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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前提

———读 《资本论》


马天俊

【摘要】研究马克思对哲学的判断和期待是一回事，探询马克思实际所承诺的哲学前提是有所不同的另一回事，后一

项工作还很少做过。马克思撰述 《资本论》时，哲学的兴趣已经比较淡，但正是 《资本论》可能显示出马克思实际承

诺着何种哲学性的思想前提。通过反思马克思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论述，可以分析地看到，物及其属性被承诺，人及

其需要被承诺。针对这些前提，我们可以本着纯粹理论的兴趣追问其如何可能。这些追问和相关的思考将表明，马克

思的世界观包含着不同的成分，假如用它们构造哲学学说，并不能构成彻底而且融贯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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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眼里，劳动是最基本的人类实践活
动。正如他在 《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所主张

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

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

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

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本文的问题意识

是，商品就其使用价值而言，表明了或承诺着什

么样的世界观？在马克思的语境里，使用价值是

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商品已经是劳动产品，因而

使用价值所承诺的世界结构，间接地就充当着作

为劳动的实践之世界观承诺。这里首先致力于探

究使用价值的前提条件，以便为分析劳动实践做

准备。

这是一种出于纯粹理论兴趣的探究，从马克

思 《资本论》中有关的论述出发，但用力方向却

不同。马克思对人类劳动问题进行过长期深入的

研究，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不过他的兴趣

主要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对于他的现实关

切和革命追求亦即实践动机来说，他的理论立场

大概是够用的，但就理论本身来说，这种理论立

场可能又是不够透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出

于理论动机沿着马克思曾经的足迹来发问，首先

追问使用价值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工作主要围绕

《资本论》进行，必要时也涉及其他著作。

马克思说：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

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

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②马克思善用他所谓的

“抽象力”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ｃｒａｆｔ）③，经常主动 “撇

开”或 “抽去” （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某些问题或问题
的某些方面，以使事物或事情的某些方面凸显出

来而忽略其他方面，从而使自己的叙述沿着特定

的线索前进，被 “撇开”或 “抽去”的内容往

往被宣布为 “是与问题无关的”。其实，出于不

同的问题意识和探索兴趣，那些被忽略的问题可

能是很有味道的问题，那些历经撇开而剩余下来

并保持下去的问题也可能并非只有一条进路，而

是还有分 “歧”的可能。就马克思的论断来说，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

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纯粹的理论兴趣

可以将其中包藏的内容问题化，因此可以问：这

里承诺了物及其属性，承诺了人及其需要，承诺

了物的属性和人的需要之间称为 “满足”的关

系，那么，这些承诺的哲学性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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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上有物，如何可能？

