

验 （ｌｉｖ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或体验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都具有
两个向度：主体的和客体的。主体的一面对应于

意向行为，客体的一面对应于意向相关项。这二

者分别作为意识活动、体验的实项组成部分 （ａ
ｒ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和意向行为的非实项
组成部分 （ａｎｏｎｒ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ｏｅｔｉｃ）。⑥

在意向行为和意向相关项这两者的共时性中，赋

义过程才得以展开。而赋义过程实际上是胡塞尔

意向行为的另一个代名词，或者说，赋义过程等

同于意向行为过程。意向相关项是对象－极与意
向行为相关的对象。意向行为及其相关项并不是

分别属于意识活动的两个阶段，相反，它们是同

步交互的，共同属于一个意识活动。⑦

在一定程度上，对意识意向性的批评构成了

列维纳斯讨论和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所在⑧。

列维纳斯的第一本著作非常清晰地表示：对于胡

塞尔而言，再现 （意向性的形式）在意识生活中

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在胡塞尔的哲学中 （这

可能是我们将必须要远离的出发点），知识和再

现不和生活的其他模式处于同一层面上，它们不

是次级的模式。理论和再现作为整个意识生活的

基础在生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们是意向

性的形式，这些形式为其他形式奠基。”⑨ 而列

维纳斯中后期的著作 《总体与无限》则明确提

出：“这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意向行为－意
向相关项’不是意向性的根本的结构。”瑏瑠 《总体

与无限》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通过对绝对经验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考察，以察前反思中精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从列维纳斯早期关于胡塞尔的著作 《胡塞尔现象学中

的直观理论》（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ｄａｎｓｌａ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Ｈｕｓ
ｓｅｒｌ，１９３０）开始，直到后期的著作 《异质性与超越》（Ａｌｔéｒｉｔéｅ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１９９５），胡塞尔对纯意识领域的反思和现象学方法
都贯穿列维纳斯的整个哲学运动之中。早期列维纳斯更多地集

中关注胡塞尔现象学的积极贡献，后期则逐渐转向一种超越性

的反思。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

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ｌｐｈｏｎｓｏＬｉｎｇｉｓ．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ａ）＆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Ｄｕ
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２８．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ＩｓｏＫｅｒｎ，ＥｄｕａｒｄＭａｒｂａｃ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ｐ．８８．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７年，第２５１页。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ｏｒｉａｎＣａｉｒｎｓ，ｐ．３３．另见列维纳斯的
解读：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
ｇ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ｄｒｅＯｒｉａｎｎｅ．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ｖ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５４．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ａ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ｌｉｅ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３，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Ｒ．ＢｏｙｃｅＧｉｂｓｏｎ，ｐｐ．９７，１０１．另参见倪梁康：《胡
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３１６页。

有关胡塞尔意向性理论晚近的研究，还可参看倪梁康：

《意向性理论的现象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广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关于列维纳斯是否对胡塞尔存在误读，有不同的看法。

在 《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理论》《超越意向性》等列维纳斯集中

解读胡塞尔思想的作品中，列维纳斯并没有涉及胡塞尔后期作

品。事实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后期的部分重要作品缺少挖掘，

比如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对此，列维纳斯的评论

者德里达和传记作家柯林·戴维斯分别在 《书写与差异》、《列

维纳斯》中提到。在对意识理论的批评上，列维纳斯一直坚持

主张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存在理性与认识论的固执，胡塞尔的

超验始终是内在的，比如在 １９７５年的 《从伦理学出发想到上

帝》一文所提到的。即便如此，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澄清列维纳

斯是否误读胡塞尔，而在于通过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识理论的

“发展”解读列维纳斯对意向性 “别有用意”的阐发。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
ｏｇｙ，ｐ．５３．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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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外在性的关系，通过身体感性 （体验）与精

神超验性来否定意向性的基本结构。

列维纳斯早期就注意到胡塞尔意向性概念的

认识论局限性。在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

论》中，他指出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的兴趣在

于：在意识存在的深处，表明意识与世界的联

系。这种联系通过对象化行为实现。胡塞尔将

“存在与理论的知觉生活联系起来，与对象性行

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理论性地

知道一个对象，我们才能与它建立联系”。① 这

种联系是意识内在化的过程，而对于列维纳斯而

言，它对世界没有最后的发言权。

区别于意识意向性，列维纳斯在更为裸露的

经验分析中，发现了一种 “完全不同的意向性”

经验———享受的意向性，它是再现的意向性的基

础。比 “理性地知道”更为根本的是感受性地沉

浸于世。“思有一个裂口。不仅存在着关于定位

化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意识，而且存在着意识的定
位化，它不会反过来被吸收进意识和认知。”②

感性投身于世比它对世界的把握要早，它作为对

象化之前的意识活动，更为原始地与世界发生着

关联。在 《总体与无限》 “享受和再现”一节

里，列维纳斯表示：对于再现中的对象化的意向

性，外部世界的外在性是被构建为外在性的；但

是对于感受性，世界的外在性是不能被悬置的。

外在性因此先于意识的 “呈现”，作为 “自我”

的先在条件： “我所构建的世界滋养和洗浴着

我。”“对于被归属于意识的对每个事物进行赋义

的特权，身体是个永久的争执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③

这种争执来自于列维纳斯所说的 “活于” （ｖｉｖｒｅ
ｄｅ…，ｌｉｖｉｎｇｆｒｏｍ…），它先于对象性行为，先于
“关于……的意识”。再现的意向性是在享受的基

础上生发的。正是在自我满足的感受性中，主体

获得了最初的确定性与同一性。也就是说，没有

先于身体投身于世界状态之前的主体。

在意识深处，列维纳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意

向性类型 （不同的意识与对象的关系类型），在

其中，“意向行为 －意向相关项”不再构成意识
活动的最后结构，即不是所有的意识经验都包含

着意向行为和意向相关项的充实关系。对于列维

纳斯，胡塞尔现象学是一种再现哲学，这种再现

等同于构建。意识通过意向性构建了对象 （世

界）。“胡塞尔关于对象化的优先性的主题……导

向去确定意识的对象———虽然它区别于意识———

似乎是意识的产物，成为一个意识所赋予的 ‘意

义’，成为赋义 （Ｓｉｎｎｇｅｂｕｎｇ）的结果。”④ 相反，
列维纳斯辩护了一种更为基础性的意识经验状

态，一种不充实的经验结构。这种经验结构内置

于感受性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在 《总体与无限》中，

列维纳斯集中讨论了感受性，身体的投身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世界，活于 （ｌｉｖｉｎｇｆｒｏｍ．．．）元素，
这种投身不能被还原为对对象的把握和领会。

“享受的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与
再现的意向性相反；它在于把握外在性 （ｅｘｔｅｒｉ
ｏｒｉｔｙ），这种外在性是再现中所提到的超越的方
法所搁置的。”⑤ 在享受的意向性中，对象以滋

养和充实感受性的感觉素材来满足需要。“身体

……存在、栖居和占有着元素。”⑥ 这种非认知

的 “充实”是满足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ｎｔ）。我满足于我
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满足于我所享受的事物，我

接纳它们而不用去 “思考”它们。世界是为我

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把世界再现为 “它是为我

的”。

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对象化行为的优先性完

成了对一种先验主体的构建。在胡塞尔关于意向

性功能的论述中，再现的充实区别于再现的行

为。对象化行为承认了意识的对象与意识活动之

间的区别。再现将对象看成它是经由思所构建的

意向性的对象。再现把世界还原为了思的构建的

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享受的意向性是一种相反

的意向运动。“‘通过劳作和占有，营养物的他

者性进入同者。然而这种关系依然根本地区别于

上文提到的再现的彰显…… （享受的意向性）是

一个反向的建构运动。”⑦ 在享受中，非对象化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
ｏｇｙ，ｐｐ．９４，１３４．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８，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ｌｐｈｏｎｓｏＬｉｎｇｉｓ，ｐ．５８．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１２９．
列维纳斯这里所使用的意向性概念已经超出了认知和理

性的范围，它同样指涉一种 “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已经是非对

象化和再现的。参见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１２３．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１２７．
Ｉｂｉｄ．，ｐ．１３７．
Ｉｂｉｄ．，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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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性质疑了再现的优先性，逃离了思的意义

捕捉。“我所生活其中的不是我生命中作为再现

的东西，不是在永恒的同一性或者思的无条件的

在场。”① 在 《超越意向性》中，列维纳斯提出：

“是否思只有通过对世界的知识———通过世界的

在场呈现和我们在世界的在场———才有意义？”②

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纠缠在列维纳斯对胡塞尔的

反思中，活自 （ｌｉｖｉｎｇｆｒｏｍ．．．）的意向性直接地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否定性的回答。“对意义的超

越能通过营养供给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个术语而得
到确定。”③ 营养供给指涉感性与世界最为基础

的联系，它不是超越，但是它在对象化之外对再

现关系进行了一种颠倒。

二、他者性：从基本元素到绝对他者

围绕着外在性对经验进行考察，列维纳斯表

现出了与胡塞尔的基本逆转：由内在性转向外在

性，由主动性转向被动性，由自由转向受造。胡

塞尔哲学以意识对世界的构造实现了意识的自

由，意识的主动性 （自由）通过意向性功能被无

限放大，而列维纳斯则试图以意向性的被动性维

度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对于列维纳斯，如果现

象学的还原最后仅仅是回到一个纯粹的主体上，

那么这种还原是不够的，它必须回到纯粹主体之

前与外在性那种无法剥离的关系，回到 “自我”

生发前的那种 “事实本身”。这种还原将打破意

识对象化的优先性。

在意识经验的模糊地带，列维纳斯试图描述

意识与世界之间比再现 （认知）更为晦涩与基础

性的联系。在 《总体与无限》这本以处理 “关

系”为主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列维纳斯的关系

对象定位为 “同者”与 “他者”。然而，同为与

“他者”的关系，我们却有必要注意到列维纳斯

文本中两层意义上的 “他者”。第一层是在纯感

受性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维度中的基本 “元素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这个维度上的他者，可以被占有和吸
收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因此这是一种 “假他者”。即使

如此，这种吸收也先于对对象的再现与认知。第

二层是超越维度的形而上的他者，即作为真正异

质性的他人或上帝，绝对不能被意识同一化的相

关者。关于第一种他者，我所生活其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仅仅是我的自我确定性得到认同的第一

个他者，通过占有或者搁置这种 “他者”的他者

性，最初的同一性得到实现。④ 第二层他者，从

不可被还原和占有的意义上说，意味着绝对的外

在性。我所居住和享受的外部世界基本元素，它

们通过滋养而成为同者的一部分，因而它不是一

个不可还原的外在性。但是绝对外在性 （他人与

上帝）是绝对的不可还原的，不能被同者占有和

认知的。

列维纳斯努力表明：在对象化世界之外，我

们至少还存在两种不同的 “关系”。就感受性而

言，世界不是意识客观化了的世界，世界是自我

生存的条件，也是生存本身。这样，自我与世界

形成了最初的同一性———而不是对象化，这层与

世界的非对象化关系奠基了自我最初的隔离与内

在性。而在原初意识经验深处，存在另一种特殊

的思，一种面向绝对外在性 （他人、上帝）的

“欲望”（Ｄéｓｉｒ）。在 《来到心灵中的上帝》中，

列维纳斯指出一种 “超越于所思内容的思 （ａ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ｉｔｔｈｉｎｋｓ），这种思就是
欲望 （Ｄéｓｉｒ）”⑤。欲望与认知相反，认知以朝向
外部世界建构一个服从的世界为机制；而欲望作

为意识与对象之间特殊的意向运动，是一个被无

限性触发的过程。欲望面对绝对外在性，这种

“面对”无法把对方作为认知和理解对象而容纳

进来，因为这种对象始终包含着一种最高的超

越。欲望的意向关系是一种超越的意向关系。欲

望 “对象”，但是 “对象”又不会充实这种欲

望，它总是外在于欲望所能抵达的地方。欲望的

发端并不是意识自身，而是他者。列维纳斯用触

发性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来描述这种完全被动性的主体
（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在欲望中，意识是被唤
起去朝向对象的。这就是笛卡尔描述的意识主体

和无限者的关系：无限者进入意识却没有成为我

所把握的对象，没有成为意识理解的内容。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ｂｉｄ．，ｐ．１２８．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ｙ，ｅｄ．ＡｌａｎＭｏｎｔｅｆｉｏ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１０７．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１２８．
Ｉｂｉｄ．，ｐ．３８．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ＯｆＧｏｄＷｈｏＣｏｍｅｓＴｏＭｉｎｄ，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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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笛卡尔的无限观念那里，列维纳斯开拓了

意识和 “对象”之间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关系———

超越的触发关系。虽然在列维纳斯那里，绝对外

在性有时指他人，有时指上帝 （绝对他人与上帝

概念常被交互使用），但是这不影响这种关系的

超越性。因此，仅从超越性的维度上解读意向性

结构———意识与对象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列维

纳斯对意识考察所指向的两个向度：形而上伦理

和形而上神学。由此，意向性问题必然进入到自

我与他人、与上帝之间的问题上，也就是伦理与

神学。

胡塞尔意向性 （关于……的意识）并没有涵

盖意识与世界、外在性的关系。“感受性”从身

体与基本元素的需求 （Ｎｅｅｄ）关系中质疑了意
识构建的优先性，而 “欲望”不仅同样质疑了意

识构建的优先性，而且以一种无法把握的意向关

系说明了意识真正的超越 （ｒｅ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列维纳斯没有将知识和再现作为经验的基本特

征，他强调在经验背后没有一个纯粹的先验自

我。如果说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最后可能导向一

个封闭的唯我论，那么对于列维纳斯，意识的统

一性与自我认同不在于绝对的内在性，也不在于

回归自我的运动中，而在于由外而内的指证。

《总体与无限》以 “论外在性”作为副标题，描

述了主体的内在性通过与外在性的关联而得以被

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感受性获得基本的自我

同一性到他者的伦理社会认同，实现最后的同一

性。

我们不可能通过知识或者意识内在性而讨论

主体的同一性，除非我们通过一种非胡塞尔式的

意向性概念引进外在性和他者性。胡塞尔将意识

内在性作为意义的条件，这种意义构建了世界，

奠基于一个先验主体；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意识

的内在性在构建世界之前已经是被构建的，它已

经与外在性相互粘连着，被外在性奠基和触动

着。在现象学反思的开端，意识在构思对象之初

就已经被构建，甚至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也是派

生性的。

三、朝向他人与上帝：

意向性概念的伦理与神学旨趣

　　反思胡塞尔不是反理性，而是反理性的执

拗，反对理性对超越性的宰制。同样是回到意识

自身，列维纳斯把意识还原到世界的最初融合性

关系以及与绝对他者的异质性关系。超越性克服

了思的总体性暴力，最后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自

我与他人、上帝的关系。在列维纳斯那里，伦理

学与神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都致力于意识

与外在性的真正的超越关系。① 在意识的深处，

意识的破裂，奠定了列维纳斯形而上学伦理学与

神学。

（一）伦理学指向

正如列维纳斯所阐释的，胡塞尔意义上的思

的内涵集中在主题化 （ｔ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但是他人
的他者性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不同的 “内

容”。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再现和综合化，“（人

与人）的相遇完全不同于综合，它是亲密性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面对面和社会”②。虽然对于胡塞尔
来说，在认知的层面上，他人是不可抹杀的，但

这种意义只能通过知识构建来进行，而伦理维度

的异质性很难在这种知识的构建中出现。在胡塞

尔的 “共现” （ａｐ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我通过感知
他人身体性的行为 （与我相似的行为）来构建起

他人。可是，这种关于 “他我”的 “知识”缺

少任何直接进入他人生活、他人内在生命和他人

人格性认同中的模式，缺少关于他人不可知的东

西的永远间接的知识。列维纳斯强调，他人的他

者性不能被还原到把一个特殊性和不同特征移植

到一个更为根本的认同上。在胡塞尔那里，他人

的多样性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多样性，在这个

共同基础之上他人将失去他彻底的和不可见的他

者性，被带到物的世界。③

有必要指出，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他者困

境，保罗·利科在 《论现象学流派》中讨论

“现象学和第二人称的伦理”与 “令人失望的现

象学”时指出：现象学方法在寻求一种有别于对

“出现”的事物所做的理解性的描述，一种有别

于 “显现”的理解上存在困难。对现象学的某种

０８

①

②

③

关于这种同构性，参见林华敏：《从上帝到他人：论列

维纳斯现象学神学的内在伦理路径》，《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ｙ，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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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这种失望始于现象学试图通过对他者出现

的模式做简单的总结而解释他者存在的各种尝

试。他者的存在的绝对地位是他者的显现得以被

描述的先决条件，而胡塞尔现象学在这一点上是

令人失望的。① 这也是列维纳斯所发现 （认定）

的胡塞尔困境的集中表达。胡塞尔意向性理论导

致将他人看作意向相关项，作为知识的一个对

象。通过将他人对象化，把绝对外在性还原到同

一性中。这过程体现了对他者施加的一种力量

（暴力），主体和智力的秩序所施加的力量。通过

意识的赋义把外在性纳入到内在性的意义中，因

此把他人编入构建性主体的同一性中。列维纳斯

认为，把他人当作认知的一个对象，这放弃了他

的独一无二性和无限性特征。“在再现的可理解

性中，我和物体的区分，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区分

被取消了。”② 这种取消事实上是将人看作一种

对象化的物体。因此，在胡塞尔再现的意向性

中，任何试图描述真正的他人的努力都是失败

的，因为他人超越所有的这些现象学的把握。

基于对认知同一性暴力的批评，列维纳斯将

意识的考察引入到主体性之前的更为古老的过去

（“超越于所呈现出来的多余的部分”），这种远

古的过去构成了与他人伦理关系的起点。在 《超

越意向性》中，列维纳斯指出：

世界自身潜在的多余部分，多于和超越于所

呈现出来的，在一个古老的过去中被找到的———

即，不可被还原为一个昔日的在场的———在过去

所留下的踪迹中找到的，或许过去把它作为创造

的一部分标记出来，这个标记我们不能急切地将

之还原为一个因果性影响的条件，并且在任何情

况下，它都预示这一个他者性，这个他者性既不

能以知识的相互关系再现，也不能通过再－现的
同时性而可呈现。确切地，它是进入我这个课题

所要研究的他者性的一个可能的途径———通过揭

示存在，高于和超越其存在论的可能性，它的

“伦理探寻”及其对正义的召唤，这个研究将把

它介入到他者性的伦理密谋中。③

这显示了列维纳斯对认识论关系的批评背后

所承载的伦理旨趣。在列维纳斯的语境中，他人

的他者性的呈现不是通过再现 （胡塞尔语）或揭

示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海德格尔语）实现的， “对他
人的面容的欢迎……不能通过揭示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这个术语来阐释”。④ 在意识深处，与他人的关

系就已经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伦理关系

先于认知关系。他人的不可还原的他性 “足够抵

抗 ‘意向行为 －意向相关项’交互关系的同步
化，足够表达那远古的和无限的 （踪迹）”⑤。面

容 （ｌｅｖｉｓａｇｅ）的绝对外在性特征包含了列维纳
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的伦理学的全部内涵：

面对面：在这里把自身提出来的面容这个概

念并不是关于一个经验性的材料，加在自我的多

样性，心灵或内在性的先在概念之上的，以为了

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总体。它是这样一种面容：它

命令一种聚合———或者一种邻近———非常不同于

关于综合的聚合，这种把现象统一到一个世界中

的聚合；它命令一种思，这种思比知识或者经验

更加古老和觉有意识。毫无疑问，我能有一种关

于他人的经验，但是确切地，没有认识到他的不

可见的差异。警惕他人的面容的思是一种关于不

可还原的差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的思，这种差异不是
一种主题化，它打破了知的敏感的灵魂的平衡。

这种警觉不应该被直接地解释为意向性，解释为

一种意向性行为———无论那意向是被满足或者是

保持虚空———对它的同步的意向性对象的契合。

一种不可还原的他者性足够 “抵制”这种 “思

－所思” （ｎｏｅｔｉｃｏｎｏｅｍａｔｉｃ）的相互关系的系统
化，足够显示什么是内在性的和无限的，这种抵

制在呈现和再现之前，在他者性将逐渐消失的内

在性之前，即使 “再－现”被限制在怀旧乡愁或
象征主义之上。⑥

无论是面容还是踪迹，它们共同指向意识深

处的超越指向。没有任何意向功能能够将这种超

越整合起来，它只能通过从上而下的临近与启示

实现。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保罗·利科： 《论现象学流派》，蒋海燕译，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１２４．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ｙ，ｐ．１０７．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ｐ．２７－２８．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ｙ，ｐ．１０８．
Ｉｂｉｄ．，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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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学指向

形而上神学不是列维纳斯做现象学的出发

点，却是列维纳斯现象学的一个汇合点。沿意识

的超验性方向往下走，必然遭遇 “上帝”。 “现

象学－伦理学－神学”三者的统一，是列维纳斯
思想的内在脉络，也是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

根源于对 “同一与异质”问题的思索。胡塞尔的

意向性再现 “既是意识的聚集———通过它，意识

的内容成为某种同一化了的东西———又是意识的

清醒，它不让任何东西逃脱”①。列维纳斯努力

在意识的深处区分一种有别于同一性意识的异质

性 （Ａｌｔéｒｉｔé），即超验性。“在作为意识的情感之
下，始终存在着本体论，填满的欲望 （ｌｅｓ
ｄéｓｉｒｓ）是含有同一性的欲望。但是，在种种倾
向达到一种界限之外的地方，可能会爆发一种情

感性，它并不符合意识的这一描绘，它把我们从

经验中拉出来；换句话说，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

经验：它是超验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② 这种超
验性蕴藏在意识内在性之中，同时却代表着意识

自身的破裂。

在列维纳斯现象学神学语境中，笛卡尔是个

重要资源。 “笛卡尔的贡献在于意识的破裂中，

这破裂不是无意识中的抑制，而是一种清醒或者

醒悟。如果愿意，不妨可以说它是 ‘独断论的沉

睡’的醒悟。”③ 这种裂口处的深渊就是上帝。

朝向上帝是朝向意识自身之外的谜一样的运动。

无限者 （ｔｈ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ｅ）这个概念意味着自我之中
的内在性倾向 （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内在性

的不可能。这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体现了列维纳

斯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之间对精神探求的某种共

同的模糊性。“无限的概念在于思想之中，但这

一 ‘在……之中’同时表明了内在性以及内在性

之不可能。”④ 在上帝的超越性问题上，德国神

学家奥托在谈论上帝的圣洁时已经明确指出它不

可能是理性视域内的，不能用意识把握的方式与

之发生关联，它是一个神秘者 （Ｎｕｍｉｎｏｕｓ）。⑤

应该说列维纳斯在上帝这个无限者神性的超越维

度上接近奥托的理路⑥，但是他没有从上而下去

论证神学主题，而是按照现象学意识反思的方

法，从同一与差异的视角下去探求意识深处的本

源性断裂。⑦

在精神深处，列维纳斯提出了两种时间：

１．上帝是一种思维 （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的思考
（ｃｏｇｉｔａｔｕｍ），上帝之概念是有的；
２．上帝那种意味着无法包容的东西，它超

越了任何的能力。⑧

这是上帝的时间，超越的时间。它摆脱了总

体性和顺时性的时间概念，作为时刻断裂不可整

体把握的历时性。这是列维纳斯试图解释的在意

识深处的谜，与胡塞尔所揭示的谜是不一样的谜

——— “历时的时间与再现的时间”的区别。这包

含着意识之谜，也是主体性之谜。它构成了在意

识问题上，胡塞尔与列维纳斯之间根本的鸿沟。⑨

“由此，上帝的客观现实使得它思考 （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的形式上的现实显露出来———那推翻了意向性的

普遍有效性和原始特性的东西或许正是如此。上

帝摆脱了思维之思 （ｃｏｇｉｔｏｃｏｇｉｔａｔｕｍ）的结构，
意味着那不可被包容的东西。正是在此意义上，

上帝之概念使得思想显露出来，思想始终是概括

或者综合，始终包含着一种在场或者在现，导向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２６１页。
同上，第２６２页。
同上，第２６４页。
同上，第１７０页。
参见 ［德］鲁道夫·奥托： 《论 “神圣”》，成穷、周

宪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页。Ｎｕｍｉｎｏｕｓ
这个词是奥托自己杜撰的词，国内有的学者 （成穷、周宪邦）

译为神秘／神秘者，有的 （朱东华）译为 “努秘”，它指 “神

圣”中超出善的含义之外的那层独特的因素。

对此，雅克·罗兰在 《上帝·死亡和时间》的注释中

提到，列维纳斯在神性问题上与奥托观点的一致。参见 ［法］

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２６７页，注释１。
关于奥托 《论 “神圣”》一书的现象学关联，朱东华在

《从 “神圣”到 “努秘”———鲁道夫·奥托的宗教现象学抉微》

一书中进行了解读。但是，正如作者所提到的，奥托把神圣作

为先天范畴，其现象学只有间接归结的理性，而没有直接本质

直观的理性。这与现象学对意识经验的本质直观过程不同，也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列维纳斯的思路不同。参见朱东华： 《从

“神圣”到 “努秘”———鲁道夫·奥托的宗教现象学抉微》，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１页。
［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２６４页。
关于列维纳斯从意向性的被动维度对主体的描述，王恒

在 《解读列维纳斯的 〈意向性与感性〉》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而深

入的解读。王教授指出时间是胡塞尔与列维纳斯在主体性问题

上的根本差异所在，并在时间的视域下，从感性层面上以自身

差异以及非意向性的原初印象对意向性进行了解析。参见王恒：

《解读列维纳斯的 〈意向性与感性〉》， 《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１０期，第５８—６４页



思的内在性与超越

着在场或者任由存在。”① 历时的时间是一种无

序 （ａｎａｒｃｈｉｅ），意识在每一瞬间的断裂与重新
开始。这既是主体性的根基，也是意识超越性关

系的根基。

上帝是一种 “作为关系的超验性”。② 面向

超越性的开放，这种超验性的程度高到人们无法

触及，同时，它像一种不可追忆的事物触动着我

们。朝向超验是一种这样的运动：它总是缺失，

并总是已经缺失。与再现不同的途径是 “启示”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它描述了意识在上帝面前的缺失与
完全的被动性。启示意味着 “完全的改变”。

“绝对经验不是揭示而是启示：通过具有优先权

的他者的显现，陈述与陈述者相互重合，实现了

形式之外的面容的显现。”③ 从这个意义上，“启

示”这个神学概念才能进入到现象学的视域中讨

论，也成为伦理学与神学的共同交汇概念。

四、列维纳斯对意识意向性

问题讨论的贡献

　　从意识意向性转向享受的意向性与超越性，
列维纳斯将意识考察导向了意识与绝对的外在性

（他者）之间的形而上关系。这是一种绝对的超

越关系，超出了理性的总体性。正如亚伯拉罕与

尤利西斯的差异，亚伯拉罕总是离开 （认识论和

存在论），去接近和探索一个永远未知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的意识考察自然地进入

了形而上的伦理学与神学语境中。虽然迄今为

止，意识意向性已经是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从传

统的欧陆哲学到分析哲学、心灵哲学，在很多领

域，但凡讨论意识，意向性多是绕不开的话题。

但是，意向性大多都是在理性 （可见、可说）的

视域内谈论。④ 列维纳斯通过对意识边界的考察，

将这种言说延伸至超越的形而上学，这种延伸不

是神秘主义的梦呓，而是对最为深邃的意识运动

（理性之前的意识运动）现象学考察与还原。

正如美国学者ＮｅａｌＤｅＲｏｏ指出的：“通过将
意向性重新界定为构建与被构建的双向体，列维

纳斯重新塑造———或者在最低限度内———了现象

学这个定义。”⑤ 在意向性问题上，我们要从与

再现和构建相对的方向进入去解读列维纳斯，由

被动性与超验性的视角进入。强烈的形而上超越

性的诉求构成了列维纳斯走出胡塞尔的重要动

力，而 “伦理”与 “认识论”、“启示”与 “理

性”等一系列的断裂则是这种 “走出”的具体

体现。虽然列维纳斯最后在意识与不可说之间，

能否超越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视域，需要我们进一

步思考；但是在意识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上，他无

疑向我们指出了另外一种完全被动的 （受造的）

方向。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列维纳斯对哲学形而上学

的恢复———真正的形而上学是超越性的。现象学

不是寻求为科学奠基的普遍意识结构，而是探求

科学之外的精神更为宽阔与深邃的本质。正如列

维纳斯所说：“做现象学不仅仅是在它的抽象或

者隔离孤立中保卫语言的含义……而是去研究人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空地，作为最终的智慧的结

构。”⑥ 这个空地不是理性，而是理性边界之外

的境遇。

（责任编辑　任　之）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２６４页。
同上，第２６９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ｐｐ．６５－６６．
２０１４年５月，笔者在东华大学参加 “首届心灵哲学前

沿论坛”中注意到，国内外大多学者讨论意向性仍然主要是在

科学与理性的视域内进行的，关于意识与不可见／不可说者的关
系，精神深处那个模糊的地带，仍然不是意识讨论的主题。我

们仍然把意识及其对象的关系放在维特根斯坦的 “说可说，不

可说则沉默”的规则中去处理。然而，目前关于意识的研究事

实上真正的困境与难题，恰恰是意识与世界的那层最初的不可

（难以）言说的关系。

ＮｅａｌＤｅＲｏ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Ｌｅｖｉｎａ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４９，（２０１０），
ｐ．２３４．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ＥｎｔｒｅＮｏｕ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
ｃｈａｅｌＢ．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ＢａｒｂａｒａＨａｒｓｈａｖ．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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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与建构


张永刚　刘卓红

【摘要】麦金太尔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早期麦金太尔重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尝试从人道主义

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有别于晚期美德伦理研究的 “另一个麦金太尔”。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缺场与教

条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以及对英国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麦金太尔建构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人性复归

是麦金太尔建构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为其提供了最佳路径。

【关键词】麦金太尔；马克思主义；人性；亚里士多德；英国新左派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８４－０６

　　 《追寻美德》、《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以及 《依赖性的理性

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①等关于美德伦

理的著作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些著作主要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中

在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晚期阶段。相比之下，麦

金太尔的早期思想与著作并未得到国内外学者的

重视。从麦金太尔思想发展的完整性看，除了为

人们熟知的、以研究美德伦理闻名的麦金太尔之

外，还存在着 “另一个麦金太尔”，即早期以研

究马克思主义开启学术研究的麦金太尔。作为第

一代英国新左派的重要人物，麦金太尔早期热衷

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尝试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阐

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使其马克思主义

研究充满了鲜明的伦理意蕴。

一、“另一个麦金太尔”：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麦金太尔

　　麦金太尔于１９４５年入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

学院，期间接触并于１９４７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通过学习，他深感共产党对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

的批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并深情评价

马克思是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的世界精神”②。

不过一年后，麦金太尔就因对组织不满而退党，

虽然脱离了组织，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

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随着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兴

起，麦金太尔与汤普森等人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为了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１９９１年的一次的访谈中，他将自己近五
十年学术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１９４９
年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研究生阶段到１９７１年。从
表面上看，这段时期麦金太尔的思想涉猎许多方

面，看似杂乱无章，“在零零碎碎的探索过程中

会常常令人懊恼和混乱探索”③。但麦金太尔同

时也承认，正是这段时期所接触和学到的东西，

为之后关于美德伦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如马克·墨菲所评价的：“的确，这个时期，

麦金太尔著述中所关涉的主题，使用的文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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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马克思文化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１４ＺＤＡ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永刚，（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卓红，（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①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是由麦金太尔在１９９７年美国哲学年会太平洋分会上发表的三场讲座经过

修改而成。书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关注并理解人类与其他智能物种之间的共同之处为何重要；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关注人类的脆弱

性和残疾性为什么重要。这两个问题是对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的生物学基础的补充，是对其 “美德伦理三部曲”的继承与延续。

②　Ａ．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Ｗｏｒｌｄ－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ＢＭ，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７３．
③　Ａ．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ｉｎＣｏｇｉｔｏ５，ｐｐ．６７－７３．Ｃｉｔｅｄｔｏ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ｅａｄｅｒ，ｐｐ．

２６８－２６９．



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批判与建构

形态各异的，而且在不同的会议上出现相左的观

点，人们无法从中找到标志着麦金太尔后期研究

的思想的连贯性及目的性的单一性。尽管如此，

在那些著述中还是能显示出一系列的关注和承

诺，这些关注和承诺使得人们可以加深理解麦金

太尔 《追寻美德》的前后轨迹。”① 第二阶段从

１９７１年移居美国到１９７７年，这是他自称 “时常

痛苦地自我批判的反思时期”②，这一时期是麦

金太尔学术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承接着他早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反思与总结，同时也为晚期开

展美德伦理思想研究积蓄能量。１９７７年开始，
麦金太尔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专门从事一

项 “单一性”的研究，也就是为学界所熟识的美

德伦理研究。

保罗·布莱克里奇和尼尔·戴维森编写的

《麦金太尔与马克思主义：１９５３—１９７４年文选》
专门记录了麦金太尔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历程。他们将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历程

表述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开始试图调和马克

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尔后专注于人道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来成为一个与宗教无关

的异端托洛斯基主义者，最后反思甚至疏离马克

思主义。③ 具体言之，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麦金太尔
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专门

撰写了 《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一书，认为马

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在关于人性的理解与阐释之中

存有某种共通之处。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麦金太尔加
入英国新左派，与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

员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此

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应该在古希腊传

统中寻找资源，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并

主张将生物意义上的欲望与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

统一起来。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麦金太尔又加入社会
主义工党联盟，成为一名正统的托洛斯基主义

者。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麦金太尔脱离社会主义工党
联盟，加入国际共产主义，开始反思之前对马克

思主义的苛刻认识。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麦金太尔开
始怀疑并疏远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七十年代，麦

金太尔开始自我反思并进行调整，认识到自己先

前对马克思主义过于苛刻，于是尝试着重新接受

马克思主义。他坦承道：“那时的我有一种不切

实际的想法，既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又想

做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由此设法将基督

教的元素和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以一种不恰当的方

式结合起来。”④ 可以看出，早期的麦金太尔对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常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以

致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

虽然麦金太尔在不同时期的关注重心与研究

内容各有侧重，但纵观其一生的学术轨迹以及前

后思想的关联，不难发现其对人性和美德的关注

贯穿始终，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麦金太尔亦是

如此。从研究内容来看，麦金太尔主要是从人道

主义的角度来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阐释。尤其是

面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凸显人性

维度与道德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成为他早

期学术研究的重心。显然，麦金太尔主要从以下

两个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一方面，麦金太尔以人性为重要内容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补充与阐释，尤其着重从人的欲望与

道德之间的关联、人的行为与意识等方面进行探

究，试图以此维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１９５３
年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⑤ 一书主要

从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容及其关联出发，考

察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做出解释的思想历

程。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放在一起，是

因为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基督教

的救赎理论对人性的理解极其相似，因而，从人

道主义的角度理解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构成麦金

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后，麦

金太尔的多部论著都以此为核心内容或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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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马克·Ｃ·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
传顺、郭沙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页。

Ａ．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ｉｎ
Ｃｏｇｉｔｏ５，ｐｐ．６７－７３．Ｃｉｔｅｄｔｏ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ｅａｄ
ｅｒ，ｐｐ．２６８－２６９．

ＰａｕｌＢｌａｃｋｌｅｄｇｅ＆Ｎｅｉｌ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ｅｄｓ，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５３－１９７４，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８，ｐｒｅ．ｘｘ．

Ｉｂｉｄ，ｐ．４１６．
１９６８年修改为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Ｓｃｈｏｃｋｅ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８；Ｇｅｒａｌｄ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１９６９；Ｐｅｎ
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１），１９９５年再版为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又

２ｎｄｅｄ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ｅｅｂｅｌｏｗ）ａｓ＂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９５３，１９６８，１９９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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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展开。在写于 １９５６年的 《道德荒原笔记》①

一文中，麦金太尔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出

发，主张在人的欲望与伦理学之间建立起应有的

关联，同时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伦

理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写于１９６７年的 《世俗

化的道德变迁》进一步指出，基督教在社会变迁

进程中并未保持原有状态，相反，却在世俗化社

会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② 不难发现，麦金

太尔将基督教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维

度，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版本，

两者都是关于人之救赎的学说。除此之外，他还

从人的行为与意识方面补充自己的伦理思想，如

在１９５８年撰写的 《无意识：一种概念分析》一

书中，就力主要对无意识的概念进行逻辑推演和

解释，同时补充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的观点。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阐释了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思想。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

所作出的机械式解读，麦金太尔与汤普森等其他

英国新左派成员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

重建。在此过程中，麦金太尔着重从人道主义方

面丰富马克思主义，以补充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

道德缺场，同时试图将形成的伦理观置于历史发

展脉络之中，实现两者的统一，《道德荒原笔记》

的出版初步实现了麦金太尔这一想法。此外，麦

金太尔将思想史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给予

足够的关注，他于１９６６年撰写的 《伦理学简史》

就是他实现把思想史作为伦理学研究基础这一思

路的体现。除此之外，在１９７１年写成的 《时代

自我形象的批判》论文集中，麦金太尔批判了基

督教、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认为

只有通过对社会存在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彻底理

解我们的复杂世界。他提出有必要采取最为宽

阔、最少狭隘的道德概念观点，并从意识形态得

以形成的历史情境出发对意识形态作出判断。

二、麦金太尔式马克思主义

伦理思想的批判维度

　　浓厚的现实关怀与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是麦
金太尔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正如马克·墨

菲所说：“麦金太尔的学术研究总是为其社会批

判服务的。不仅其早期的著述是如此，属于 《追

寻美德》项目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麦金太

尔所向往的社会批判不是零碎的事务，更确切地

说，是系统地探究现代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

制度的缺陷。从事这种系统的批判需要一种立

场，从这个立场出发，这种批判方可进行。”③

麦金太尔自己也坦承，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批判其他哲学”，这不仅是因为掌握哲学是为了

获得真理，更重要是， “哲学思想总会在社会、

道德、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④。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过程中，注重从人道主义的维度阐述马克思的思

想，强调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道德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尤其

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做了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

林展开激烈的批评使他们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做教条主义式解读的错误，未能正视

和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更没有

意识到道德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在场。为此，包括

麦金太尔在内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重新阐释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

原则，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从当时整个世界范

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多次遭受批评和打击，但麦

金太尔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持久的力

量，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表达某些真理

的能力。⑤ 正如马克·墨菲总结的，早期麦金太

尔之所以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

批判的武器，即是坚信它 “解说了现代资本主义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分别为： “Ｎｏ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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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ｖｉｎＫｎｉｇｈ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ｅａｄｅｒ，ａｎｄｉｎＰａｕｌＢｌａｃｋｌｅｄｇｅ＆
Ｎｅｉｌ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ｅｄｓ．，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ａｒｘｉｓｍ）．
“Ｎｏ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ＩＩ”，ｉｎＮｅｗＲｅａｓｏｎｅｒ８，８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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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ａｒｘ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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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克·Ｃ·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
传顺、郭沙译，第２页。

［美］麦金太尔：《马尔库塞》，邵一诞译，余明校，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正文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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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制度对于人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的扭曲性影响”①。

一方面，麦金太尔批判了斯大林主义中的道

德缺场。道德缺场的错误是将历史境遇中的道德

判断 “应该”范畴与历史发展 “是”范畴等同

起来，把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以致于历史不过

是客观规律的运行的结果而已。在斯大林主义者

眼中，“个人的角色已经被历史的境遇提前决定

了，个人只能接受他既定的角色，以及情愿或不

情愿的扮演该角色，但却不能重写剧本”②。麦

金太尔指出，斯大林主义借助历史进步的目的论

的言说方式，把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与历史发展的

现实性等同，“应该”的道德原则对于 “是”的

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存在的能动性和合理价值。显

然，正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与模式

化的理解，造成只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

用，强调客体的唯一决定性，从而导致人的主体

性及作用的消解，导致历史进程中的事实问题与

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成为互不关联甚至完全独立

的两个问题。

另一方面，麦金太尔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的

教条主义历史观，揭示斯大林主义在哲学历史观

上的缺陷。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认为历史的一

般过程是可以预测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

克思思想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误解

上。麦金太尔指出，马克思在运用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关系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规律时，表达的

既不是一种机械关系也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相

反，马克思只是想利用黑格尔表述概念的方式表

达以下的过程，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仅提供

了上层建筑产生的某种框架，也提供了人际关系

得以相互交织的一系列关系。换言之，人们在创

造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创造着上层建筑，两者属于

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因为 “通过创造经济基础

为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没有问题的，

创造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上层建筑。这是

人类生活的同一活动”③。通过批判，斯大林主

义的历史观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他们 “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改造成为是发现永恒历史规律的学说，

欢呼他们的官僚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从而

成为有资格操纵社会和掌控其他人群的人”④。

除此之外，麦金太尔早期展开批判还得益于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氛围。英国

新左派第一代成员对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各种观

点，共同致力于对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活

动，使麦金太尔从中获益良多。如汤普森批判斯

大林主义，重点阐述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

位，注重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人的角度来

诠释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提出只有将无产阶级

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在现实的社会

主义现实活动中，注重人的价值，将人回归到应

该的地位，才能还原 “真正的历史”。⑤ 这些观

点为麦金太尔展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

汤普森批判斯大林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的目的在于制定适合英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新战略。在他构想的革命新战略中，道德的

能动作用不可或缺，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并起着

重要的作用。他继而提出，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的理论构建中，需要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即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这种道德观既是在对

斯大林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特点的批判中诞生的，

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脉相

承。在汤普森看来，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人的

最大程度的解放，而不是仅仅体现在实现所有制

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由此说，人是社会主

义人道主义乃至一切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其

他。麦金太尔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将无产阶级

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在现实的社会

主义现实活动中，注重人的价值，使人回归到应

该的地位，才能还原 “真正的历史”。关注现实

活动的人，最为关键的是重视人作为生物体的需

要与欲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抵制所谓康德主

义的道德理念，将人真正还原为马克思所倡导的

“具体的人”以及 “现实的人”。一如布莱克里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美］马克·Ｃ·墨菲：《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胡
传顺、郭沙译，第３页。

Ａ．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Ｎｏ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ｉｎＫｅｌｖｉｎ
Ｋｉｇｈ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Ｒｅａ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ｅｒ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
ｐ．３２．

Ｉｂｉｄ，ｐ．３９．
Ａ．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ｓ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Ｖｏｌ．１２，ｐ．２１３．
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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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所评价的：“爱德华·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

主义打开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大门。然而，尽

管存在着缺陷，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指

向对斯大林主义更深层的批判。这种批判将减缓

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和列宁的政治学进路受

斯大林主义者损害的程度。这就是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末和６０年代初麦金太尔选择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所遵从的方向。”①

当然，汤普森与麦金太尔的人道主义思想受

到哈里·汉森等人的批评和质疑。通过对汉森等

人的批驳与交流，麦金太尔不但进一步批判了斯

大林主义，而且指出了汉森等 “道德批判家”在

批判斯大林主义过程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与

斯大林主义一样出现 “应该”与 “是”相分离

的结果。麦金太尔指出，汉森等人 “无非是用一

种无意识的依赖代替了一种有意识的依赖而

已”②，他们之所以诉求道德原则的形式，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主义与西方道德自由主义

两重压力的作用结果。斯大林主义将 “应该”原

则淹没在历史的 “是”的过程中，导致 “应该”

的原则置身于历史的 “是”之外，其结果造成人

性与历史的脱离。然而，汉森等人脱离历史现

实，站在道德的立场之上，仅仅以 “道德原则”

的名义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他们的道德原

则完全不是以历史事件过程为转移的事物加以援

引，所有的问题都站在道德的高度之上，从而导

致 ‘应该’的原则完全被置于历史 ‘是’之

外”③。这样造成的后果也是道德原则与历史事

实的脱离。至此，麦金太尔对斯大林主义片面强

调规律性与必然性、否认人的价值的错误的批判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坚持批判的维度为建构马

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人性复归：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

伦理思想的建构

　　麦金太尔进行社会批判和伦理反思的目的，
是为了弥补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缺场，强化人性在

伦理反思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人性复归成为麦

金太尔尝试建构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

容。麦金太尔对人性复归主旨的重视，源于其身

为基督教徒的最初的认识：在他看来，人性复归

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共通的理论旨趣，“马克

思主义并没有在任何方式上与基督教直接敌对，

相反，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一样有着相同形而上

学和道德范围的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拥有

这种道德范围的后启蒙时代的世俗学说”④。不

同的是，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是一种宗教美德式

的解读，而马克思则是将其不断世俗化；换言

之，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过

程，就是将基督教不断世俗化的过程。“马克思

主义作为一种由绝对教义构成的世俗主义，具有

极其重要的神学意义，这种教义不仅探讨权力和

正义问题，而且还因此探讨救赎和复活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史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后者的说明而

已。”⑤

面对理论与现实中人性与道德分离的状况，

麦金太尔主张人应回归其本身，将生物学意义上

的欲望与伦理学意义上道德统一，实现对人的本

质的真正理解。在他看来，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

是汉森等人所坚持的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

将两者割裂开来，要么以历史发展的 “是”替代

伦理意义上的 “应该”，忽略人在社会历史发展

中的应有地位，要么以伦理意义上的 “应该”替

代历史发展中的 “是”，致使 “应该”丧失了存

在的社会基础，成了道德上的 “任意选择”。这

种分离只能造成道德批判无效和道德评价的不可

理解。道德总是要与欲望联系起来，建立在欲望

“存在”的基础之上，因为欲望属于 “人的本性

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任何道德理论探讨的核

心”⑥。这是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的核心观点，也是他试图弥补当时马克思主义发

展中道德缺场的路径。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保罗·布莱克里奇：《道德和革命：英国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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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麦金太尔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

共通性的内容中看到人性复归的重要性，以及寻

找到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方式，那么

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就为麦

金太尔实现人性复归的思路提供了最佳路径。麦

金太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发展中的道德缺

场的问题，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来完

成，因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压抑人

的本性，以及在社会生产劳动中要通过自由劳动

来实现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

主义的道德哲学异曲同工。因此，走向亚里士多

德的道德哲学，是麦金太尔自认为找到能够与马

克思殊途同归、实现人性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的

道路。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

不仅把握了希腊城邦社会实践的本质，其 “内在

善”的理念也体现着人类实践本身的本质特征，

可以超越希腊城邦政治而具有一般人类实践的普

遍意义。而且，亚里士多德提倡的道德是基于生

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论哲学，无论是美德本身还是

基于 “至善”的幸福，都将生物人作为整个美德

建构的基础。这些观点都将是麦金太尔克服人性

与需要分离、寻求人的自我完善的最好方式。

晚期的麦金太尔通过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

批判，指出道德自律的困境实际上是因为一种没

有任何基础作为保障的道德原则所致，这种道德

原则也未能解决早期所提到的历史的 “是”与道

德的 “应该”之间关联的缺陷。他思考了伴随着

人类发展的过程，道德何以逐渐凸显为规则而又

不断地远离人、忽略人本身的需要与欲望的事

实，而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只要求人

对道德法则的绝对遵从，对人自身的真实欲望做

出不恰当的忽略。尤其是康德哲学，它提出的法

则是一种出于责任的理念，它必须源于一种命令

式或强制服从方能奏效，而这种出于自我加强的

法则必然为自我的理性所控制。正如美国哲学家

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

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

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

行事”①，以致于造成伦理的满足与需要和欲望

的活动的分离，使伦理变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人

类行为。而实际上，人的道德无法离开人的生

活，脱离人自身去奢求道德，试图在道德法则与

人性之间建立其固定的联系，是行不通的。纯粹

的道德法则是没有标准的，同时也会由于与人性

脱节而失去意义。因此，在麦金太尔看来，要想

在道德法则和人性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需要

复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传统。

可以看出，麦金太尔晚期的美德伦理学决非

偶然，而是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逻辑顺

延。晚期美德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

场、对美德伦理的坚持，实际上是对其早期马克

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

义的延续，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之本性

的肯定。克里斯托弗·斯蒂芬·卢兹这样评价麦

金太尔：“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的新教

宗教哲学家，一名无神论的休谟式的学者和伦理

学的历史学家，以及一名不满足的亚里士多德主

义者。”②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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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的责任

———艾希曼审判中的道德困境及出路探寻

徐　亮

【摘要】普通的个体是否应该为极权主义政体下的集体犯罪承担责任，这是２０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深刻困扰的理论难
题。笔者认为，现代道德哲学中存在着行动者与行动之间的分裂，体现为行动者的责任感与责任能力、道德理由与道

德动机的分离。唯有确立了意愿、意志与理性的关联，才能弥合这种断裂，从而为思考集体罪行中的个人责任问题找

到新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服从；责任的感觉；意志；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０－０７

　　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对现代文明构成
了挑战，使得思想家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反思现

代社会特征与极权主义的关联，以雅斯贝尔斯、

齐格蒙·鲍曼、汉娜·阿伦特、海因里希·罗门

等人为主的西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就现

代文明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诚如查尔斯·拉莫尔

所说：“现代性就是 ‘工具理性’的统治，在技

术上无效率而在道德上不负责任。对所有这些思

想家来说，现代思想的历史就是道德衰落与权力

意志肆意的历史。”①

１９６０年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受纽
约时报的邀请，前往耶路撒冷报道纳粹战犯艾希

曼的审判情形。在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中，阿伦

特发现了一个令人类思想活动无能为力的现象，

即在整个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过程中，难以

从其身上找到任何邪恶的动机或狂热的信念，艾

希曼身上没有任何与 “作恶”之人的特征有联系

的表征②，“做坏事的人身上明显的肤浅令我震

惊，这使得追寻他的行为的任何更深层次的根源

或动机都成为不可能”③。阿伦特一改此前在

《极权主义起源》中认为极权主义的恶是 “极端

的恶”的观点，提出了 “平庸的恶”的概念。④

阿伦特的这一概念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因为

艾希曼的现象显然在其他纳粹追随者的身上也同

样存在；即使在今天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 “潜在的艾希曼”；显然，艾希曼现象并不是

纳粹时代的特殊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

征。⑤

一、艾希曼审判的挑战

对艾希曼的审判首先挑战了现代法律体系，

如何通过法律程序给予艾希曼合法又合理的罪名

成为一个难题，虽然以色列法庭最后判处了艾希

曼死刑，然而艾希曼审判却引起了当时社会广泛

的讨论。“运用现有的法的概念来处理这些诉讼

０９

 作者简介：徐　亮，（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美］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译，上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６页。
②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ｉ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ｖｉ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Ｖｉｋ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ｐ．２５－２６．根据精神

分析家的测试，艾希曼完全精神正常，艾希曼完全是一个举止和行为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的人，所有关于犯罪者典型外貌的描述或心

理特征的分析都不能适用于他，不能解释他的行为。

③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ｄ，Ｖｏｌ．１．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８，ｐ．４．
④　参见 ［美］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８页。
⑤　参见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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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犯罪事实都已经不充分了”①，定什么罪、

如何定罪，相对于如何反思经验、吸取教训并究

责来说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人们将注意力放在

了如何通过法律程序给予罪名。阿伦特批评到，

艾希曼以反人类罪或反犹太人罪而受审是一个抽

象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区分，而艾希曼

在其中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阿伦特认为要追究

的责任，是一种共同的政治责任；不仅如此，还

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避免多数的参与者后来认

为纳粹罪行跟自己没有关系。

如何让每个参与者－无论职位高低，都认识
到自己在这场国家罪行中的责任，并认识到自己

“有罪”，这些才是重要的问题。针对纳粹之后德

国舆论中很多关于 “我们都有罪”的呼喊，阿伦

特认为这种呼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哪里所有

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②。如何避免空

洞的、集体式的 “我们都有罪”的呼声，将责任

还原到每一个曾经参与其中的主体身上，成为本

文试图探讨的重点。“集体过错的问题必须终止”

（阿伦特语），而终止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服从的绝

大多数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责任，只有这

样，盲目服从与参与的情形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才能在以后的公共生活中为人们所警觉。

人们通常根据行为结果来追究行为的责任，

即根据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差异来判定行为者应该

对自己的行为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这是依因果

关系的逻辑推定。在这场国家主导的、惨无人道

的大屠杀中，结果显然是由无数个个人行动共同

造成的，每个人只是这个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国家主导下的集体行动结果无法分解成每个具体

行动的结果，这不是 “法不责众”的问题，而是

关于结果的发生学的问题。可集体行动的责任必

须被还原到每个参与者身上，否则我们就无法对

这件事情追责，更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

训。一个由多人 “行动”完成的结果，该如何建

立结果与行动之间的关联呢？米格拉姆试验发

现，在一个由众多人完成的行动，“责任”是处

于 “漂浮”状态的；在米格拉姆的简单层级中，

他尚且不可能追踪到责任转移后的更多后果，

“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处处存在的责任转移所造

成的全部后果就将是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③。

每个人更容易说自己被人操纵从而逃避责任，集

体行动中的责任是处于漂浮和不断转移的状态中

的，因为在一种权威系统的层级结构中，每个执

行者进入一种 “代理人”状态，而责任应该由权

威者承担。

现代道德学说通常从结果和动机两个角度来

思考行动者是否应该负有责任。一般来说，结果

可以分为 “可预见的结果”（人们根据自己的经

验、理性能够预判行为的结果）和 “可欲求的结

果” （人们期望自己的行为达成怎样的后果），

行动者的动机与结果可能是分离的状态，这就给

个人责任的推定造成了困难。两种不同的结果表

明行动者可预判的客观结果与其内在的、主观要

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可欲求的结果”意味

着行动者在行为过程中带有自己的 “欲求”，与

客观结果可能一致也可能冲突，这也意味着行动

中的个人意愿的分离。在大型社会中的行动者们

对实际行动的结果是很难预判的，对 “可预见结

果”的动机是很微弱的，作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

个人要预判自己的行为结果则更难。一般来说，

只有在行动者可预知结果的情形中才谈得上对自

己的行动负责，才是切实可行的责任。基于对现

代社会行动结果不确定的考虑，例如汉斯·约纳

斯就试图对 “结果”判断的困难性进行补救，提

出行动的 “每个人都必须预先知道自己行为可能

产生的结果”才能开始行动，从而试图挽救在现

代技术社会中 “责任”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集体行动中个体行动与所产生结

果的关联的考察是失败的，行动者对 “可预见结

果”的动机也几乎是微弱的。如果行动者还有对

“可欲求的结果”的动机，那么意味着行动者的

行动蕴含了行动者的个人意愿、期望与要求，这

个过程中的行动者是有行动者的主体意识的。在

纳粹统治期间的盲从者中，这个层面的意愿难以

１９

①

②

③

［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结语·后

记）》，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第

５８页。
［美］汉娜·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页。
［英］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

译，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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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性存在的行动者身上甄别出来。集体行动

中的个人，尤其是盲从者的行为，仅仅就是一种

没有个人意愿和期待的 “服从”，一种纯粹的、

作为工具性存在者的执行行为。从 “信念”的动

机上看，这些盲目服从者很多没有对犹太人的仇

恨，“这些凶手和帮凶们一般并不相信这些意识

形态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每件事情都依照作

为国家法律的 ‘元首意志’发生，而且每件事情

都与具体的法律效力的 ‘元首的指示’一致，这

就足够了”①。由此可见，盲从者的个体 “意愿”

在这场国家主导的个体行动中是没有出场的，是

缺失的。那么，应该从何种意义上发掘盲目参与

者的意愿呢？

二、个人责任：服从即支持

“责任”一词与 “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问

题相关，现代规范伦理学的两大代表———义务论

与结果论———从 “行动、行动者、结果”三个纬

度来讨论问题，“义务论”是责任导向的 （做自

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结果论”也同样是以

职责为导向的 （功利主义者将促进他人福利和整

体利益当作是每个人的职责）。这两个当代主要

的道德学说在思考人们应该做的事情 （职责）和

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理由，即某种道德要求与行

动的 “正当”理由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下文

笔者将从两个层次进行探讨：首先，以 “职责”

为中心的义务论和结果论，在个人的责任与回报

上是分离的；其次，结果论与义务论均提出了

“不偏不倚”的观点 （像美德伦理学所批判的那

样），造成了道德理由和道德动机的分离，这种

分离正好体现在纳粹 “追随者”那里。

义务论和结果论都假设了个人在其行动中的

“不偏不倚”，这点自５０年代以来就遭到了各种
批判，批判的主要观点是 “不偏不倚”的假设对

行动者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并忽略了行动者

自身的心理结构和个性状态。很多纳粹的追随者

认为屠杀犹太人跟自己没有关系，根据 “不偏不

倚”的解释，行动者们在行动的时刻不需要根据

个人的 “情感偏好”或感官感受来做出道德判

断，人们行动或者判断是根据外在的、普遍的或

客观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在多数时候就是当时的

法律。鲍曼、米格拉姆都指出，人们之所以行动

只是服从权威的心理在作怪，根据他们所提出的

“服从心理”来分析，行动者通常认为其行动与

自己是无关的，其行动只是听命于他人的命令，

行动的个人只是遵照权威的命令或服从某种指

令。“不偏不倚”的行动者一方面将自己感觉、

情感与认知排除在行动之外，另一方面又加强了

他们认为所做之事与自己并无关联的认识。因

此，“不偏不倚”行动者要么是遵从外在的法律

而行动，要么遵照上级的命令而行动。

在纳粹统治期间，确实存在那种被迫服从的

行为，阿伦特认为可以将独裁统治下的情形定义

为丧失了政治自由的境况，但是却要区别性的对

待 “极权政府”下那些 “当权政党自己看来也

‘无辜’的民众”。因为无论是被迫服从，还是

主动服从与配合，都难逃其责，阿伦特认为凡是

涉及参与了极权主义政府中活动的人恐怕都不能

做到明哲保身。尽管 “服从”可以分为被迫服

从、主动服从和盲目服从三种情形，但是与追究

集体责任中个人责任的问题相关的只是盲目服从

的情形。在盲目服从的情形中，尽管服从者会在

自我辩护中声称只是对上级或权威的服从，但服

从 “权威”并不能成为 “自我逃避”的理由，

阿伦特也提出极权主义下的个人行动中 “服从即

支持”的观点；在寻找盲从行动者的 “倾向”

中，阿伦特发现在盲目服从行动的背后仍然可以

找到行动者存在着的 “支持”和 “同意”的成

分。

成人的服从 （不同于小孩的服从）是有

“同意”的成分的， “同意”的选择正是 “自由

意志”的结果，区分开 “被胁迫”的情形，其

它的自愿服从、盲目服从行为中都具有 “同意”

的成分。与 “服从”纳粹命令相同，“服从”伟

大的行为背后也有支持的意愿，每一个人类的壮

举，即由复数性的人开始的行动，都包括了两个

阶段，“一是 ‘领导’发动的开端，和一个多数

人加入其中从而变成一项共同事业的实现过程”，

２９

① ［美］汉娜·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第

４３页，“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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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一个阶段中，即多数人加入其中的过程中，

就是获得多数人同意的过程，只有这些人同意了

才可能与之一起行动并促成伟大的事业。领导者

与加入者，是基于共同的同意完成这一复数性的

人类行动的；没有共同的同意，就不是共同的行

动，而是基于权力或者暴力的行为，它就只能称

之为一个人的意志———领导者的意志，而不是复

数性的人的共同行为。从 “共同行动”的意义上

来说，极权主义下的服从者行动并不是基于 “同

意”的共同行动，这些服从者们是统治者的 “工

具”。

“故而，向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

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 ‘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

‘你为何支持’”①，因为问 “你为何支持”才能

够触及问题的实质，即行动者的 “意愿”。服从

有自愿服从和被动服从两种，前者存在意志或意

愿上的自主决定和选择权力；而支持就是纯粹行

为主体意愿上的表态，即参与者是有支持的意愿

的。在对个人行为背后个人意愿的追问上，才能

回到人的地位与尊严，即人之为人的地位，每个

人都是有 “意愿”的物种，意愿则与行动者的动

机相关。

如果从行动的结果、动机或者行动的内在价

值上的分析行动者的责任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

要回到行动者本身，阿伦特对行动本身的分析正

是基于对 “行动者意愿”的发现。“现代道德是

以 ‘义务’为基础的，或者说以 ‘规则’为中

心的”②，人们习惯服从 “真理”或具有 “普遍

有效性”的规则，而不是对所选择的道德原则

（价值）加以甄别。 “义务”式的道德，使得人

们的行动变成了根据某种原则来进行道德是非的

判断，而不是根据行动的结果，从这个层面来

说，现代规范伦理学既没有注重结果，也未能坚

持 “义务”的原则。服从的习惯，既是一种服从

于权威的社会心理，也是服从现代道德哲学所建

构的 “规范性”义务与责任，“服从”即是对人

们 “不思”状态的最好诠释，它使得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顽固的、简单的坚持某一套价值体系

以应对一切问题，包括新问题、新情境、新形

势，人们不必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只需要按照

某种价值体系付诸实现即可。

人们服从法律或某种规范，体现了规范伦理

学的本质特点———将道德义务作为伦理学的核心

概念，人们应该怎样行动、应该遵守和服从我们

已经意识到的道德义务是现代伦理生活的重要内

容。人们行动的道德理由，即为自己辩护的理

由，是由外在的普遍规则所规定的，是立足于普

遍性的考虑，这些理由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适用

的。迈克尔·斯托克提出，一个人是否有理由按

照道德要求来行动取决于他的动机结构和情感状

态，因此，并不存在与一个人的动机结构和情感

状态无关的普遍有效性的道德理由。③ 从这个批

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道德哲学的道德理由与

道德动机是分离的，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与人们为

何行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行动者被一分为二

了。

三、责任的能力、感觉与意愿

规范道德哲学学说假设了道德学说的 “普遍

有效性”与 “真理”一样带有某种 “强制”的

因素，从而导致了政治自由的丧失，阿伦特指出

的 “普遍性”与强迫性具有关联。④ 这在莫里茨

·石里克看来是不妥的：“一个公式、一条法则

之存在的普遍有效性的对立面是法则不存在、非

决定论、非因果性；而强迫的对立面则是实践中

人人称作 ‘自由’的东西。”⑤ 按照石里克的理

解，阿伦特所提出的现代道德哲学对 “自由意

志”的损害是有问题的，这并不是两个相对立的

层面。

虽然阿伦特引入 “自由意志”的理由在石里

克的观点看来是有问题的，但阿伦特关于意志、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３８页，“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１９６４）。
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参见 ［美］迈克尔·斯托克：《现代伦理理论的精神分

裂症》，徐向东编：《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９页。
参见 ［美］阿伦特： 《真理与政治》， 《过去与未来之

间》，王寅丽、张立立译，上海：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０
页。

［德］莫里茨·石里克：《人何时应该负责任》，谭安奎

译，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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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自由的讨论，却有助于我们探讨现代社会

的行动者 “服从”行为下的隐匿的个人意愿。石

里克和阿伦特都想将行动者的意愿纳入到对行动

者道德责任的分析中来，因为他们认为 “责任”

与行动者的意愿和意识相关。与阿伦特所谈到的

“负责任的能力”不同，石里克认为对 “责任”

承担还依赖于 “责任感觉”的强弱，有人强烈的

感觉到自己应该对此事负有责任，而有的人觉得

事不关己。据此看来，参与纳粹犯罪行为的人，

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认为有责任改变事态，

而有人则毫无责任意识。石里克在其文章 《人何

时应该负责任》一文中区分了人对责任的主观意

识和客观判断的问题，即人何时能够感受到自己

的责任与外在的、客观要求的责任是两个不同的

系统。①

“负责任”需要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

果是有意识的，行动者能够摆脱一种外在的动机

与内在的性格倾向，而自由的选择自己的 “意

愿”，并能够理智的知道行为的结果，这才是负

责任的能力。“但比一个人何时据说应当负责这

个问题重要得多的问题乃是他自己何时感受到应

负责任的问题”，因此这意味着对责任的主观感

受与客观情形恐怕存在着区别，同时也道出了另

一个问题，即 “这种感觉并非对原因之阙如的意

识，而是对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自由意识，

即自由存在于我可以按照我的欲望而行动的事实

当中”。② 因此，负责任的前提是行动者可以按

照他的欲望去行动或要求某些，当行动者对责任

的主观感觉与客观判断一致的时候，而且是按照

自己的欲望行动的时候，恐怕 “负责任”才是有

意义的，这意味着在人们 “负责任”感觉中的

“意愿”或 “欲望”是非常重要的。

责任是从人们的欲求能力或 “自由行动”能

力出发，在石里克这个经典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

相容的观点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被决定的外部

动机和内在性格倾向外，仍存在 “自由意志”的

空间，即只有基于自由意愿的行动，才谈得上行

动者责任的义务，“‘自由行动’的概念在意义

上就等同于 ‘在道德上负有责任的行动’的概

念”③。在对 “责任”、负责任的能力、责任的意

识等概念的探寻中，笔者找到了在集体服从行为

中个体行动的基础：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欲求，

当谈到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其假设了人的

自主性。但在集体犯罪行为中，参与者们将自己

行为中定义为 “服从”，显然是想说明自己的行

为非 “自由”、是受到了外在因素的支配的行动，

其行动的自由受到限制与约束。

根据石里克的分析，责任背后具有 “主观”

要素，即行动者的个体判断与对责任的意识的感

觉，是分析行动者责任的另一重径路。阿伦特认

为，即便在一种 “服从”行为中，个人仍有服从

的 “意愿”④ （ｗｉｌｌｉｎｇ）的区别。笔者认为，每个
人在最初决定如何行动的时候，一定是具有某种

“道德动机”的，否则道德理由和采取行动之间

就是分裂的，这也意味着纳粹追随者们在最初的

行动中是有 “触动或感觉”的，尽管这种 “感

觉”存在可能非常短暂，或即刻消失或被驯服，

但仍然说明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是有自我意

识的，只不过这样的自我意识被外界的 “驯化”

改变了，或通过淹没在集体的世界以逃避自我，

或仍然有人在行动中一直存在 “良知觉醒”，这

就是阿伦特所说的 “自我矛盾”。

四、自由意志与责任

在通过对行动者的自我意识、感觉分析里来

探讨追随者责任的过程中，阿伦特提出了行动者

“意志”一说，试图为行动者的责任做出新的证

明。阿伦特通过分析 “意志”概念的内涵，指出

康德伦理学在 “意志”假说中缺乏对事情是非对

错的 “仲裁”，人们尽管行动但并未辨别是非，

从而逃避道德判断。阿伦特认为 “仲裁”的功能

与行动者欲求能力相关，意志的 “鼓动功能”保

存了，但意志的 “仲裁”的功能逐渐消退了。因

４９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５８页。
同上，第６１页。
徐向东： 《理解自由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２页。
阿伦特在这里使用了两个词语 ｗｉｌｌ与ｗｉｌｌｉｎｇ，通常在她

谈到意志的时候使用的词语是ｗｉｌｌ，而在谈到具有个人倾向的意
愿时，使用的是ｗｉｌｌｉｎｇ一词。参见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
ｍｉｎｄ，Ｖｏｌ．１．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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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们的 “意志”中并没有判断是非的成分，

只是 “行动”而已；意志在 “鼓动功能”上是

行动导向的，意志不再具备原来的仲裁功能，只

与行动的 “鼓动”功能结合在一起。

在对行动者意志的考察中，阿伦特发现了意

志存在的争议与矛盾，即 “我愿意……”和

“我能……”都属于意志的范畴，但又各自不同，

“我愿但我不能”、“我意愿同时又不意愿”同时

存在行动者那里。既然是意志鼓动了行动，意志

在激发行动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由意志发出的命

令，即 “我愿意”与 “我能”，都属于鼓动 “行

动”的命令。阿伦特发现这两个命令之间实际是

矛盾的， “我能……”与 “我不能……”命令，

既是意志的也是理性的；意志决定 “能”与

“不能”问题上则与理性范畴重合。 “当然，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意志被理解为各种欲望之间的

仲裁者，或理性与欲望之间仲裁者，而就此来

说，它肯定不被理性和欲望所决定。”① 从阿伦

特的分析可以看出，意志不由理性与欲望决定，

意志的命令也不能完全撇开理性与欲望。

理性命令意志，意味着意志自由成为伪命

题；而意志命令理性，意味着意志在理性之上，

要遭受违背理性命令之后，即违背 “你应该”之

后的 “否则”报复。理性命令 （“你应该”）与

意志命令 （“你意愿”）存在一定的冲突，理性

在这里的命令形式是 “你应该”或 “你不应该”

的形式；如果意志不遵从理性命令 “你应该”怎

样，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遭到 “否则你就会

……”的谴责与报复。理性命令以道德命题的形

式出现的，“你应该……”或 “你不应该……”，

一旦行动者违背了这种命令，即行动者没有服从

道德命令 （你应该怎样）将会如何？如果意志不

能服从行动者的理性判断或命令，就这意味着

“否则你就会……”。这个否则，“即一种好报复

的上帝或共同体的同意或良知执行的制裁性威

慑，良知带来的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悔恨的那种自

我惩罚的威慑”②。

阿伦特对 “意志”概念的剖析指向了康德伦

理学中道德命令的主观依据与基础，在康德的义

务式的道德命令中，实践理性地位更高 （自我立

法），理性唤起行动，而不是意志。“这只有当所

有理性存在者都有一种产生对于这种至善的兴趣

的共性才是可能的”，否则人们的意志无法唤起

行动，“正当原则的有效性被假定依赖于一种善，

而被认为这些原则的对象的所有人对这种善有兴

趣”。③ 意志的仲裁功能被消解了，即人们对这

种善的兴趣不存在于行动者的行动中，只剩下

“唤起”行动的功能。

意志是最后的欲望，是自我决定，是行动者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最后环节。康德伦理学中所

论定的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

“理性”占主导地位，理性又成为个体对外部压

力 （外部规则）的服从、无内在倾向、不用在内

在与外在命令间的权衡，人们理性选择了与外部

要求保持一致，而回避了自己 “意志”的仲裁功

能，即行动者自己的欲求与裁决。康德界定了

“为了责任而行动”和 “符合责任而行动”的概

念，以此区分那些听命于欲望、倾向、爱好、感

觉的行动，如果刚好符合责任却是没有道德价值

的，只有 “为了责任而行动”才是具有道德价值

的。在康德那里，具有 “自由意志”人们 “为

了责任而行动”才有道德意义，人类才不是服从

自己欲望之物；人们听命于自己的理性，并能够

主宰 “欲求”。正是因为康德在欲求上让理性作

为主宰，而不是让 “意志”作最后的仲裁，因此

导致了人们对自己 “意愿”的忽视。康德应该为

意志的仲裁功能的缺失负责，例如皮斯托留斯认

为康德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先决定哪种原则

是善或坏，这才能使得道德原则具有主观依据。

意志和理性的关联使得我们在探讨 “责任”

问题的时候显得更为复杂，究竟是意志主导了人

们的正当行为还是理性。“意愿”当然不完全是

个人倾向或内在性格引导的，还包括了个人的伦

理价值标准和个人的道德价值体系；这对现代道

德哲学基于理性的、具有普遍性 “正当行为”，

即 “你应该……”是有差异的。在阿伦特看来，

意志与理性的关系主要是看两者是否一致，如果

５９

①

②

③

［美］汉娜·阿伦特： 《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第

１００页。
同上，第６１页。
［美］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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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理性是冲突的，即 “我愿意……”与

“我应该……”是不同的，这种矛盾就无法化解，

个人判断要么服从意志，要么服从所谓的理性命

令；如果一致则不存在自我矛盾之处。阿伦特起

初以为艾希曼会遭到 “自我不一致”的报复或良

心的谴责，但她随即发现失败，因为艾希曼回避

了自我，而不存在自我意愿与意志的对立。

康德所假设的道德个体与阿伦特所反思的问

题是两个向度的，阿伦特分析的正是在道德个体

的假设之外的人 （如艾希曼），这些 “躲避了自

己倾向”的人，不符合义务论道德哲学的假设，

他们不是邪恶的人而只是 “平庸到没有思考能

力”的个体。自由意志所预设的人的自主性、自

由以及个体性或特殊性，都在一种 “规则”式的

现代道德哲学中被忽略了。

五、结　　语

现代的规范伦理学限定了行动主体的 “自由

意志”中的意愿、仲裁功能，使得人们的意愿

“被遮蔽”在一种非人性的事实中， “人性完全

在理性秩序一边，而非人性则完全被限制在人性

的偶然分裂之中”①。意志本是与理性的自我决

定、道德的自主性相关联，它更多的是指向人的

欲求层面，也指向了道德价值的主观性依据。奥

古斯丁曾讨论了意志中的 “意愿”功能，认为只

有意愿才能与责任问题相关联。现代社会的境况

发生了变化，“一旦价值的根源不再被认为是来

自宇宙或上帝，而是被抛入历史的潮汐中，那么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就可能只是关乎人的

意愿而非理性”②。通过上述的争论与辩论可以

看出现代道德哲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行动者与行

动的二元对立、对个体的不偏不倚的强调，使得

个体在主观倾向与道德要求的分离、道德理由与

行动动机的分裂，预示了我们在讨论现代道德问

题时情况可能要比规范的预设更为复杂。

通过对极权主义体制下集体犯罪问题的反

思，笔者发现，现代道德哲学强调具有普遍性的

道德要求与道德理由，为实践合理性提供了直观

的判断标准，但同时其 “浅薄” （安斯康姆语）

的后果主义与不偏不倚使得人成为分裂的、工具

性的个人。当政治事务－人类共同的生活在现代
道德生活中被排除出去，如法律、政治、伦理单

方面地解决自身行动与安顿，不再为整体生活提

供意义，不再为共同体生活负责任的时候，道德

与政治的分离同时将道德与政治带向了一种无根

基的、虚无的状态。

在当代政治哲学关于 “正当与善”孰优孰劣

争辩中，我们无疑要重新思考政治生活的道德基

础。即便不考虑以上所有的分析，关于行动正当

性或道德价值的评估在更多的时候恐怕还与 “运

气”相关。试想，如果艾希曼并不是生活在纳粹

时代，他也许就不会被追责、不会遭遇审判，他

可能就是 “我们中的一员”，正如他的邻居们对

他的描述 “一个遵纪守法、对家人和蔼的好

人”。③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９

①

②

③

［英］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

第２０３页。
［英］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刘擎、应奇

译，第７３页。
参见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ｉ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ｖｉ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Ｖｉｋ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艾希曼并不
仅仅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即便现在他仍然是我们中的一员；

不是说谁都可能是艾希曼，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潜在的艾

希曼”，艾希曼现象对于理解当下我们的行动仍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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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思想的现代转化


黎红雷

【摘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天地君亲师”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的作用。其中所蕴含

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祖国、敬重传统、传续文化的精神，是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７－１０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

体系，其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 《荀子·礼论》

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

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据今人考证，东汉时期的 《太平经》最早出现了

形式整齐的 “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

“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

后期，崇奉 “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清

朝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

“天地君亲师”的次序，从此， “天地君亲师”

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①。作为一个文明型国

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天

地君亲师”实际上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

仰的作用。如何转化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遗产，

使之成为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是

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一、敬畏自然：尊天思想的现代转化

天，是中国古代精神信仰体系的核心。“天”

字的本义指人的头颅，后演变为人头顶之上的苍

天，与人脚底之下的大地相对应。在孔子哲学

中，使用 “天”的概念，大抵有三种意思。一是

“主宰之天”，如：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二是 “自然之天”，如：“天何

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

语·阳货》）三是 “道德之天”，如：“天生德于

予，桓?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其中，

“道德之天”得到孟子的继承，如： “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

上》）“自然之天”则得到荀子的发挥，如：“天

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荀子·天论》）

孔子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这里的 “畏”

就是敬畏，“天命”指上天的意志，也可以理解

为自然的规律。荀子则主张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这里的 “制”指 “掌握”，

“用之”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而为人类所使用。

“畏天命”与 “制天命”即 “敬畏自然”与 “顺

应自然”，正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内在张力。

儒家主张 “敬畏自然”，是因为他们认识到

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天地自然之

所赐。《周易·系辞上》说： “天地氤氲，万物

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涉及儒家的

生命起源说。我们知道，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

现代社会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宗教家主张神

创说，比如 《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第一句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依次造出了万物和人

类。科学家则主张进化说，认为生命的进化是从

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有机化合物再到有机生命体的

漫长过程。相比而言，儒家的生命起源说，就其

排除人格化的上帝作用而言，其描述比较接近现

代科学的进化说；而就其突出自然化的天地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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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功能又与宗教创世说相仿佛。《周易·

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

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个意

义上，天地不但孕育了人类的生命，而且造就了

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应该尊崇的最高权威。

儒家主张 “顺应自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人

类既然是天地自然造就的万物之灵，就不可能对

天地万物毫无作为。在荀子看来， “天”与

“人”各有各的职责与功能， “天行有常，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

凶”（《荀子·天论》）。努力农业生产而节约用

度，那么天不能让人贫穷；保养周备而行动合

时，那么天不能让人生病；依循礼义正道而没有

什么差错，那么天不能加祸给人。相反，荒废生

产而用度奢侈，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富有；保养简

略而行动逆时，那么天也不能让人保全；违背礼

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吉祥。人

类从天地自然获得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

展，就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努力，回

归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积极有为。 “大

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

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

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

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人类如果放弃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主观努力，那也就违背了天地自然养育万物的

原理。

后人对荀子 “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有不少

的误解。其实，荀子反对的是人类在天地自然面

前的无所作为，而不是 “敬畏自然”本身，“敬

畏自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荀子在 《天论》

中明确指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是 “人之

命在天”，人类的聪明才智乃至生命自身，都来

自于天地自然的赋予。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

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

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

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

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

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荀子

·天论》）荀子还指出，与天地自然的宏大规制

与高超智慧相比，人类的创造物和聪明才智实在

是相形见绌。“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

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

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

职。”只有 “敬畏自然”，人类才有可能心甘情

愿地做自然的奴仆和解释者，从而才有可能认识

自然的规律，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保证人类社

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 “天

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

确立 “敬畏自然”的精神信仰，对于人类社

会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首先，“敬畏自然”是人

类生存发展的起点。据现代科学研究，我们现在

所处的宇宙的历史有２００亿年，地球的历史有４０
亿年，人类的历史有３００万年。作为天地自然造
化的产物，人类一直对自己的 “造化主”天地自

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当然，现代人之 “敬畏

自然”，与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畏惧是不同的。一

方面，百万年来，人类在 “敬畏自然”中 “顺

应自然”，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智慧，改善了自己

的生存条件，与原始人在大自然中的无知和无助

的状况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人类

在 “顺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大自然的

精巧奇妙、自然界奥秘的无穷无尽，因而更加发

自内心地敬重自然，心悦诚服地爱护自然，并以

之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起点。

其次，“敬畏自然”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基点。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总是令人心

生赞美，满怀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

道德律。”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内在关联，康德并

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儒家看来，天地自然与人类

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周易·象传》），如此等等。现代人一般

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

准则，似乎与天地自然无关。其实，“天地之大

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只要我们认可人

类生命来自于天地自然，那就同时意味着承认天

地自然是人类道德的基点。一方面，天地自然是

人类所要处理的最根本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

诸如男女、夫妇、亲子等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也

无一不是天地自然造化的产物。“敬畏自然”，我

们就可以找到人类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并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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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高权威。

最后， “敬畏自然”是人类信仰的共通点。

不同的宗教，对于信仰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并

由此而带来相互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儒家

不是宗教，但有其信仰。北宋儒者张载指出：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

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西铭》）天

地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父母，天底下的同类都是我

的兄弟姐妹，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基于天地

生人而没有人格神崇拜的精神信仰，非但不与任

何现有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且可以成为这个

星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和谐的粘合剂，有助于消除

不同宗教人群之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从而

为世界和平带来真正的福音。

二、保护环境：尊地思想的现代转化

在儒家的精神信仰体系中，“天地”经常并

尊，即所谓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

上》）。在具体功能的描述中，“地”更多地被赋

予了养育万物的意义，如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

致养焉”（《周易·说卦传》）。大地，是养育万

物的母亲，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由此，人类与大地的关系，转化为人类如何对待

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

观点。一种是 “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类的利

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为只有人

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

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是

“自然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与所有其他生物及实

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其内在价值是平等

的。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人只是其中

的一个成员，因此人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

所有有机个体都是生命的目的和中心。

从儒家的立场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

颇。一方面，儒家主张：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

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王

制》）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自然这一 “造

物主”在地球上所造就的最珍贵的物种、所结出

的最美丽的花朵，因此人类天然地具有驾驭万物

的权威和能力。“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

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

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

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如果

说天地自然的功能在于化生万物，那么人类作为

天地化生的最高物种，其 “天赋职责”则在于治

理万物包括人类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人类

与万物完全平等的 “自然中心主义”，本身就违

反天地化生万物的自然原则。

另一方面，儒家看到了人类与万物之间密不

可分的内在关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张子正蒙·西铭》）孟子指出：“君子之于物

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

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孟

子看来，君子对于亲人、民众、万物的仁爱，尽

管有差等次序，但其内在的仁爱感情却是一致

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

物。明儒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指

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

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

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

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

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

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

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

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

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

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

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

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

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

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大

学问》）在阳明看来，无论是自己的同类还是飞

禽走兽，是花草树木还是砖瓦石板，都是人类仁

爱之心关注顾惜的对象；而这种仁爱之心无论是

具有道德自觉的 “大人”还是蒙昧无知的 “小

人”都具有，只不过 “大人”自觉 “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 “小人”则 “间形骸而分尔我”罢

了。这就表明，在儒家那里，人类之所以贵为万

物之灵，是因为他自觉意识到并愿意承担起关爱

万物的职责。而这与完全将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

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的 “人类中心主义”，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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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是根本不同的。

质言之，儒家融合了 “人类中心主义”与

“自然中心主义”的合理价值，在肯认天地自然

为最高价值根源的同时，承认天下万物也有其内

在的价值，并主动承担人类作为 “万物之灵”的

道德义务。

由此，儒家在人类利用万物的问题上形成了

“取物而不尽物”的思想。《论语·述而》记载：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而不用大网

捕鱼，射鸟但不射晚上栖息在巢中的鸟，正体现

了儒家对生物资源和自然资源有限度地利用而不

是破坏性地开发的原则。为此，一是要 “取之以

时”。《孟子·梁惠王上》指出：“不违农时，谷

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庄稼的生

长、鱼鳖的繁衍、材木的成长，都需要一定的时

间过程，人类依据其繁殖、生长与成熟的时间

段，而分别采取切实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措施，

就能够解决自己生活之所需。二是要 “取之有

度”。《孟子·告子上》指出： “牛山之木尝美

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山上

的树木本来很繁茂，却经不起人们不断地刀斧砍

伐；雨露滋润的树木不是没有嫩芽新枝，却经不

起牛羊不断地啃吃踩踏。这种无序、无度、无节

制的利用，只能导致生物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毁

灭。三是要 “开源节流”。《荀子·王制》指出：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

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

髒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

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

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

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

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

有余材也。”如果人类对于养育自己的生物资源

和自然资源，做到既取之有时而又用之有度，既

发展生产而又厉行节约，那么就能够真正做到

“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足可以满足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需要。

所谓 “取物而不尽物”，用现代语言来说，

就是 “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

“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

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

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

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

力施加的限制。”① 为了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

要的限制是完全有必要的，这其中包括了政治、

经济、法律等层面的限制，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

道德层面和精神信仰上的自我限制。据 《孔子家

语·屈节解》记载：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当年担任

单父县的县长，十分注意推行道德教化，“躬敦

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

信，百姓化之”。三年后，孔子派巫马期微服私

访来到单父。他看到一个在傍晚打鱼的人，把鱼

捕捞上来后却又放回河里。巫马期觉得奇怪，问

其缘故。打渔人回答道：“宓县长不希望人们捕

捉小鱼，要让它们长大后才能捕捞。我刚才放回

河里的就是小鱼。”巫马期听了很受感动，回来

后对孔子说： “宓子贱的德政真是达到顶点了。

一般老百姓在暗地里的行为，也自觉地循规蹈

矩，就像严刑在旁边一样。请问子贱为什么能够

做到这样呢？”孔子回答： “我曾经对子贱说过

‘诚乎此者刑乎彼’，要依靠人民的道德自觉而不

能单纯施用刑罚。子贱大概就是把这个道理运用

到单父的治理中了。”这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

“环保案例”启示我们，敬畏天地自然，仁爱天

下万物，“取物而不尽物”，并将其提升为自觉的

道德行为和崇高的精神信仰，这才是人类 “可持

续发展”的心灵根基。

三、热爱祖国：尊君思想的现代转化

“君”是会意字，从尹，从口。从 “尹”，

表示治理事务；从 “口”，表示发布命令。两者

合起来，所谓 “君”就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

人。中国古代的尊君思想主要来自先秦时期的法

家和儒家。法家主张绝对的尊君。《韩非子·忠

孝》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

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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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夏

堡校：《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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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片面强调臣民对君主的义务，认为君主具有

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唯君命是从，即所谓 “事

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扬权》）。与法家不同，儒家主张在

一定前提条件下的 “尊君”。孔子指出： “君使

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种

君臣关系是建立在礼乐制度基础上的相互对待的

关系。如果君主礼遇臣下，臣下可报之以忠诚；

其潜台词在于：如果君主不以礼对待臣下，臣下

就可以不尊重君主。孟子把孔子的 “话外音”公

开挑明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

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君君”则 “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就是

儒家 “尊君”思想的基本前提。

儒家之所以为 “尊君”设置必要的前提，是

因为其一以贯之的 “民本”思想。《孟子·尽心

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

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民众、国家、

君主三者之中，最值得尊贵的是民众，这是国家

组成的基础；然后是国家，这是君主权力的范

围；最后才是君主。君主之所以得到尊重，是因

为他是民众利益的代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如果

他不能代表人民，反而危害国家，那就应该撤

换。汉儒董仲舒虽然受到法家的影响，提出 “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书·董仲

舒传》）；但他一方面主张 “屈民而伸君”，另一

方面又主张 “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

杯》）。董仲舒提出 “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

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

弗尊则弗敬”（《春秋繁露· 仁义法》），把是否

“尊君”的最终决定权交回民众手中，守住了儒

家的基本立场。

由此看来，在儒家那里，“尊君”的前提是

“民本”。如果君主以民为本，为民办事，就可以

获得民众的尊重；如果君主反其道而行之，伤害

民众，只能遭到民众的唾弃。《荀子·大略》指

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

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

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上天之所以生

养民众，不是为了满足君主的欲望；上天之所以

设立君主，则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利益；设立国

家，排列官职，分配爵禄，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诸

侯或大夫的尊贵，而是为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

这里，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君主则是国家的管理

者，国家成为联结民众与君主的纽带。对君主的

尊重根源于对民众的尊重，又转化为对国家的尊

重，由此，“尊君”便转化为 “爱国”①。

现代意义上的 “爱国”，其对象的含义有两

种：一是 “祖国”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二是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前者突出其文化意蕴，后者则突出
其政治内涵；前者是后者的精神支撑，后者则是

前者的现实依托。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

的内涵也十分丰富。《周礼·大司马》：“方千里

曰国畿，诅祝以叙国之信用，以资邦国之剂信。”

注：“国谓王之国；邦国，谓诸侯国也。”据此，

周代即为 “王国”，亦称为 “天下”。周王将

“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所建立的政

权亦称之为 “国”；诸侯再将 “国”的土地和人

民分封给大夫，则称之为 “家”②。秦汉以后，

实行郡县制，天下大一统，亦称之为 “国”；在

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等国家分裂时

期，所建立的政权均称之为 “国”；蒙元、满清

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中央政权，扩大了

中华帝国的版图；中华民国结束了帝制；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等等。综上所述，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亿万

中华儿女拥有了自己共同的祖国，名字就叫 “中

国”。从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角度，我们把

“热爱祖国”作为我们共同的精神信仰。

热爱祖国，就要热爱养育我们生命的祖国大

地。据 《孟子·尽心下》记载，孔子离开齐国

时，将淘好了的米捞起来就走，这是离开别的国

家时的态度；而在离开鲁国时，却说：“我要慢

慢地走啊，这是在离开父母之邦啊！”这里就表

达了孔子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祖国，顾名思义

就是祖先开辟的疆域、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人

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奋斗，传

宗接代、繁衍生息，从而形成眷恋、怀念、爱惜

乃至崇敬之情，那是发自内心、油然而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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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人们将 “天地君亲师”

改换为 “天地国亲师”，以国家取代了君主，“以为新时代的精

神信仰”。参见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按：这就是 “国家”一词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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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的。因此，当自己的家园受到外敌入侵的时

候，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就成为家园中人的必

然选择。《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

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

里所表达的上下一心、共御外敌的精神，在现代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热爱祖国，还要热爱哺育我们成长的祖国人

民。“仁者爱人”，儒家的仁爱思想，一方面提倡

“泛爱众”（《论语·学而》），主张 “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论语·颜渊》）；另一方面，又主张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

也》），爱人从爱自己的家人开始，爱民从爱自己

的国民开始。在儒家看来，二者内在的仁爱精神

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存在矛盾。现代有人提倡

“世界公民”，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 “工人

无祖国”，这实际上是把 “世界”与 “祖国”割

裂开来，对立起来了。邓小平为英国出版的 《邓

小平文集》写的序言说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

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

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生

动地体现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观。

热爱祖国，更要热爱陶冶我们精神的祖国文

化。现在网络上有人说孔子 “不爱国”，理由是

他长期周游列国而不在自己的故国服务①。之所

以造成这种误解，一方面是不了解孔子时代所谓

的 “国”，其实包含着 “周天子王国”和 “诸侯

邦国”的两重含义；另一方面是不理解孔子热爱

祖国文化的伟大情怀。毫无疑问，孔子是爱国

的，他不但深情地挚爱着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

而且深沉地挚爱着以周代礼乐文明为代表的华夏

文化。管仲协助齐桓公 “尊王攘夷”，维护华夏

文化，就受到了孔子的高度称赞：“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清儒顾炎

武对管仲 “存华夏之大功”的行为也给予充分肯

定 （《日知录》卷七 “管仲不死子纠”条），他

还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

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

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

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日知录》卷十三 “正始”条）这里的 “国”

可以理解为不同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国家，“天下”

则可以理解为代代相传的文化祖国。顾炎武的

话，将保卫文化祖国的行为推到了更加崇高的地

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爱并保护我们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是所有华夏子孙

的神圣使命！

四、敬重传统：尊亲思想的现代转化

尊亲，指尊崇父母或祖先。“天地之大德曰

生。”（《周易·系辞下》）从整体上说，人类是

天地的产物；而从个体上看，人均为父母所生。

由此，父母获得了与天地一样的生生之大德，从

而受到人们的尊崇。祖先则是历代父母的总称。

荀子将 “先祖”与 “天地”“君师”并列为 “礼

之三本”，其中 “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

礼论》）。这就将生命的延续与文化传统的延续结

合起来了。父母和祖先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

且是文化传统的创造者。由此看来，“尊亲”的

实质是 “报本”，是对人类生命源泉的尊崇，对

人类文化根源的肯定，对人类文化传统的敬重。

儒家十分重视先人所创造的文化传统。孔子

主张：“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

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这

里的 “道”，可理解为人类世代承传的精神传统。

这样的 “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确实是不宜

轻易改变的。《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

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把 “天”理解为

人类的生存环境 （包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那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天”确实是不会有太

大变化的，反映其规律的 “道”自然也就不必有

太大变化。当然，董仲舒这句话并不排斥而且实

际上是包含着 “天变道亦变”的精神的，因而不

能简单地斥之为 “保守主义”。从这个角度反观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明白其中实际上蕴涵着

对人类文化传统的高度尊重。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提出著名

的 “三喻文化”说：“前喻文化”是指长辈向晚

辈传授知识经验，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文化；

“同喻文化”是指长辈和晚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

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指晚辈向长辈传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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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网络评论摘自李玉琪：《回到思想：从苏格拉底和孔子

说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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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经验，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按照这

种划分方式，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中国传统文

化，似乎可以归入 “前喻文化”的类型。在这种

文化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

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

生活方式以及简朴的是非观念”①。儒家敬重传

统的 “尊亲”文化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中国

历史上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家训、家风、家教，

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是，与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 “纵向、单

向、封闭的文化传递方式”不同，儒家思想本身

却交集着纵向与逆向、单向与双向、封闭与开放

的诸多因素。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

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

把对前代礼乐制度的不断损益，看成是国家社会

发展的必然规律。《荀子·王制》指出： “王者

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

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这里将遵循 （夏商

周）三代之道与效法后王之法紧密结合起来，作

为理想的王道制度。 《孟子·梁惠王下》指出：

“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朱熹注：“君子造

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但能不失其正，令后

世可继续而行耳。”既要继承传统，又能继续前

行，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有创新、有继

承有发展、有因循有光大的特点。

由此，敬重传统就要继承传统。《礼记·中

庸》指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也。”这里的 “志”指先人的意志， “事”指先

人的事业。“继”的本义为 “连续” （《说文解

字》：“继，续也。”），这里指延续先人所提出的

思想而继续完善之。 “述”的本义为 “遵循”

（《说文解字》：“述，循也。”），这里指遵循先人

所开辟的事业而继续完成之。 《中庸》说： “无

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

父作之，子述之。”周朝的开拓者从王季、文王

到武王、周公，祖孙、父子、兄弟代代相传，前

赴后继，终于推翻了残暴的殷纣王的统治，奠定

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创立了华夏数千年礼乐文

明的根基。这里的 “父作之，子述之”，就是敬

重传统而继承传统的意思，它不仅是从事业的角

度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传统的代代相传。

敬重传统还要光大传统。 《孝经》指出：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

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在儒家看来，作

为人子，其最大的孝行在于遵循仁义道德，有所

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和祖先显赫

荣耀。这里所宣扬的 “光宗耀祖”思想，在强调

“个人奋斗”的现代人那里，一直被嗤之以鼻。

其实，儒家的 “光宗耀祖”思想，鼓励人们奋斗

向上，自强不息，建功立业，报答父母，报效国

家，是一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家庭和社会

都有积极意义的伦理意识。即使从消极的角度来

看，“光宗耀祖”的底线是不让祖先和家人蒙羞，

警醒人们不要胡作非为，这也有助于消减各种社

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种 “光宗耀

祖”思想，对于延续和光大一个家庭、一个族

群、一个国家的精神传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上述 《孝经》所引的 “无念尔祖，聿修厥

德”出自 《诗经·大雅·文王》，其中的 “无”

和 “聿”都是语助词，无义。“念尔祖”而 “修

厥德”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念念不忘祖先的德

性而用以指导自己德行的修养，并进而以自己的

德行来光大和发扬祖先的德性。这就使 “光宗耀

祖”的行为，有了 “光大传统”的更深层次的

内涵。

敬重传统更要发展传统。 《孟子·万章下》

指出： “孔子，圣之时者也。”与后人所描绘的

“迂腐”形象相反，孔子虽然敬重传统，却不墨

守成规，而是与时偕行，随遇而安。 “子曰：麻

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

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

子罕》）礼帽，原来都用大量的麻布来做，这是

传统的礼仪；后来大众都用少量的丝帛来做，这

是俭省工料，符合礼的精神，孔子明确表示随从

大众的做法。臣下拜见君主，在堂下先拜然后上

堂再拜，这是传统的礼仪。后来人们却直接到堂

上拜，这是倨傲不逊，违背礼的精神。孔子明确

表示遵从传统的礼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

家的传统发展观，即坚持中有发展、发展中有坚

持，坚持的是传统的根本精神，发展的是传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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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表现形式。当代新儒家学者蔡仁厚先生，将

传统精神信仰的 “天地君亲师”改为 “天地圣

亲师”，并在自己家中设置神位，朔望节日上香

行礼。他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祖先

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

几个 ‘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

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① 蔡先生的做法，

尽管其改动内容尚可商榷，但其对儒家传统的坚

守与发展，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由儒家 “尊亲”思想所转化出来的敬重传统

而继承传统、敬重传统而光大传统、敬重传统而

发展传统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价

值。在２０１５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指出：“家
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

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

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② 重视家庭而注重家风，所体现的正是儒

家尊亲报本而敬重传统的精神。

五、传续文化：尊师思想的现代转化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什

么要 “尊师”，为什么要 “重道”，二者之间有

什么关系？唐代儒者韩愈在其著名的 《师说》一

文中做出了解答：“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

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韩愈看来，人不是生下

来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而只有在老师的

帮助下才能解决疑惑、获得知识、懂得道理。因

此，为了自己的成长，就必须尊重老师。韩愈特

别指出，尊重老师的意义不仅仅是尊重老师本

人，而是尊重老师所传授的道理。在我之前出生

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自

然要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

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

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

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

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

存在的地方。这就是所谓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也”（《师说》）。如此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

“重道”，“重道”才是 “尊师”的核心价值之所

在。

“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其本义是道路，后逐渐扩展为方法、技艺、规

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合而言之，

可用 “道理”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所有学派都

把 “道”作为最高的学问、最终的追求目标；儒

家更是将其作为老师和弟子之间精神传承的纽

带。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

仁》，并多次对其弟子强调 “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里仁》，又参见 《论语·卫灵公》）。在

这个意义上， “道”就是文化的象征， “传道”

就是对文化的传续。质言之，尊师重道的目的在

于传承和延续人类文化之精神、民族道统之精

义，从而使其薪火相传、经久不坠、历久弥新。

传续文化，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学

习。儒家十分重视学习，《论语》第一句话便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作

为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的开创者，孔子以 “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作为自己的

座右铭；而其弟子们念兹在兹的则是：“吾日三

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荀子专门写

了 《劝学》篇，指出： “学不可以已。”他详细

论证道：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么高；不

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有多么厚。一个人如果达

到完全醉心于学习的理想境地，就如同眼好五

色、耳好五声、嘴好五味，心里拥有天下一样。

如果做到了这般地步，那么，在权利私欲面前就

不会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天下万物都

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死也不变。这就

叫作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

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

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

了。到那时天就显现出它的光明，大地就显现出

它的广阔。“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

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学习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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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人出类拔萃、领袖群伦，还可以使整个人

类文化传承发展、不断更新。《荀子·大略》还

指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学习是

一个人本能的需要，其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做

官；人人都要学习，当然为官者更要学习。习近

平在中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暨２０１３年春
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引用了荀子这

句话，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学习，以克服新

形势下的 “本领恐慌”。他指出： “本领不是天

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如果我

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

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

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

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

学习的紧迫感。”① 这里将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升

到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正是对荀子

上述思想的转化和发展。

传续文化，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教

育。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包括广义上的社会教化

和狭义上的学校教育。关于前者，《孝经》指出：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

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

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

好恶，而民和禁。”这里说的是推行道德教化以

引导民众的行为。关于后者，《礼记·学记》指

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里说的是设

立学校以进行专门的教育。受儒家思想影响，中

国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以德化民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受到了歧解和削弱。早

在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
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

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

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

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② 二十多年过去了，邓

小平当年指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诚

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增加了 （达到了占国民

生产总值４％的法定标准），但是人民群众对于
当前我国的教育状况仍然是不满意的。特别是，

邓小平当时所指出的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

能 “抗住腐败现象”的问题，这些年来不但没有

根本改观，而且愈演愈烈 （诸如 “塌方式腐败”

“家族化腐败”之类）。痛定思痛，出路何在？

清代儒者陆陇其的 《松阳讲义》指出：“大抵人

之气禀虽有不同，然也差不多。只是从小便习坏

了，气禀不好的故愈习愈坏，既气禀好的，亦同

归于坏。童蒙之时，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长大

时，便如性成一般。既能回头改悔，发愤自新，

也费尽气力，况改悔发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

衰，皆有蒙养之道失也。”③ 陆氏所言，强调了

教育特别是道德教化必须从根上着手、从童蒙抓

起的必要性。由此，我们应该借鉴包括传统蒙学

教育在内的儒家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将社会

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坚

持立德树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推广家风、家教、家训教育，并在学校中进一

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培养既有道德

又有智慧、既懂礼义又知廉耻、既会做人又能做

事的现代新人。

传续文化，自然就要敬重作为文化传续者的

老师。就个人层面而言，老师是读书学习的指导

者与引路人。《荀子·劝学》指出： “学莫便乎

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

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

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

其人。”在荀子看来，书籍的功能总是有限的。

《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

书》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隐微但不够周

详；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

还可以通达世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

便捷的了。就国家层面而言，老师是国家社会秩

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 《荀子·大略》指出：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

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在荀子看来，老师的地

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家

兴盛，就一定会尊重老师；老师受到尊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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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制度就能得到保存。相反，如果国家趋于

衰败，就一定会轻视老师；老师受到轻视，人们

就会放纵性情，国家的法律制度就要受到破坏。

所以，是否尊重老师，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儒

家具有悠久的尊师传统。孔子收徒办学，弟子三

千，贤人七十二，师弟之间气息相通，情同父

子。孔子死后，弟子们为老师服丧三年，并将老

师生前的教诲编撰成 《论语》，使老师的思想得

到保存和弘扬。其中子贡先后为孔子守墓六年，

并自觉捍卫老师的思想和学说，指出：“仲尼不

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

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

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现代人大概不会将老师比喻作辉撒大地、普照众

生的 “日月”，但诸如默默付出汗水浇灌红花绿

草的 “园丁”、甘心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 “蜡

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春蚕”，乃至将自

己肩膀作为他人攀登知识高峰的 “人梯”，以及

用爱心和知识改变人们心灵的 “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等等，这些真情感人、生动形象的称谓，都

是人们对 “老师”这一古老而又长青的职业身份

的生命礼赞。生我者父母，教我者老师。如果说

父母孕育了我们的肉体，那么老师就培育了我们

的心灵。师恩难忘，师道长存。古语说： “师严

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礼记·学

记》）我们要大力弘扬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以

促成民众好学上进，社会文明进步，人类文化持

续发展！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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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向资源不足地区转

移，在缴费和支付上提高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

强化其收入分配职能，适当限制高端医疗服务的

发展。在一个时期以内，新增的各类医疗资源，

原则上应该全部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三，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路线。在

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技术密集的、高成本的

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许多可以有更加便

宜、更加经济适宜的替代技术。我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应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

宜药品的发展道路，尽快遏制资源进一步向高端

服务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集中、向晚期

治疗集中的状况，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

路。

第四，把医改等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

合起来。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加

强社会建设，改善公平正义，不仅是改善民生的

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当年，在经济发展

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

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公平的医疗保

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

力资本支持。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振，主

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水平低，应该

把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拉动内

需的战略选择。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形

象。当前，在 “以药养医”机制扭曲下，医务人

员的行为发生异化，医生形象不佳，医患关系紧

张，极为影响改革深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宣传和树立白衣天使的正面

形象，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为

体制机制改革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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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再解释的成功范例

———以康有为 “大同”理想为中心


王四达　董四代

【摘要】在中国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吸收西方文明成果、避免资本主义弊端、使中国走向社

会主义，是清末民初思想精英探索中国出路的主旋律。作为这股思潮的先驱人物，康有为在西方进化论的催化下，激

活了 “轴心期”的大同理想，并以 “文化再解释”的方式对古代的 “大同” “小康”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使大同理

想、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相互交融，使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文化重组的模式后来被提炼为 “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的原则，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

【关键词】文化再解释；进化论；大同理想；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０７－０５

　　 “文化再解释”是文化学中的重要概念，是

指把一个或一组文化元素放在新的文化背景或体

系中做出新的解释，从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该文

化元素的本来含义。通过这样的再解释，该文化

元素便比较容易地被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之中，原

有的文化元素亦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清末民

初社会变革和思想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进

化论的催化下，康有为激活了传统的大同理想，

并通过 “文化再解释”对古代的 “大同” “小

康” “三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使大同理想、

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相互交融，使优秀传统文化获

得新生，成为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成功

范例。“文化再解释”也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民

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的一种新模式。

一、近代中西文明的撞击对

“轴心期”大同理想的激活

　　大同思想是 《礼记·礼运》对 “天下为公”

的社会的描述，也是中国历史 “轴心期”的一种

理想主义。“轴心期”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

分析人类文明发展时提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公

元前８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年之间是人类历史的轴
心。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地区

的人类都在反思历史， “探询根本性的问题”。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

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

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

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

神动力。”①大同社会理想就是中国圣贤在 “轴心

期”所探寻的 “根本性问题”。尽管在长达两千

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它只是漫漫长夜中的熠熠星

火，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感

召力。在中国近代这个历史的飞跃时期，大同理

想再次被中华民族的思想精英唤醒，并在时代的

召唤下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明的

冲击下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变革时代。面对前

所未见的西方文明，在传统 “理论场”中的士人

仍不知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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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有人仍坚持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旧思维，

但却不能应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

有人强调 “西学中源”论，认定西方现代科学技

术只是把中国人提出的原理应用于实际，但显然

存在牵强附会之嫌；还有人鼓吹 “中体西用”

论，想在维护中国政治道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科

学技术，又未能解决体用之间的协调关系。与此

同时，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正面

临着 “两千年来从未有过之畸变”，只有认清时

代的潮流和承认中国的落后，才能找到一条切实

可行的救国之路。于是，“以西鉴中”就成为一

些思想精英认识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在宣传农民革命思想时，就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

信仰和中国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做出新解释，声

称：“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

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① “是故孔丘

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② 但

洪秀全所要追寻的并不是消逝的远古，而是现世

的 “太平天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已被赋予现世

“天国”的意义。这就开了文化再解释的先河，

成为大同理想在近代复兴的先声。

１９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入侵带来民族危机
的不断加深，康有为以 “经营天下为志”，吹响

社会变革的号角，传统的大同理想成为他寻求中

国出路的坐标。９０年代初，他写了 《新学伪经

考》和 《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通过回顾 “轴

心期”孔子思想的方式，批判了制度化的儒家政

治文化，重新阐释孔子思想的 “微言大义”，系

统地提出自己改造社会的设想。 《新学伪经考》

把帮助新莽夺取政权建立新朝的古文经学称为

“新学”，指斥古文经乃刘歆伪造的 “伪经”。在

康有为看来，正因为人们以 “新学伪经”经世治

国，遂使公羊学派的 “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

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昧昧两千年，瞀焉惟

笃守据乱之法而治天下”③。《孔子改制考》把孔

子说成是中国改革的先躯，用西方思想附会 《春

秋》“三世”之说，指出孔子 “作六经”是为了

改 “乱世之制”，意在借孔子的名义变中国的封

建专制 （据乱世）为 “小康” （升平世），以渐

至于 “大同” （太平世）。这就塑造了一个令人

耳目一新的孔子形象，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时代精

神，为充满着困惑的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新

风。

在康有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中，《礼记·礼

运》的大同理想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礼运注

叙》说：“读至 《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

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

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

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

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子氏微言真传，

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

哉！’”④ 尽管康有为赞颂西方文明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奇迹，但也看到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严重、人

民生活困苦，那里 “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

智，政治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终无生民

之食安乐，农人之得均养也”⑤，所以只有 “行

大同之法”，才是社会的根本出路。为此，《大同

书》糅合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进化

论，提出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描绘了 “无邦

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⑥。

从现实角度看，大同社会虽然是乌托邦理

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理论意义。因为人类

社会如果没有理想，不理想的现实就会被合理

化、凝固化。哈贝马斯说：“决不能把乌托邦与

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

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涵着希望，体

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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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① 因此，乌托邦思想

是 “破”与 “立”的辩证统一，是一个社会理

想的坐标。从 “破”的方面说，“乌托邦的核心

精神是批判，即批判经验现实不道德、反理性的

东西”；从 “立”的方面看，乌托邦树立未来社

会的目标，“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② 由

于它总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这就可以

向现实输送新鲜的血液，防止对现实的凝固而堵

塞通向未来发展的道路。美国学者赫茨勒说：

“乌托邦通过抓住公众的想像力，可以制造出供

人效法的中心，并以新的思想和理想注入集体道

德。它还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

开紧握过去的僵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

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

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③

这里所说的 “引向精神解放”“解开紧握过去僵

死的手”“防止对现实的凝固”等等，对于急需

社会变革的近代中国非常必要，近代思想精英对

“轴心期”大同思想的激活并加以重新诠释决不

是偶然的。

二、进化论的影响与大同理想的转型

为大同理想提供理论支撑的是西方的进化

论。这是因为古人的大同思想建立在历史退化论

的基础上；要使大同理想变为未来可及的奋斗目

标，进化的历史观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早在天演论出现前的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达尔
文 （Ｄａｒｗｉｎ） （译为 “大蕴” “达文” “兑尔

平”）、拉马克 （译为 “勒马克”）的进化学说已

通过 《申报》《万国公报》及翻译馆译文介绍到

中国，但当时的影响还不大。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
中国惨败，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形势下，严

复 《天演论》问世。《译 〈天演论〉自序》指出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在于反对 “任天而治”，

主张 “与天争胜”并与 “自强保种”相联系，

这就触及国人的危机意识。因此 《天演论》一问

世旋即在中国引起极大的轰动：“自严氏之书出，

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

一变。”④ “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 ‘优

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

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

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

血。”⑤

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不断从野蛮走向

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种 “今胜于古”的历

史观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

视角。１８９５年初，严复的 《论世变之亟》指出：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

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

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

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⑥ 这是运用进化之理对

比中国历史的循环与西方社会的进步。他批评中

国学者 “慨慕古初，其贤者莫不以复古为己任”，

“然世事日新，虽欲守其初，其势有必不可得故

也”⑦，必须清醒地看到 “天下大势，犹水之东

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

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⑧。他还以其深厚的西

学素养，对 “西学中源”说及 “中体西用”论

做了深刻的批判，驳斥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使国人开始懂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人陈兼

善说：“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

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收社会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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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不受它的影

响。”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康有为的 《大同书》大约

成书于１９０２年；但在严复 《天演论》问世之前，

康有为就已接触并认可进化之理。１８８４年写
《礼运注》，他已提到 “古今进化之故”。１８９２年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其女 “将廿四史，编各国风

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②，可见他已

注意用进化论解释历史。《天演论》的问世更使

康有为感到耳目一新，赞誉严复 “译 《天演

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③。甲午战败后，在

“变法”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更有意识地

把 《天演论》中进化思想与儒家 “三世说”和

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以此探索人类社会的进步规

律与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 《论语注》声称：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

家……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

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

之为 《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

之。”④ 又说：“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

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

小康。”“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

而大悖其道也。”⑤ １９０２年，他在印度完成 《大

同书》时所写的诗中感叹中国 “百年无进化，大

地合沉沦”，“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表达

他对中国社会沉疴的诊断与自己 “救世”的宏

愿。梁启超说：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

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

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

明 《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

日，日进而日盛……而思想所致，遂衍为大同学

说。”⑥ 可以说，康有为从 “发明 《春秋》三世

之义”到 “衍为大同学说”，就是借助进化论来

完成文化再解释的。

然而，康有为也知道大同社会不可一蹴而

就，他清醒地看到： “凡世界不经过小康之级，

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

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

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⑦ 大同社会虽好，但

如果 “未至其时，强行大同，强行公产，则道路

未通，风俗未善，人种未良，且贻大害。故只得

因其俗，顺其势，整齐而修明之”⑧。这种小康

已经不是古人所说的小康，而是参照西方的现代

化经验进行社会改革，使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

现代工业社会进化、最终通向大同社会的一个必

经阶段。于是，三世说、小康、大同等话语在进

化论的贯通下就被纳入从传统社会经资本主义转

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链条之中。萧公权总结道：

“《礼运》虽重要，但并非康氏乌托邦的唯一来

源。公羊三世之说帮助他建立大同于未来，而非

过去。另外，西方思想诸如进步、民族、社会主

义也影响了他的思维。”⑨

三、进化论、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对接

与康有为寻求救国之道差不多同时，社会主

义思想也传入中国。“根据李又宁的研究，《华北

先驱报》早在１８９０年就曾发表过有关欧洲社会
革命者活动的文章。一篇题为 ‘德国社会主义’

的文章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影响的渐涨，将

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归结为德国的贫困和产业工

人数量的剧增。”瑏瑠 社会主义的概念真正引起人

们的关注和热议，则是２０世纪初期严复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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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笫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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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再解释的成功范例

进化论在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严复虽然不

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但他看到 “欧美之民，以

今日贫困之局，盖生民以来能未有也”，正是

“社会主义能以日盛”的原因①。针对西方社会

的弊端，他也赞同 “用社会主义以救个人主义之

偏，而后有以泯无艺之不平，息过甚之竞争”②。

在２０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下，思想界空
前活跃，人们借助西方传来的各种理论学说讨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这使康有为对传统的大同思想

阐释也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从内容看，康有为把大同理想与当时传播的

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

征在 《大同书》中皆有体现。如取消私有制，他

指出 “欲致大同，必去人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

之业，必归之公”③，“人民无私产”，“人民养于

公”④。又主张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人人平等。

他指出： “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

哉！”⑤ 而太平之世 “人民齐同无级别”⑥，“大同

之世，男女平权”⑦， “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

室，无私产，无私店”⑧，“人无父母、妻子，无

族姻之养恤……无身后之计”⑨。他设想的大同

社会不但无家，无国，无君主，而且无兵，无

攻， “刑措不用，囚狱不设”瑏瑠。在这样的社会

里，生产力水平与人的道德水平皆达到很高的境

界：“大同之世，什器精奇，机轮飞动，不可思

议。”瑏瑡 “太平之世，人智?发。”瑏瑢 “人心皆仁，

风俗尽美。”瑏瑣 所以梁启超说： “先生 （康有为）

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瑏瑤 苏联学者利·

尼·博洛赫也认为康有为的 “大同理想是社会主

义性质的”瑏瑥。我们承认康有为所描绘的社会主

义还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他在中国社会变革时代

所做的理论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时有轨迹可寻：“齐一变，至于鲁；鲁

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孔子为

当时的社会改造勾勒的渐进性的改造蓝图，其中

即蕴含对现实的批评和对理想的追求。“乱一变，

至小康；再一变，至大同”，这是近代中国思想

精英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设想的社会发展轨道。康

有为就是借助西方现代化理论阐释自己的小康思

想，再借助社会主义学说表达自己的大同理想，

由此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雅斯贝尔斯曾

说，对 “轴心期”的复归 “是中国、印度和西

方不断发生的事情”瑏瑦。这种 “复归”当然不是

把 “轴心期”的优秀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现代

社会中来，而是经过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使之适应

时代的需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旗

手，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自觉地通过

“文化再解释”的模式发掘了 “轴心期”大同思

想的潜力，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勾勒了一幅美好

的图景。我们也许无法确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文化再解释”的第一人，但

他至少是先行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在对待

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延续 “文化再解释”模式，把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孙中山既继承

了古代的大同理想，又把它与民生社会主义联系

起来；毛泽东则进一步提炼出 “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的重要原则，使 “文化再解释”获得

了鲜活的生命。今天，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

建设新文化的源头活水。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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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围绕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刘　宏

【摘要】现代化意味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现代性观念的觉醒。就此而言，儒学的现代化应当追溯到晚明时期。中华帝

国晚期，儒学现代化经过了三个阶段：晚明时期出现的 “尊情反理”思潮是现代性观念的先声；明清之际完成了儒学

政治理念的转型和儒学经典的复兴；乾嘉时期在重新阐释原始儒学中 “情”“理”“礼”“仁”等观念的基础上，形成

了一套迥异于程朱理学的新义理观。重新认识此段时期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为正在构建的中国现代性服务。

【关键词】儒学；现代化；现代性；历史脉络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１２－０５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
化的重新定位。如何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换成为

当代儒者的共同使命和致力方向。事实证明，儒

学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通过 “全盘西化”，以西

方的现代性价值来彻底改造儒学；也不意味着证

明儒学自身蕴涵着 “科学”“民主”等西方现代

性因素，就能够 “返本开新”。眼下，当我们津

津乐道于儒学具有现代价值、自以为发现了有别

于 “西方现代性”的 “中国现代性”之时，殊

不知又陷入了儒学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争执困

境。儒学的现代化道路究竟该何去何从，还有待

于回到已然内在发生的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之

中。

一、儒学现代化的溯源

儒学现代化的问题意识由西方的刺激而来，

这使得易于将儒学现代化的起源追溯至 “鸦片战

争”或是 “清末民初”。这样的分歧缘于国人对

现代化认识的有所偏向。若是认为现代化即是表

现为器物层面的轮船、大炮的发明，那么儒学现

代化从鸦片战争就已经开始；若是认为现代化的

核心在于制度文化层面的创新，那么儒学现代化

在清末民初的 “维新运动”和 “五四运动”才

真正起步。但是，只要如此来定位儒学现代化的

起源，我们的目光就尚未达到民国学者的认识高

度，甚至没有达到 “洋务派”的水平。因为执定

于西方刺激下的鸦片战争或是清末民初，都已经

将儒学的大传统付之阙如了。无论民国前后的诸

学者对西学采取何种态度，他们都力图在儒学传

统中寻找中西文化的接榫处。舍弃儒学的传统维

度，就不可能理解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如何定位儒学现代化的起源才是恰当的呢？

这首先需要重新审视 “现代化”（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这
一议题。实际上，在儒学现代化的背后，潜存的

是儒学是否具有 “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问
题。就此词语的本义和使用来看，现代性 “把自

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①。“现代” （ｍｏｄｅｒ
ｎｕｓ）一词最早在公元５世纪出现时，意味着基
督教与异教徒的罗马社会之间的断裂。当下西方

所说的 “现代”，指称的又是 “文艺复兴”以来

与西方中世纪宗教的断裂。在此，我们取 “现

代”一词所昭示出的时代断裂性意义。那么，在

孔子创立儒学之后，是否存在这种断裂的时代意

识呢？我们的回答是：存在。而且，这种现代性

的观念觉醒产生于晚明时期。

西方现代性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但仍不失

为一种参照系。西方现代性萌芽于 “文艺复兴”

和 “宗教改革”，正是在这一阶段，才开始了

“人的发现”。人在处理与上帝和自然的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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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脉络

已不再诉诸于上帝旨意的 “天启”，而是学会了

运用人自身所蕴涵的 “理智”。马克斯·韦伯说：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

则上说，再也没有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

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

味着为世界除魅。”① 在西方现代性的开端处，

终极价值根据由 “上帝”转向了 “人”自身，

人的生活重心也由 “上帝之城”转向了 “世俗

之城”。同样，从晚明开始，作为终极价值的先

验性 “天理”为经验性 “人心”所取代。西方

的世俗化针对中世纪神学的 “上帝”而言，中国

的世俗化针对程朱理学的 “天理”而言。

此外，我们将儒学现代化的开端定位于晚明

时期，还存在着另外一层缘由。与马克斯·韦伯

将现代性定位于观念的变革不同，卡尔·马克思

诉诸于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正是在晚

明社会才得以蓬勃展开，这在史学界已达成共

识。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商品经

济表现得尤为突出②。围绕这些经济中心，聚集

了一大批新型市镇，由此带来市民社会的出现。

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又对前现代的宋明理学形成

了强大冲击，逼迫着儒学做出现代化的观念更

新。此后，在中华帝国晚期，儒学经历了一系列

的曲折和自我批判。

二、晚明时期的 “尊情反理”思潮

晚明时期，占据学术主流的是阳明学。王阳

明通过 “致良知”的命题，力图将程朱理学的

“天理”观念置放到人心内在的 “良知”之上。

价值根据不再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而是具足于

人人内在的本性之中。其间，人的主体性得到张

扬。作为王阳明晚年定论的 “无善无恶是心之

体”③，更是超越心体善恶的价值判断，成为被

保守人士视为 “异端”思想的滥觞。

后王阳明时代，影响最大的是王艮开创的泰

州学派。王艮的讲学宗旨在于 “百姓日用是

道”④，所谓 “道”不再是高远难求的不变之天

理，而只是流行于世俗的百姓日用之中。王艮的

《明哲保身论》对王阳明的 “良知”观念做出重

新解释：“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

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

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

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

人爱我，则吾身保矣。”⑤ 良知被赋予了知得一

己之身的私利的能动效用。 《大学》中作为家、

国、天下起点之 “身”，从德性修养的伦理本位

转化为需要保护珍爱的生命对象。由此，作为先

验道德本体的良知被加进了经验的利己之心。

沿着这一路向，泰州学派经过颜山农、何心

隐再传至李贽，已然不再执著于良知之学的话语

体系。作为 “异端之尤”的李贽，其思想核心在

于 “童心”二字：“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

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

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

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

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

也。”⑥ 在 “童心说”中，心学理论的重心由先

验本体之心直接转到了后天经验之心的真假问题

上。依据现实的生活经验，不管 “真心”是作为

童子之心，还是作为最初的一念之心，其最直接

的表现就是关乎人之生存的穿衣吃饭。在李贽看

来，人心就直接等同于 “私心”： “夫私者，人

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

心矣。”⑦ 在此，与 “天理之公”相对的 “人欲

之私”开始进入儒学的正面话语之中。

“童心说”的最大意义在于重新肯定了个体

作为感性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此旗帜下，李

贽提出一系列极具现代性的伦理观：“天生一人，

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这

是一种个体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谓人有男女则

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这是一种男女平等观。

进而，五伦之中，李贽尤其重视朋友一伦，一生

“以朋友为归”⑧。其实反映的是家族社会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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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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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９页。
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２４页。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页。
周琪主编： 《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７２页。
周琪主编：《王心斋全集》，第２９页。
［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９８页。
［明］李贽：《德业儒臣后论》，《藏书》第３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５４４页。
［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１６、５９、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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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家族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伦理规范以父子关系为基点，极容易导

致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人与人的相遇经常发生在两个互不相识的

陌生人之间，更适合滋生个体平等观念。

李贽虽然被加以 “敢唱乱道，惑世诬民”的

罪名迫害致死，但其现代性的精神在晚明掀起了

极大波澜。在为 “童心说”所解构的先验本体之

后，一系列表达情欲观念的小说文体充斥着市民

社会。在冯梦龙看来：“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

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

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

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盄，再欲捐

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

小诵 《孝经》、《论语》，其感人者未必如是之捷

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① 可见，通俗

的小说大有取代儒学经典之势，人的情感成为人

伦规范得以发生效用的基本前提。

儒学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情欲观念，似乎与西

方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主义相违悖，而 “理性”

二字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应该归属于前期的程朱

理学。这里应当认识到，西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

理性传统，乃是奠基于 “我思”（ｃｏｇｉｔｏ）这一主
体基点之上。相反，程朱理学之 “理性”，乃是

诉诸于外在于人本身的 “天命”下贯。作为主体

性哲学，王阳明之 “良知”与笛卡尔之 “我思”

倒是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反观西方的 “文艺

复兴”，最初也正是以感性生命的觉醒为标志。

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将由阳明学所导引的晚明

“异端”思想视为中国的启蒙思潮。

三、明清之际的 “经世致用”取向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面对王学末流的空谈

学风和儒学的无补于世，“经世致用”成为儒者

们的共同呼声。这些人表面上批判晚明思潮，实

质上则继承了晚明所开创的现代性观念。

（一）儒学政治理念的现代转型

“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意味着摒弃理学

传统的心性空谈，转而从事诸如地理、兵革、财

赋、典制等有关当世之务的实学。而最大的 “实

学”，莫过于直接参与政体的改革。在从事一系

列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儒者们开始沉静下来反

思明亡背后的政体架构。原来，秦汉以来，一直

实行的都是 “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此一时期，

政治批判的方向集中于君权的合法性来源问题。

面对明亡的事实，顾炎武首先区分了 “天

下”与 “国”的观念：“有亡国，有亡天下。亡

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

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

下。”② 在 “君临天下”的政治体制下，“国”不

过是为君权私利服务的政治工具，而 “天下”才

是一整套制度规范的价值象征。明亡于清，只是

改朝换代的君权转移，要重建合法的政治体制就

必须回到儒学 “天下为公”的为政理念。正如黄

宗羲所批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

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君为主，天

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③

“天下为公”意在揭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只能建

立在 “民意”的基础上，而 “君权至上”却颠

倒了 “君”与 “民”的正当关系。

进一步说，在帝国政治体制下，“君 －臣 －
民”是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民”只是政治权

力的统治对象，而非政治权力建构的参与者。直

到黄宗羲提出 “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④，君

与臣才共处于国家治理的平行体系之中，两者所

不同的仅是职分有别而已。此外，黄宗羲 “公天

下之是非”于学校的言论，其实反映了当时市民

阶层参政议政的政治诉求。虽然黄宗羲在 《明夷

待访录》中提出的具体政治改革措施未必可行，

但此中透露出来的诸多政治理念无疑是现代的。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儒者还将现代性

的政治理念追溯到人性的根基之上。黄宗羲认

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⑤

顾炎武认为：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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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橘君辑注：《冯梦龙诗

文》初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７页。
［清］顾炎武：《正始》，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５６页。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

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页。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

集》第１册，第４页。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吴光主编：《黄宗羲全

集》第１册，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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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情也。”① 人性自私的观点在晚明李贽那里

就得到了认可，当时却被认作异端思想。到明清

之际像黄、顾这样被一致公认的大儒这里，则已

然成为儒学民权政治建构的理论基础。

（二）儒学经典权威的重新树立

明清之际的儒者往往以明朝遗民自居，拒绝

参与清代政权，这本身就阻碍了他们的现代性政

治理念在此后的清朝政权中发挥效用。满人刚刚

入主中原，唯恐其统治不能稳固，自然很难接受

自身的君权合法性被否定。在重建政体的现实道

路不可取的情形下，退而回归儒学经典以待访，

无疑是更为可行的选择。

在此期儒者的心目中，“通经”的最终目的

在于 “经世”，“经术所以经世”② 成了明确的治

学方向。伴随着儒学经典的复兴，儒者们逐渐从

依附宋明儒学而走上了回归 《六经》、孔孟之旨

的学术道路。对程朱理学批判最为强烈的莫过于

颜元。颜元认为 “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

孟”，甚至 “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

著”③。颜元不仅反对宋明儒学的空谈心性，更

是痛斥汉唐注疏的空疏无用，其气魄之大绝无仅

有。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

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

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

摧陷廓清之，对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

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

其精神纯为 ‘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

其门人李恕谷。”④ 然而，在颜元唯重实行、不

重读书的激进言论中，殊不知却同时将儒学复兴

的文本根基抽去。

要在理论上破除程朱理学的观念，必须有赖

于新的学术范型的建立，而起到这一转向作用的

当属顾炎武。顾炎武被推为清学开山，不仅因为

其大著 《日知录》《音学五书》成为后世效仿的

对象，更在于其提出了纲领性的口号——— “经学

即理学”。顾炎武认为：“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

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

年不能通也。故曰： ‘君子之于 《春秋》，没身

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

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

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⑤ 在此口号下，

学术的对象不再是超脱经典的内在心性，而是实

实在在的 《六经》文本；学术的方法不再是主观

的道德修养，而是客观的知识考证。伴随着回归

《六经》成为经世致用的必然趋势，儒学经典的

权威性被重新确立。

回归原始儒学与现代性要求进步的观念是否

相违呢？其实，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断裂要求，

在其起步之初自然表现为打破一切权威。现代性

的成立倒是要以自身建立的权威去替代前期宋明

儒学的权威，只是在表面上表现为向原始儒学复

归的倾向。具体来说，在西方表现为 “西方文

艺”的复兴，在中国表现为 “儒学经典”的复

兴。需要看到的是，在复兴传统的背后，始终都

是现代性的思想原创。

四、乾嘉学术的新义理观

继儒学经典复兴之后，乾嘉学者开始致力于

以经学为核心的客观考证。这种朴实无华的学

问，常被诟病为缺乏思想性的表达。然而，正是

这一时期，出现了现代社会转型中的 “康乾盛

世”。在文学领域，不仅有 《儒林外史》对科举

制度的讽刺批判，曹雪芹、袁枚等人对晚明 “尊

情”思潮的继续阐扬，考证学出身的李汝珍更是

在 《镜花缘》中描绘了一个反叛男权的女性主导

社会，等等。这些人与乾嘉学者共处同一个文化

圈且互有交流。难道钻故纸堆的乾嘉学术与这些

现代性的诉求之间是完全背离的吗？这样的论

断，自然难以置信。事实上，考证学的功绩，在

于为重新阐释儒学经典扫清了文本上的障碍，在

此基础上才能构建一套现代性的思想观念。

（一）戴震理学的新视域

戴震是乾嘉学者的集大成者。他之所以能完

成对宋明儒学的推倒，首先在于借助考证学的方

法解构了宋儒的天理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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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郡县论五》，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

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４页。
［清］全祖望：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云眉选注：

《鲒亭文集选注》，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５页。
［清］颜元：《未坠集序》，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９８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７页。
［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

诗文集》，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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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本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其形而

上、形而下耳。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

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

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

不变。道，言乎体物而不可遗。①

在戴震看来，道、器之间并非理学本体论中

的形上与形下关系，而是器物演化的不同形态而

已。这种天道观落实在人道观之上，所谓 “道”

就不可能存在形而上的本体界，而是 “古贤圣之

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②。戴震对 “人伦日

用”的揭示，其实反映了儒学的现代化必须面向

转型期的现代生活方式，而宋明儒学在人伦日用

之上设置的 “天理”观念却失落了对现实生活的

关照，必将导致 “以理杀人”的结局。

在 “人伦日用”的新视域下，戴震重建了儒

家的知识论和伦理学。在知识论上，戴震认为：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曲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

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

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③如此， “理”

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形下事物之中，乃是可以被人

所认知的客观对象。在伦理学上，戴震认为：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

也。”④如此，“理”就不能超越于人而独存，只

是人的情感欲望的一种表现样式而已。在戴震的

哲学中，“知识”和 “情欲”从形上学的道德本

体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哲学

的体现。

（二）凌廷堪的 “复礼说”和阮元的 “仁说”

继戴震之后，凌廷堪和阮元则直接通过对原

始儒学中 “礼”与 “仁”这两个最为核心的观

念的阐释来思考伦理规范的重建。

自认为私淑于戴震的凌廷堪认为： “性者，

好恶二端而已。”⑤ 人性不过表现为人的好恶情

感，这里不存在道德上的善恶判断，只存在过与

不及的适度问题。为了保证情感的适中，就必须

学礼。由此，道德的内在修养就转变为学礼的实

践问题：“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

可凭矣。”⑥但是，学礼并不意味着对一切既定的

礼仪规范的遵守，制礼的根据也不是一己之私

见。之所以要复礼，是因为 “好恶者，先王制礼

之大原也”⑦。可见，在凌廷堪复礼说的背后始

终存在着对人情的重视。

在戴震和凌廷堪的基础上，阮元进一步将原

始儒学的情感观点阐发为人与人之间的 “仁爱”。

阮元指出：“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

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

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

验之而始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

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⑧ 在

此，作为个人内在德性的 “仁”，并不足以保证

现实生活中德行的完成。所谓 “仁”，不再是既

定的存在事实，而是有待于实现的生成过程。由

此，阮元进一步阐释了孟子的 “人心说”： “孟

子虽以恻隐为仁，然所谓恻隐之心，乃仁之端，

非谓仁之实事也……孟子论良能、良知，良知即

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

本指也。”⑨在伦理规范的来源问题上，阮元有别

于程朱诉诸于外在的天理，也有别于陆王诉诸于

内在的良知，而是将其归属到人与人之间的行事

活动中。

乾嘉学术并非仅是钻故纸堆的文献考证，而

是在一系列考证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原始

儒学关于 “情” “理” “礼” “仁”等一套新的

义理观念。这一套新观念，在理论上是针对程朱

理学的形上学而发，在现实上是一种对正在步入

现代社会转型的观念反映。

总而言之，中华帝国晚期，儒学在自身内部

已经孕育一套现代性的观念。其间，学术上存在

一条批判宋明儒学的主线，但程朱理学所维持的

君主专制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紧

张，引发的政体改革呼声在乾嘉之后越来越强

烈。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话语主导权下，我

们走过一条漫长的反传统道路。随着中国现代化

道路的展开，认真理解传统成为迫切之需。我们

正处于晚明社会以来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如何

反思已经内在发生的现代性观念是当代学者应当

接续的任务。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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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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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２页，第４５页，第１页，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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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与安忍宽容

———佛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价值


平　飞

【摘要】挖掘佛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价值，众生平等与安忍宽容最为引人注目。佛家对种姓平等、佛性平等、

轮回平等、性智平等的深刻阐发，对平等宽容、和敬宽容、忍度宽容、无量宽容的独特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平

等与宽容思想，非常有利于现代民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佛家思想；众生平等；宽容；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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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宽容是当代社会
的核心价值观念。两千多年的佛教传播、发展和

创新，对众生平等与容忍宽容思想进行了独特的

分析，引起了在世与出世众生的特别关注，实际

上无时无处不在产生重要影响。

一、众生平等

佛家从种姓、佛性、轮回多方面对平等进行

了独特的思考，系统阐发了 “性智平等”思想，

提供了一条独特的实现平等的路径。

（一）种姓平等

反对种姓特权，主张种姓平等，是佛教创立

的最初动机和直接根由。在古代印度社会，婆罗

门教提出 “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三大纲领，论证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四个种姓的等级差别，强调婆罗门定位不移的最

高等级和最高特权。作为反对婆罗门教的一种沙

门思潮，身为刹帝利种姓的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

教，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因果缘

起、六道轮回等方面，否定根本因、创世主和主

宰者的存在，认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都应当

与婆罗门种姓一律平等。尽管释迦牟尼无法根本

改变古印度社会现实存在的种姓歧视和特权，但

他通过创立佛教，言行一致地在事实上以宗教的

形式在佛教内部实践了各个种姓同为沙门释种子

的平等理念。这在经中就有记载： “汝今当知，

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

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

门释种子也。”①进入佛教组织，不管来自哪个种

姓，都是释氏子，都是平等的。释氏子都可以平

等地从事宗教活动、享受宗教生活、实现自我超

脱、皈依涅?净地。释迦牟尼在反对不平等种姓

制度时不仅拿起了佛教思想武器，而且拿起了佛

教组织武器。

佛教要求种姓平等、反对种姓特权的思想表

现在中国则是佛僧用来反对王侯特权，主张政教

平等。东晋高僧慧远大师就曾著 《沙门不敬王者

论》，从区分 “在家”教徒与 “出家”教徒入

手，有限度地要求宗教与政权处于平等地位。慧

远非常现实地承认那些在家 “悦释迦之风者辄先

奉亲而敬君”，“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

废其敬”以便 “助王化于治道”；同时，又非常

高调地指出那些出家教徒要 “?世以求其志，变

俗以达其道”，一旦 “变俗”，就要 “服章不得

与世典同礼?世”，以便 “高尚其迹”，“拯溺俗

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②。

释迦牟尼在世并未自称为佛，而且反对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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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主张佛凡平等，认为佛与众生一律平等。

翻阅佛经，佛陀说法多是在树下席地而坐，并非

至高无上的样子。至于后来对佛的神化，以及佛

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之间的各种礼

节，应当合理地理解为修养境界的差别，而非特

权等级的差别。而那些假借佛的名义而设置的等

级差别与等级特权，自然与佛、法、僧的内在要

求相违背，只当合理地理解为 “出世”佛僧被

“在世”权力与欲望牵累的某种沉沦，理应为已

经 “看透俗谛” “领悟真谛”的真佛所不齿。

《长阿含经》明确指出： “尔时，无有男女、尊

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①

众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一律平等，无等

级种姓差别。按照佛家的 “种姓平等”要求，在

世俗生活中，众生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种姓歧

视和等级特权。佛教的种姓平等对于在世歧视者

来说同样也具有深刻的救治作用。

（二）佛性平等

佛陀不仅反对现世的种姓特权，而且反对只

有少数人可以成佛的思想观念，认为人人都有佛

性，人人都可追求成佛。佛陀宣传佛法四十九

年，宣讲 “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

华”“涅?”时，都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

“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

从人性根源上确立了佛性平等的观念。

众生首先是指 “有情众生”，众生皆有佛性

首先是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一

个著名例证就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事。惠能从岭

南来黄梅向五祖弘忍礼师作佛。五祖问：“汝是

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反问道：

“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

同，佛性有何差别？”② 这段对话深刻表明佛性

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从原初意

义上说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而成佛与否，关

键就看是否真正皈依佛、法、僧 “三宝”，是否

真正修炼戒、定、慧 “三学”，是否真正理解诸

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 “三法印”，是否

真正能摆脱在世 “俗谛”苦空的牵累而出家修炼

参悟 “真谛”并具有持之以恒的 “精进度”。

佛性在众生面前一律平等还有更深一层的含

义。按照佛教的众生观，众生不仅包括 “有情众

生”，而且包括 “无情众生”。天台宗湛然、三

论宗吉藏以及禅宗一派牛头宗法融都认为，众生

佛性平等是指佛性在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面前的

一律平等。隋代的吉藏就曾解说 “佛性”，认为

“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也。若悟诸法

平等，不见依正二相故，理实无有成不成相，假

言成佛。以此义故，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

得成佛”③。既然众生都有佛性，就要对具有佛

性的众生平等地对待，爱惜自然生命和世间万

物，保护万物的尊严性。关于这一点，著名史学

家汤因比讲得很有道理：“宇宙全体，还有其中

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

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

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这一切

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

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④ 尊重和敬畏万物，

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佛性平等的观念还表现

为生命平等观念。佛教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偏

见和傲慢，要求以平等的观念去保护和关爱其他

一切物种，并把侵犯其他物种的尊严性视为侵犯

人类自身的尊严性。这从超越世俗的意义上为生

命平等奠定了思想基础。佛僧的不杀生、吃斋

饭、要放生等佛行，使 “众生平等”不仅仅表现

为虚无缥缈的思想观念，还表现为实实在在的修

行生活。历代佛僧从不轻易开杀戒，对恶人一忍

再忍，无不包涵着 “一阐提”也有佛性并会放下

屠刀立地成佛的坚定信仰，无不包涵着力求通过

佛法开悟众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积极价值。

（三）轮回平等

佛教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佛教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中谈论平等，任何众生都无法逃

脱生死业力轮回报应，一切众生在三世中轮回也

是平等的。佛祖继承并改造了婆罗门教的轮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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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大藏经》第４５卷，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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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１９９２年，第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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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认为不能成佛者就不可能进入凤凰涅?极乐

世界，而只会停留在一切皆苦的三世生死轮回流

转中永远不得解脱。十二因缘，尤其是 “无明”，

会引起众生的身、口、意等各种行为活动、语言

活动和精神活动，形成身业、口业、意业，并呈

现善业、恶业的差别及其相关 “业力”的深浅。

业力是推动生死轮回的内在力量。

在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中轮回有不同

的 “道”，而 “道”有五道、六道、十道等多种

说法。其中，六道谈论得最多。所谓六道，就是

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天

道，其中前三道为 “三恶道”，后三道为 “三善

道”。按照佛家的人生观，众生的出生包括卵生、

胎生、湿生和化生。化生就讲六道轮回。部派佛

教根据 “十二因缘论”进一步阐发 “三世两重

因果说”，具体说明如何在三世中根据因果缘起

不断因善恶不同而生死轮回。大乘佛教增加声闻

道、辟支佛道、菩萨道、佛道 “四圣道”，形成

三恶道、三善道、四圣道共 “十道”。

佛家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造恶业者

进恶道，受苦受罪；造善业者进善道，成人成

佛。在三世六道中，众生生死轮回，不得解脱。

只有进入四圣道，才能获得生死解脱，进入极乐

世界，享受常乐我净的生活。对一切众生来说，

善恶报应，生死轮回，做鬼成佛，都是各自身

业、口业、意业的业力结果，一律平等，概莫例

外。这种轮回平等，对于佛教信徒来说有巨大的

震慑力，对于世俗凡人来讲也有巨大的影响力。

（四）平等性智

从佛教对社会的反抗可见种姓平等，具有要

求社会平等、政治平等的价值；从佛教自身对佛

性的领悟可见佛性平等，具有要求人格平等、生

命平等的价值；从佛教对生死的认识可见轮回平

等，具有要求机会平等、报应平等的价值；如果

再进一步从佛教对智慧的追求还可见平等性智，

可见佛教对一切法相、知行、佛凡、我他种种差

别的破除，亦即佛眼所见的平等境界。“平等性

智”是从佛家眼光对 “平等”做独特解说的一

种独特佛智，与大圆镜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

同列，体现了佛教对平等的汲汲追求和深刻参

悟。

在佛家的多种文献中，诸如平等觉、平等法

身、平等大悲、平等心、一切法平等，无不表明

在佛眼当中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平等无差别。毫无

疑问，这是佛教从究竟义、第一义上对 “差别”

与 “起差别”的否认，对 “平等”与 “求平等”

的肯认；这也是佛家无常、无我、无执的世界观

和认识论的集中表现。正如佛经所云：“等观诸

法自性寂静，不生不灭故名平等。一切烦恼虚妄

分别，自性寂静，不生不灭故名平等。名相分别

自性寂静，不生不灭故名平等。灭诸颠倒不起攀

缘故名平等。能缘心灭无明有爱，即俱寂静痴爱

灭故，不复执着我及我所故名平等。我我所执永

灭除故，名色寂静故名平等。名色灭故边见不生

故名平等。断常灭故身见寂静故名平等。”① 这

种从第一义上看破俗世一切的平等观，只有站在

佛家的立场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据 《佛地经论》所载：“平等性智者，由十

种相圆满成就。证得诸相增上喜爱，平等法性圆

满成故；证得一切领受缘起，平等法性圆满成

故；证得远离异相非相，平等法性圆满成故；弘

济大慈，平等法性圆满成故；无待大悲，平等法

性圆满成故；随诸众生所乐示现，平等法性圆满

成故；一切众生敬受所说，平等法性圆满成故；

世间寂静皆同一味，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世间诸

法苦乐一味，平等法性圆满成故；修殖无量功德

究竟，平等法性圆满成故。”② 平等性智的要义

在自他平等。以上十种相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

类。一类是佛僧针对世间诸相的具体认识而言

的，“诸相增上喜爱”说明诸相不断超越实际而

无相的客观现象、“一切领受缘起”说明诸相服

从因果缘起的客观规律、“远离异相非相”说明

诸相变异本质上并非实相的客观现实。这意味

着，一切相本质上表现为无分别、无喜爱、无善

恶的服从因果缘起规律的实相，所以众生也应以

平等心即无分别、无喜爱、无善恶之心来体会此

岸彼岸的众相万相。一类是佛僧针对众生的慈悲

行为要求而言的，“弘济大慈” “无待大悲”就

是佛家从慈爱关怀与救苦超脱两方面，要求不分

亲疏、不分贵贱、不分尊卑、不分远近都一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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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六分平等品第

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７卷，第９４２页。
［唐］玄奘译：《佛说佛地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１６卷，第７２１—７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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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待众生，有缘无缘都要等同慈爱救度。一类

是针对佛僧传授佛法而言的，“随诸众生所乐示

现”要求说法者根据众生善恶业障和智慧觉解的

差别，根据众生具体实际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

采取具体演示和直观表现的方法，平等无差别地

传授善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出出世间法，而

“一切众生敬爱所说”要求只要众生乐意接受诸

法，那就要认真传授，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一

类是针对众生的领悟、感受、修行而言的，“世

间寂静皆同一味”认为众生如果能领悟诸相的实

相、异相、无相从究竟意义上寂静同一的话，那

就从本体上把握了诸相无相的平等不二；“世间

诸法苦乐一味”认为众生如果知道诸法无我且没

有苦乐自我分别的话，那就从感受上把握了苦乐

无常的平等不二；“修殖无量功德究竟”认为众

生虽然智慧根性有别、修道程度有别、悟道境界

有别，但如果发愿修殖一切善法、佛法，那就功

德无量同样平等不二。

由上可见，“平等性智”所强调的 “自他平

等”建立在独特的佛家本体论、认识论、教化

论、评价论的基础上，对佛僧和众生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认识论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从整体上

看有利于改造佛僧和众生的世界观，为现代人探

求平等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宽容意识

众所周知，佛家有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

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

不容”这样一幅对联。佛家看破世俗凡尘，具有

很强的包容宽容意识。佛家主张众生平等，强调

四摄六度，要求戒恶行善，达到度人自度，阐发

有以平等得宽容、以和敬得宽容、以忍度得宽

容、以慈悲得宽容等多方面的思想。佛家相信恶

人也能成佛，乃至包含了宽容恶人的意识。面对

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佛家的宽容意识和宽

容思想尤其值得发扬光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

来化解各种矛盾冲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一）平等宽容

佛家主张众生平等，从前面所阐发的种姓平

等、佛性平等、轮回平等、平等性智来看，这些

平等观念包含了深刻的宽容思想。佛家的宽容是

建立在众生平等基础上的宽容，可谓 “平等宽

容”。佛家认为佛、心、众生三者没有差别，认

为世间万事万物因果缘起 “自他不二”“依正不

二”。这意味着一切众生之间、有情众生和无情

众生之间、佛与众生之间都相互依存，需要相互

尊重、相互包容，不可排除异己、贬低异己。

按照种姓平等观念，不同种姓之间需要相互

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不能搞种姓歧视，

自以为自己的种姓具有绝对至上性和绝对优越

性，就剥夺其他种姓享有纯洁心灵追求成佛的资

格和权利，剥夺其他种姓独立寻求自身生存和发

展的资格和权利，剥削其他种姓为人类文明和世

界发展贡献自身智慧和才能的资格和权利。

按照佛性平等观念，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都

有佛性，都可成佛。就有情众生而言，要包容犯

过错误、违过戒律、造过恶业的众生，相信一切

众生在其自身努力下能够不断修炼最终戒恶行

善。就一切众生而言，人类不可自立于人类中心

主义，肆意掠夺自然，任意践踏生命，随意滥用

资源，轻易漠视无情众生的佛性与尊严性，因此

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要以毁灭自己的尊严之

心来爱护自然，谋求人与自然、我与他人、前世

与后世的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

按照轮回平等观念，一切众生造恶行善皆有

因果报应，在善报恶报面前一律平等，在六道轮

回当中一律平等。因此，绝不可以贪嗔痴三毒之

心来对待自己从而排斥他人，也绝不可以恶心毒

心对待一切众生，而是要多造善业来回报自己、

回报他人、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回报一切。

按照平等性智观念，一切众生都要坚信自他

不二、自他平等，不可产生分别心、差别心。比

如爱人，要像爱自己那样来爱别人，爱男人就想

一切众生皆我父，爱女人就想一切众生皆我母。

比如救生，要像菩萨那样大慈大悲，不分男女、

不分亲疏、不分种姓、不分阶级、不分国籍、不

分在世出世，全力救度。比如共事，要像菩萨那

样多用爱语，讲真实话、讲善良话、讲温柔话、

讲方便话，将心比心，将身比身，设身处地、化

身示现，共同一起修成佛果、成就事业。

（二）和敬宽容

宽容可以促和谐，和敬也可得宽容。以和敬

求宽容是佛家的一大亮点。宽容需外善和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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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与安忍宽容

菩萨虽然德才兼备，但始终注意讲究 “和敬”方

法，乐意与众生共事，设法普化众生。《法界次

第初门》论道：“摄得众生为成就，故必须久处。

若不和同爱敬，则两不和合，不得尽成般若，是

为魔事。若善用六和，则与一切冥同，必得善始

善终，则能安立一切于菩提大道……外同他善，

谓之为和；内自谦卑，名之为敬。菩萨与物共

事，外则同物行善，内则常自谦卑，故名和敬。”

可见，“六和敬”是久处共事的不二法门。

菩萨采用 “六和敬”，一方面要与众生一起

修养身业、口业、意业，共同加强自身素养；另

一方面又要共同遵守戒律、共同生活行动、共同

追求正理，获得共同的修为。智者大师对此梳理

得非常清楚： “一、同戒和敬。菩萨通达实相，

知罪不可得，为欲安立众生，于实相正理，以戒

方便巧，同一切持诸戒品，无有乖诤。亦知众生

同此戒善，不断不常，未来必得菩提大果，是以

敬之如佛，故名同戒为和敬。二、同见和敬。菩

萨通达实相，不得诸法，不知不见，为欲安立众

生于实相正见，方便巧，同一切种种知见，无有

乖诤。亦知众生因此知见分别，增进开解，必得

种智圆明，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同见为和敬。

三、同行和敬。菩萨通达实相，无念无行，为欲

安立众生，于实相正行，以方便巧，同修种种

行，无有乖诤。亦知众生同此诸行，渐积功德，

皆成佛道，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同行和敬。四、

身慈和敬。菩萨以无缘平等大慈，以修其身，慈

善根力，能不起灭定，现诸威仪，与一切乐，故

身与九道和同。亦知前得乐众生悉有佛性，未来

必定当得金刚之身，是以敬之如佛，故说身慈和

敬。五、口慈和敬。菩萨以无缘平等大慈，以修

其口，慈善根力，能不起灭定，普出一切音声语

言，与一切乐，故口与九道和同。亦知前所得乐

众生悉有佛性，未来必定当得无上清净口业，是

以敬之如佛，故说口慈和敬。六、意慈和敬。菩

萨心常在无缘大慈三昧，以修其意，慈善根力，

能不起慈定，现诸心意，与众生乐，故意与九道

和同。亦知前所得乐众生悉有佛性如来藏理，未

来必定当得心如佛心，是以敬之如佛，故说意慈

和敬。”① 认为佛、众生、心一律平等的菩萨，

坚信众生悉有佛性并能修养成佛，并且敬众生如

佛，具备如此宽容之心，何愁相处不和谐和睦！

佛家的 “六和敬”思想在不同经论中有不同

理解。《大乘义章》就有不同的论说： “六和敬

者，同止安乐不恼行也。起行不乖，名之为和；

以行和故，情相亲重，目之为敬……一、身业

同，略有二者：一者离过同，谓同离杀盗邪淫等

事；二者作善同，谓同为一切礼拜等善。二、口

业同，亦有二种：一者离过同，谓同皆远离妄

语、两舌、恶口、绮语；二者作善同，谓同为赞

诵等善。三、意业同，亦有二种：一者离过同，

谓同离一切烦恼业思；二者作善同，谓同修信、

进、念、定、慧等一切善法。四、同戒，略有二

种：一者受戒同，二者持戒同；或分三种：一者

律仪戒同，二者摄善戒同，三者摄众生戒同。

五、同施，略有二种：一者内施同，谓自舍己

身，奉给尊事；二者外施同，谓舍余资具。又分

三种：一者财施同，二者法施同，三者无畏施

同。六、同见，见谓见解，略有二种：一者世谛

中见解无别，二者真谛中见解无别。”② 按照这

种理解，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求此 “六同”，

彼此之间的分歧就必然减少，彼此就会有宽容包

容的坚实基础。

２００６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普陀山举行。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认为，佛教论

坛是向热爱和平的世人开放的平台。首届世界佛

教论坛通过了 《普陀山宣言》，提出了 “新六

和”的美好愿景： “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

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

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

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五愿彼

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

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③ “新六和”作为

“老六和”的继承和发展，有效地实现了佛家

“和敬”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创造，为新时期推动

宗教宽容、思想宽容、家庭宽容、社会宽容、文

明宽容与世界宽容必将做出新的贡献。

（三）忍度宽容

宽容需要安忍，忍度增进宽容。佛家的宽容

１２１

①

②

③

［隋］智靑撰：《法界次第初门》卷下之下 《六和敬初

门第五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６卷，第６９３页。
［隋］慧远撰：《大乘义章》卷１２《六和敬义》，《大正

新修大藏经》第４４卷，第７１２—７１３页。
叶小文：《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人民日报 （海外

版）》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４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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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与其安忍精神、忍度思想紧密相连的。佛

家 “六度”之一就是 “忍度”，与一般所谓 “零

容忍度”不同，佛家的忍度可谓 “无量忍度”。

正是这种忍度使佛家的 “宽容”二字还不如

“安忍”流行。而究其实质， “安忍”实则是

“宽容”的佛家语言。

佛家认为：“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

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残而不恨；忍辱

仙主，受割截而无。”① 的确，世俗社会的各

种不宽容就是因为不容忍，就是因为有怨气，因

此要消除生生不绝的历劫怨仇，关键就在弘扬容

忍这个至高无上的美德，想方设法消除三毒之一

的怨气怨恨即恚。可是，消除恨，必须有智

慧，要从思想认识深层找根子。对此，佛经阐发

的 “观义灭法”见解深刻： “一观一切众生，

无始已来于我有恩；二观一切众生，常念念灭，

何人能损何人被损；三观唯法无众生，有何能损

及所损；四观一切众生皆自受苦，云何复欲加之

以苦；五观一切众生皆是我子，云何于中欲生损

害。由此五观故能灭。”② 本着这种对一切众

生的深刻认识，就自然很容易消解怨气，容忍宽

容一切众生。

为了宽容，要学会忍辱。佛家认为： “内心

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忍辱有二种：一者

生忍，二者法忍。云何名生忍？生忍有二种：一

于恭敬供养中，能忍不着不生賅逸；二于骂打

害中，能忍不生恨怨恼。是为生忍。云何法

忍？法忍有二种：一者非心法，谓寒热风雨饥渴

老病死等；二心法，谓恚忧愁疑淫欲賅慢诸邪

见等。”③ 其中，“于骂打害中，能忍不生恨

怨恼”，破除 “诸邪见”对于从内心安忍宽容他

人显得尤其重要。弥勒佛忍众生所不能忍，容天

下所不能容，至今成为众生效法的榜样。

（四）无量宽容

佛家的宽容也是 “无量宽容”，而无量宽容

又源于那 “无量的心”。从四无量心可以进一步

发现佛家宽容思想之精深。 《大般涅?经》对

“四无量心”这样解释： “为诸众生除无利益，

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

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

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

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④ 由此可

见，佛家的四无量心是慈无量心，愿诸众生永具

安乐及安乐因；悲无量心，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

众苦因；喜无量心，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

怡悦；舍无量心，愿诸众生远离贪嗔之心住平等

舍。有如此美好无量心愿，必生无量宽容行为。

根据 “慈无量心”，不仅要自乐，而且还要

他乐。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存妒忌心，必然会宽

容众生追求卓越，追求优秀。根据 “悲无量心”，

不仅要救自苦，而且要救他苦。这样一来，就不

可能落井下石，而会宽容怜悯众生，积极救苦救

难。根据 “喜无量心”，不仅自己得乐去苦，而

且要为他人得乐去苦而喜。这样一来，就不可能

产生怨恨，必然宽容众生而与众生一起大慈大

悲。根据 “舍无量心”，众生都要懂得舍弃分别

执著。这样一来，放下一切就宽容一切。正所谓

四心无量，宽容无量。

四无量心分别说，不过是佛家的方便说法。

从佛家看来，本质上四心是一个整体。恰如佛家

所言：“慈是真无量，慈为如王，余三随从如人

民。所以者何？先以慈心欲令众生得乐，见有不

得乐者，故生悲心；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

故生喜心；于三事中，无憎无爱，无贪无忧，故

生舍心。”⑤ 救苦救难的无量悲也许认为比得乐

同乐的无量慈更可贵，但要知归根到底无量悲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无量慈。一句话说，无量宽容

要 “众乐乐”，而不是 “独乐乐”。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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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８２《六度篇第八十五之
三忍辱部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３卷，第８９３—８９４页。

同上，第８９４页。
［隋］智靑撰：《法界次第初门》卷下之上 《六波罗蜜

初门第四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６卷，第６８６—６８７页。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经》卷１５《梵行品第八

之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２卷，第４５４页。
［印］龙树造、［后秦］鸠摩罗什译： 《大智度论》卷

２０《释初品中四无量义第三十三》，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５
卷，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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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定法：禅宗法度论的审美意蕴


汤凌云

【摘要】禅宗法度论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意蕴。禅宗视法度为幻有，质疑成规旧法，破除知识习见，却并不否定法

度的价值。受禅宗法度论影响，中国艺术家意识到，法由心生，以意运法，当下生成，法无定法。中国艺术形成了质

疑与反思审美传统、文化秩序和艺术规则的法度意识。这是中国艺术注重创造精神的体现，对于高扬审美活动的创造

性、培养独立平等的审美人格、突破单线进化的艺术思维，都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禅宗；法度论；艺术法度；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３－０６

　　从美学角度讲，艺术法度并不限于具体的表
现技巧，它是艺术家独特风格的表征；艺术法度

也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是特定民族人文精神、审

美传统和艺术家生命体验的外化。中国美学历来

重视艺术法度这个问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儒

家和道家的法度论及其对艺术法度的影响进行研

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其实，佛教对中国

艺术法度意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禅宗，

作为一种富有审美气质的宗教，在唐代时就已形

成较为系统的法度理论，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

然而，学界对此关注并不够。本文集中探讨这个

问题，通过寻找禅宗法度论与中国艺术法度意识

的内在关联，初步发掘禅宗法度论的审美意蕴，

彰显禅宗法度论的美学价值，从而深化对禅宗美

学价值的认知。

一、法由心生

在佛教语境中，“法”是佛陀观照世界和生

命的方式，泛指一切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因此，

佛教之 “法”也包含法度这层含义。大乘佛教认

为，心为万法之源，一切唯心造。《华严经》指

出，心为工画师，能造种种物，即有此意。佛教

还以画像取譬，揭示随心显现的事理。中国佛教

特别强调创造意识，突出心灵对运法的关键作

用。慧能是禅宗史上具有革新精神的关键人物。

据宗宝本 《坛经》，弟子志诚刚从神秀那里过来，

他问慧能以何法诲人，于是发生了一段有关法度

的对话①。宗宝本 《坛经》的真实性或可信度如

何，在此不作讨论。无论如何，作为一部禅宗文

献，它代表着南宗禅的思想取向，似乎没有特别

的异议。慧能对法度的阐发，有助于体证法由心

生的禅理。他认为，没有脱离自性之法，“一切

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法不可授，只能以心传

心，如何转识成智，依赖各人的觉悟能力。因

此，觉悟者应能重视自性，体证无佛可参、无法

可立，从而明心见性，不被法缚。法由心生，即

心是法，这与禅宗对自觉意识的尊重有关。

心为万法之源，众妙之门。法非实有，始于

心源。马祖道一指出，人人都应自信，即心即

佛，此心之法，众人皆备。菩提达摩传一乘心

法，令人开悟而已。佛不在西土，自心即佛，此

心为佛心，佛法不在心外，自心所生之法，便是

无边佛法。马祖道一说：“一切法皆是心法。一

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

本。”②这是即心即佛，即心是法，为高扬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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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自尊提供了思想支持。心性圆成，万法源此

而生。各人自悟本心，即能转动万法。“云何是

法？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贯通十方，目前现

用。”① 禅宗提倡法由心生，主要是突出心灵的

创造功能。因此，在审美活动中，应该使心境澄

明，反求诸心，莫向外求。法由心生，妙用无

穷。

这种法由心生的法度论在中国美学中也得到

了落实。艺术创作是审美活动，有赖于心灵的制

裁。不领心法，无法体微入妙。以心印心，单刀

直入，这是南宗真传，它不依附既有的传统、法

则和秩序。凡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大多主

张摆脱对既定传统和秩序的迷恋，破除对现有法

则和法度的执著。他们主张以心运法，把独特的

生命体验和审美个性融入艺术之中。南宗禅有纵

横恣肆之风，这与活泼泼的艺术精神相通。怀素

草书如飞龙走蛇，其运法境界也大异常矩，令人

惊叹不已。他经常任兴而作，醉意袭来，挥笔即

书，酣畅自在，等到酒醒之后，却发现无从落

笔。怀素这种草书运法的情形，被刘世昌称为富

有禅意： “所谓一拳打透虚空，不为律缚者

也。”② 北宋米芾也擅长草书，他强调心灵在艺

术运法时的优先地位。要想不作 “奴书”，照亮

自家面目，就得平淡天真，出乎意外，不为常法

所缚。戴熙说得精妙：“予画本无法，一切惟心

造。”③ 心外无法，心为创造之源，也就是艺术

运法之炉，故应以心为法。中国艺术论还有 “心

画”“心印” “心源”等说法，也都体现出法由

心生的运法意识。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有效的艺术传统、法度

和秩序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审美情境，它们相互依

存。法由心生，这表明艺术家应把自己独特的审

美体验融入创作之中，充分发挥精神创造的自

由。倘若盲从权威，或膜拜古人，甚至降格以

求，屈从流俗，只会丧失艺术家的创造意识，或

以扭曲鲜活的审美现场为代价。艺术运法不能理

性地预计安排，也不能把以往的经验或权威的法

则据为己有，而是要摆脱传统的束缚、秩序的桎

梏和权威的阴影。不必依赖传统，不可盲从秩

序，不能迷信权威，艺术运法应该尊重真实的体

验。审美传统一旦形成，艺术规则一旦确立，在

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某种依赖或惰性的滋生，甚

至成为对今后艺术创作的束缚，在审美传统和艺

术法则不再有效的地方结束它们的作用，最为有

效的方式就是突出艺术家的创新意识。

二、以意运法

法由心生强调的是审美心源的创造功能，以

意运法则揭示出心灵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导向作

用。心为本体，意为作用。心生万法，它是创造

的总纲法门；意为心现，它是运法的具体路数。

艺术由意而造，意有高低、深浅之分，愈高深则

愈要妙。出乎己意，纵逸不群，不守成规，不拘

定法，意随心转，笔墨生活，媚人眼目，不敢越

雷池半步，终落细枝末叶。艺术运法是生命性情

的留影，毕竟依人不得，自欺不成。不迷信，不

依傍，不以权威的说法作为永恒的定则，不以他

人的经验作为自我的法则，我用我法，特立独

行，这就是以意运法。方薰就是这种运法意识的

提倡者： “画有尽而意无尽，故人各以意运法。

法亦妙有不同，摹拟者假彼之意，非我意之所造

也。如华新罗山水花鸟，皆自写其意，造其法。

金冬心又以意为画，文以饰之，为一格。皆出自

己意，造其妙。”④ 以意运法，能成就艺术的高

致。专工技法，则意为法缚。写心中逸趣，浇胸

间蒙泉，著天地华章。以心造境，以意运法，独

抒心怀，笔墨自然。运法不能一味猎奇，更不能

盲目循格，般若文字胸中流出。在艺术创作时，

不拘格套，超越故旧的传统和法则，泯灭似与不

似等边见，独运自家之法，这与规规于模拟者不

可同日而语。

中国艺术有关似与不似的讨论，不只涉及艺

术的形式问题，也流露出以意运法的意识。很多

杰出艺术家的经历表明，师法传统和权威，先要

学习规矩，得其形似；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之

后，则要超越形似，并与既有的传统和权威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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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这样，师古才能出新，照亮自家面目，实

现运法的价值。凡是富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往

往不与前人笔法相似，他们追求的是彼此精神的

相通。古与今、人与我性情接近，却不能停留在

模仿雷同。以意运法，意在笔先，不能囿于传

统，而要彰显个人性情。本源之心毫无差别，具

体作用各不相同。心有迷悟之分，对于法度的态

度也就不同。以意运法，就是不失本心，自觉自

悟，开启妙悟之心，拾取自家宝藏。百丈怀海

说：“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

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鉴觉性。自己但不被一切有

无诸境转，是故道师；能照破一切有无境法，是

金刚印，有自由独立分。”① 禅师认为，习禅参

修，乃至日常行为，都要重视生命的觉性，成就

自己，不被境转，不为物迁，才有自由独立可

言。艺术家特立独行，运法时自由独立。书写己

意，展现自己的个性，起用心灵的法则。以意运

法，否认了成规习见的绝对地位，这对于重创

造、讲体验、追求生命精神的中国艺术，具有不

可低估的意义。

以意运法，不落他人窠臼，这就要求既师法

传统，又能权宜善化。变通古法，化古为今，故

不失自家面目。既有的传统和法则可资参考，但

是，这些传统和法则再好，终究不能替代自家的

面目。艺术要抒发性灵，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

必须师法而善化，处理好经与权、法与化的关

系。中国古代权变论的渊源在法家、兵家和儒

家，不过，石涛等在艺术论中谈权变之道，注入

了活泼泼的禅理，主张以意运法，独立创造，不

囿于已有的传统和法则。具体到艺术运法领域，

面对前人留下的传统，后人不可熟视无睹，更不

能全盘接受。从经而不知权，师法而不善化，只

会深陷于泥古的圈套。只知古而不知今，满足于

媚人而不知悦己，纵然酷似某家，也不过是食取

某家之残羹罢了。处处以祖宗之法为原则，如同

坐井观天，不登艺术创造之堂奥，必定难成大

器。我之为我，须有我之面目在。不为某家所

役，而能化某家为我所用。中国艺术推重权变，

讲究适时而变，师古而善化，法古以开今，变通

以成家。

在中国艺术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艺术家，

都知权善化，富有创新意识。权变论并没有抛弃

古法，否认尊受的意义。尊而守之，化而用之，

既不自弃，也不自缚，方是正道。石涛运法，独

标胸臆，抒发性情，书写己意，成一家之法。他

有 “瞎尊者”“膏子肓” “头白依然不识字”等

印文，对既有的传统和法则持质疑的态度。石涛

极力破除传统和法则对精神的束缚，突破知识理

性等对心源的困扰，以直切了当的生命体验介入

艺术创作的当下情境。石涛自跋：“吾今写此二

十四幅，并不求合古人，亦并不定用我法，皆是

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化

规模。”② 每次艺术运法都意味着独特而唯一的

审美体验的展现，无从复制。运法不能依赖他

人，也并不一定只用我法，而是要依据具体的情

境灵活而行。不泥古，不执我，融入个性化的风

采，自成变化规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郭若虚论画，有 “气韵非师”之说。这个说

法的大意是，谢赫绘画 “六法”中的其他画法都

可通过后天习得，唯独气韵天生，不可师法。气

韵是艺术家天赋、资质、禀性的自然流露，各不

相同，无法强求。这种看法得到了后代的普遍认

同。清初恽南田说：“笔墨可知也，天机不可知

也；规矩可得也，气韵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

者，求夫不可知不可得也，岂易为力哉？昔人去

我远矣，谋吾可知，而得者则已矣。”③ 恽南田

把规矩和笔墨归为一类，把天机和气韵归为另一

类。规矩包含法度，此为古法，可以师法；天机

和气韵 “不可知”并 “不可得”，不可强求。法

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束缚心灵，又能为己所

用，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郭若虚提出

此说，颇有重视艺术运法的用意。气韵非师，法

自我立，在古法之外求生路，在模仿之外获取灵

感。气韵非师，发自天性，非学所及，必在妙

悟。

宋代以来，中国艺术家对待模仿的态度也深

受文字禅的启发。从北宋临济宗的汾阳善昭起，

禅门开始流行以古德的话语，即公案为参禅的典

籍依据，禅师们借此领悟前人的智慧，也以此作

为判断僧众是否开悟的参考。这就是禅宗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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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禅”，或称 “看话禅”。后来，临济宗杨岐

派的禅僧大慧宗杲对文字禅表示不满，提出参究

公案的某些语句话头，杜绝思量分别，借此扫荡

知见。他还主张参究活句，不参死句。依照文字

禅的宗旨，面向审美传统和艺术经典，关键不在

于超越历史影响带来的焦虑，而在于审美心境是

否活泼通透。师古意在开今，推陈贵在出新，古

法如能活用，也是甚深境界。

三、当下生成

超越知识理性的桎梏，解构陈规习见的普遍

有效性，从而彰显法度当下生成的意义，这是禅

宗法度论的题中之义。禅宗视法度为幻有，注重

法度的当下即是，这与儒家和道家的法度论不

同。大乘佛教有法空和我空之说，就是要破除法

执。事物因缘而有，如幻如化，执定五蕴为实

有，称为法执。破除法执，是指参透事物的虚空

特质，解构人对传统和法则等的依赖与迷恋。五

蕴、六尘因缘而有，幻化而在，不离性空之实。

既有的审美传统和法则是否有效，应从特定的生

命体验出发，而不是屈服于过往的历史经验。单

刀直入，不假外求，直切心源，当下即是。苏轼

指出，王安石有 “无法之法”之妙，其书法不可

学，学之不得其法。苏轼寄情书法，游戏笔墨，

往往不拘成法，随兴而就。黄庭坚深表赞许：

“夫惟天才逸群，心法无轨，笔与心机，释冰为

水。立之南荣，视其胸中，无有畦畛，八窗玲珑

者也。吾闻斯人，深入理窟，椟研囊笔，枯禅缚

律，恐此物辈，不可复得。”① 文人艺术注重创

新，最忌律缚。天才之作大多毫无心机，不守成

法，不落轨则。在审美活动中，究竟应该如何运

法，这根本没有现成的法度。艺术运法要根据艺

术家的性情才气而行，不在字体模拟之间。心有

所感，神有所触，信手拈出，自然高妙。

据禅宗典籍记载，历代佛祖把正法眼藏授予

后代继承者时，多留有法偈作为印证，其中含有

对传统、规则和法度等的思考。这些佛偈内涵稍

异，但是，它们主要是在阐述万法皆空、觉悟真

性等佛理。佛法是佛祖为了教化大众而采取的权

宜说法，禅宗对此加以解构，要求僧徒超越封闭

的心灵状态，复归鲜活的艺术世界，重视个人的

生命体验，以无尽藏心为源，以妙悟之心为用，

传法，受法，运法。这种思想深植于中国艺术家

的心灵深处。前人在艺术创作时运用的具体法

则，或通过理论思考总结出来的法度观，不能直

接作为艺术运法的笔头灵气，需要在传统之中融

入个人的当下体验。艺术法度凝结着独特的生命

体验，它是个人性情的真实写照。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独领风

骚者，必有自家精神，必以独特的面目出之。法

度当下生成，随机妙用，这与南宗禅超越知识边

见，摆脱逻辑推理的桎梏契合。大珠慧海禅师

说：“对面迷佛，常劫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

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

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② 大用现前，不存

规则。随机运法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杜绝推寻，

不假思量，纵横自在，心中无法，而又无法不

备。视法度为幻有，突出了法度的偶然性和随机

性，它要求超越逻辑理路，开启自身的生命体

验。法则是人对事物的命名，它既然是心智所

行，就必然有所依据。事物都有其存在法则，法

则属于善巧方便，随缘说法，不可拘执，无法依

凭。

普通经验是人们经历世事之后心中存留的记

忆，或是对过往经验的理性总结，它属于过去已

知的可以识别的认知领域。经验具有可记忆性，

符合生活逻辑和认知理性。同时，有些超然的经

验却不是记忆的结果，无法用生活经验和逻辑运

思进行识别。艺术运法接近后者，更适宜称为运

法体验，而不应视为审美经验。根植于历史的知

识经验，由记忆总结出来的法则和传统，并不能

直接移植到当下鲜活的审美情境，如果要使它们

发生作用，离不开转识成智的妙悟工夫。有些艺

术家试图从当下的情境中抽身而出，仅仅凭借过

去的生活经历、经验知识应对当前的情境，这种

旁观者的做法难以真正领略艺术运法的妙谛。在

他们看来，艺术创作是过往经验的再现或重复，

不过是普通生活经验的间接运用。这样看待艺术

法度，难免过于僵化和简单化了，并不能保障审

美现场的安全抵达。每次艺术创作都是一次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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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第１册，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９页。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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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历险，逻辑推理无法提供实际运法的有效

策略，艺术运法不是过往经验的再现，也不是既

有法度的必然延伸。因此，要放下旁观者的身

份，介入直切而新鲜的审美现场，而不是盲目地

服从、模仿那令人压抑的、而又不断地被正统艺

术史家强化着的传统。这样，当下的审美现场才

展现出它存在的意义。艺术运法的当下生成，就

是指通过消除现场与历史、经验与体验等的冲

突，重新建构属于当下审美情境的法度、秩序和

规范。

四、法无定法

禅宗的法度论有一个总纲法门，就是法无定

法。禅宗认为，传统、法则、规范等都是心识的

作用，人们习惯以知识理性的方式命名事物、规

定世界。其实，知识理性并不可靠，发自心源的

法度和规范都毫无实体。禅宗要解除知识理性的

困扰，不落知或无知的边见，杜绝缘虑之心，照

亮心中灵明。或者说，它要破除知识理性对精神

的束缚，还原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由。

大乘佛教认为佛说不可说、不可取，因无为

法故有差别。如来说法，只是随机而用，权宜方

便，事过境迁，便当舍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泡影，虚空不实，这已成为禅门的共识。禅宗公

案提到，既不应执著经论文字，又不能完全排斥

经典，堕入虚无之途。把权威说法视为金科玉

律，不敢越雷池半步，同属荒谬可笑。禅宗有

“心迷 《法华》转，心悟转 《法华》”的说法①。

这表明不能被佛经文句所缚，觉者应不泥经、不

执古。似孤峰般独立无依，如白云般逍遥自在，

就是心转 《法华》的境界，彻底觉悟，获大自

在。

禅宗文献有段世尊与外道关于 “定法”和

“不定法”的对话： “昨日定，今日不定。”② 这

是禅宗法度论的思想渊源。所谓 “定法”，是指

有法可依，这对于初入禅门的修行者来说，是切

实可行的。佛经是参禅悟道的必要工具和有效路

径。然而，佛经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方便说法，

其内容再丰富，内涵最深刻，境界再高超，始终

无法替代禅师的亲身体验。考虑到佛经的局限

性，佛教以无法接利根之人，以有法为其次立

法。“不定法”是说，参禅悟道不能囿于固定之

法，而应根据自身的情况选修合适的经典，还应

依照特定的觉悟情境采用合适的禅修法门。

禅宗讲法无定法，这不是否定法度的存在，

而是说不存在确定之法，无不变之法，无法即活

法，也就是不拘成法。昙颖禅师说：“才涉唇吻，

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犹

在沉沦。”③ 禅师们寻求觉悟之道，拒绝死门，

但参活句，不执死句，不涉唇吻，不守门户，活

参活用，不入俗套。这样才能成就真正的觉悟。

在禅宗看来，艺术法度犹如事物的存在，因

缘而有，缘起而成，缘灭归空，实无自性，假名

不实。禅宗直指法度的虚不实，不是指法度虚无

或不存在，而是强调法度以真空幻有的样态存

在，因此，在对待传统和法则时，就应心无执

念，心境自在。定法即死法，心法即活法，反对

参死句，提倡运活法。参禅悟道有活路，行文游

艺忌死句。这是南宗禅的法度观念，它深植于宋

代以来的艺术论中。葛天民论诗：“参禅学诗无

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④ 学诗当识活法，规

矩具备，却又变化神速，出于规矩之外。有法却

无定法，无定法却不失法度。活法既不循规蹈

矩，又非毫无法度，它在定与不定之间求活路，

故能流转如弹丸。禅法活泼泼，诗法亦如禅法，

这是以禅论艺的常见路数。赵光论书：“法如

禅机，笔如辨才，处处生涯，头头活泼，方是流

转不穷。”⑤ 落笔无定法，活法处处生，这是一

种挥洒自如、纵横驰骋的运法境界。很多艺术家

都能参透艺术运法的真谛，不沾不滞，心无取

舍。不取法，不取非法，不舍法，不舍非法。法

度遍在，心物无间，法不用求，当下即是。对于

艺术运法而言，由于艺术家的个性、素养、体验

等各不相同，不可能存在固定不变的法则。同

时，艺术运法还需要结合特定的审美情境而定。

只有家数门庭抛开，非与非法且置，才能法由心

生，以意运法，当下圆成，活泼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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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高

楠顺次郎等辑：《大正藏》第４８卷，第３９５页下。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６页。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７１９页。
［宋］葛天民撰：《寄杨诚斋》，［清］曹庭栋编：《宋

百家诗存》，清乾隆六年刻本。

［明］赵光撰：《寒山帚谈》卷下 《了义》八，卢辅

圣主编： 《中国书画全书》第４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１０９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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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是人对事物秩序感的规定，它本身并不

存在先天的合法性。法度意味着效法、仿效和常

规，同时，它又含有废除这层意思，二者截然相

反①。任何法则都不过是方便法门。法度既非实

体，又以特定的形式存在，或显现为某种形相，

具有某种规则。形相或方或圆，始终不离规则。

这些规则和形相依赖事物而存在，体现出一定的

秩序感。徐上达论印：“布置无定法，而要有定

法。无定法，则可变而通之矣；有定法，则当与

时宜之矣。是故，不定而定者安，定而不定者

危。去危即安，乃所以布置也。”② 篆刻之法，

在于定与不定之间。所谓 “无定法”，是指不存

在先天的章法和规则，印法必须经由篆刻家的心

境而生，刀法生活，神妙不测；篆刻 “有定法”，

是指它与艺术创作活动相关，必须遵循一定的审

美原则和表现技法。究竟如何用法，要结合印文

字体、结构、布局等因素而定。无法与有法，始

终不可把捉，妙在离合之间，贵在有无之际。

法无定法，不可执著，对此，妙悟之心显得

尤为重要。任何法度都属于权宜之计，随机起

用，不足以囊括宇宙造化的无尽生机，无法传达

天地万物的真实面目。然而，任何艺术都不能彻

底离开法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法度不成艺

术。视法度为幻有，并没有放弃法度，而是指万

法皆空，不能执定确定不变之法。心境虚空，情

无所执，才能运法自如。运法要师法古人，借鉴

他者，更要师法造化，臻于融汇化合、不加拣择

的境地，做到心无取舍，任运成法。这时，古／
今、人／我、心／法等种种对立彻底泯灭，笔笔皆
从性情流出，字字都是般若映现。超越规矩，合

乎自然，破除成法，心法双泯。无心于法，无法

不备，无心立法，无法不立。行住坐卧都是画，

言行举止莫非诗。以此形容艺术运法的境界，远

非一般擅长表现技法者所能至。

法无定法，幻法即活法，意在常法之外。因

此，中国艺术追求法外之趣，以无意而运法。法

外之趣，务必平淡天真，自然天成，有意为之，

去之愈远。文人艺术最忌匠气、俗气、斧凿痕

迹。书画写意，直显性情，运法自然，脱落尘

俗。石涛说得很直切： “‘至人无法。’非无法

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③ 既不舍一法，又

不立一法，这是艺术运法的极境。石涛反复提倡

“法无定法” “法自我立”，主张破除成规旧法，

这顺应了明清时期对艺术创新的迫切要求。石涛

在扬州生活多年，他以无法为至法，这种法度意

识对后起的 “扬州八怪”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这

批画家是清代艺术创新派的代表，他们画法怪

异，风格独特，其中郑燮的影响最大。他非常敬

佩石涛，在法度意识方面也深受其影响。郑燮轻

法度，尚意趣，不泥古法，不执己见。他说：

“揭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

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夫画以

前，不立一格，既成以后，不留一格。”④ 无论

是哪种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没有足以依凭的法

则，艺术家只能设身处地，随机运法。不以既有

的法则限制运法，不以既往的秩序横亘心胸，以

无意为己意，神会于笔精墨妙之外。天机勃露，

逸趣横生。非古非今，唯活是从。

总之，禅宗的法度论深植于中国艺术家的精

神世界，并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与批评中表露出

来。深受禅宗法度论的影响，中国艺术形成了质

疑与反思审美传统、文化秩序和艺术规则的法度

意识。这是中国艺术注重创造精神的体现，对于

高扬审美活动的创造性、培养独立的审美人格、

突破单线进化的艺术思维，都有不可忽视的价

值。任何艺术杰作都蕴含着某种独创性和独特

性，同时，艺术运法也必须把握艺术史的基本情

况，熟悉审美活动的游戏规则和评判标准。破除

对成规旧法的迷信与盲从，还并不是艺术法度的

最终目的，在解构的同时，更需要推动艺术史发

展的有效建构。这就需要从特定的审美情境出

发，合理地运用以往的审美传统、文化秩序和艺

术法则，同时抛弃与终结那些陈旧过时的因素，

并把艺术家的创新意识融入鲜活的审美现场。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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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据清代吴大贗 《说文古籀补》， “
%

”通 “銨”，取废

弃义。《管子·侈靡》：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

之。”郭沫若注：“金文以 ‘法’为 ‘銨’字，此两 ‘法’字均

当读 ‘銨’。”

［明］徐上达撰：《印法参同》，韩天衡编：《历代印学

论文选》，杭州：西泠印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３页。
［清］石涛撰：《苦瓜和尚画语录·变化章第二》，知不

足斋丛书本。

［清］郑燮著、卡孝萱编：《郑板桥全集》，济南：齐鲁

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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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关于最好形式的争论

［意］Ａ．费拉拉　 ［爱尔兰］Ｍ．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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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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