世上有物，这大概是个事实，但它如何可

能？这一问题在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那里就

已成为兴趣点，甚至在更早的神话和宗教中就已

存在。这个问题人们平常可以不感兴趣，但在哲

学上却不是不值一问的。即使在知识昌明的今

天，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个

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在这里也不欲图回答。

如果说这一问题向来是难以彻底回答的，那

么，对于理论来说可以这样做，即将 “问题”晋

升为 “前提”，不再追问，相反，它作为前提倒

为理解和回答其他问题提供出发点。一般说来，

一切唯物主义都是以本来有物为前提的，在这个

意义上，一切唯物主义都不回答这一问题———世

上如何有物，相反，它从世上有物出发，去回答

其他感兴趣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回答这一问题，可能就要超出或

离开唯物主义，例如 《圣经》一开始就把神置于

物之前，这是解答 “如何有物”的一种方式。至

于这种方式究竟是否成立，暂时是不相干的。目

前的要点在于，世上有物并非在一切思考中都是

当然的第一前提。在哲学上，费希特、黑格尔以

及叔本华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提出过优先于物并解

释物的哲学学说。他们通常都划在唯心主义者之

列，这倒不意味着唯心主义是比唯物主义更彻底

的哲学。相反，唯心主义也有自己不再追问而以

为当然的前提，如果对这种前提加以追问，可能

就要走回到某种唯物主义那里去。

如果如何有物这一问题仍然有其哲学意义和

地位，那么就不难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别的方

面可能不仅仅是唯物主义的，但在这一问题上却

承诺着某种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并非典型的哲

学家，但马克思的思想却有其特定的哲学承诺。

二、物的世界有人，如何可能？

在物的世界上有人，这如何可能？在浩渺宇

宙之中，人太罕见了。这种罕见之物，是偶然出

现的，还是必然出现的？如果是偶然的，人对于

这个物的世界来说就难以有什么意义，就像很难

说一只蚂蚁、一棵草、一滴水对于宇宙来说有重

要意义一样。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其原因和机制

是什么？同时，必然性中是否包含某种目的性？

如果是，则必然性是如何容纳目的性的？如果不

是，则单纯的必然性是难以有什么意义的。这里

摆出的问题，是形而上学性质的，它们具有理智

上的必要性，而不一定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实

践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延宕，甚至全然不问，如

同事情一天一天地进行、草长莺飞、花开花落，

如此而已。但在理论上，自古及今，人如何出现

在世界上就是令人放心不下的难题之一。

马克思有一次似乎比较切近地关注了这类问

题。那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部人类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

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

己的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

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

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

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

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

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但是，这些

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

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

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

展。）”这番意思又进一步简明表述为：“一当人

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

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

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 就理论兴趣来说，《德意

志意识形态》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或者说是浅

尝辄止。从非生命的物如何过渡到有生命的物？

从有生命的物如何过渡到人？《德意志意识形态》

只是回答了后一问题的一部分，即动物如何过渡

到人。马克思把 “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视为人

揖别于动物的界碑，而且指出这一步是 “由他们

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但究竟是如何由肉体组

织决定的？——— “在这里” “不能深入研究”。

实际上，此后马克思在别处似乎也没有再进行这

个向度的研究。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实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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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深入地研究了人类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人类生产，但其内容却没有显示出和肉体组

织的决定作用有什么显著联系。相反，马克思倒

是插入了和肉体组织的生理特性未必同质的目的

性成分来说解生产劳动的机制。例如他说：“劳

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

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 不过这里暂不具

体分析这一论断。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知道，如果不采取神创

论，那么就总要解释无生命的物如何会 “生”出

有生命的物，解释有生命的物如何会 “生”出人

类。同时，即使是基督教那样的神创论，也未能

全然免除从无生命物到有生命物的连续性。按基

督教传统，在创世的６天里，神确实几乎只是下
命令，万物 （包括人）便齐备了；但在更具体叙

述造人的事情时，第一个人即亚当却是来自土

的， “亚当” （Ａｄａｍ）这名字的意思也就是
“土”：“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

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

当。”② 如果可以对 《圣经》进行哲理思辨的话，

那就很容易看到，人用土来造，意味着物的世界

的连续性。不过，单是土也成不了人，成人还需

要神来吹入生气。而且，人之为活的灵物，主要

不取决于土而取决于和土异质的东西，即神所颁

赠的生气，这里当然可以说又有某种由神意来表

征的分裂或断裂。没有连续性，如何有人这件事

就没有道理；但没有断裂性，人也不能从物中脱

颖而出，不能成其为人。这里似乎来不得 “辩证

法”，说事情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是连续和

断裂的统一，因为这样讲只不过是以答案的模样

重复了问题本身，理智上并无进展。

同时，假使让神化入自然并与自然合一———

这是欧洲近代哲学的伟大功绩之一，那么，在如

何有人这个问题上，就必须把从前属神的创造性

移交给自然本身，同时当然也要保证自然的连续

性。这种做法说到底仍是神创论自身的一个变

形，其中的断裂性依然存在。我们可以看到，这

些哲学性的问题及解法作为前提也为马克思的思

想所承诺。

当然，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就像在关于物的

问题上一样，如果很难解释从物到人的断裂性，

那么不妨也把难题前提化，让问题的内容成为一

种哲学性的初始设定。譬如古代的物活论和近代

激进的唯物论，它们都把某种独属于人或者在人

身上才最确切无疑的能动性作为原始设定并入物

的原则中。拉美特里曾这样写道：“古代哲学家

深信任何形体都包含着一种原动力，因而认为形

体实体是由两种原始属性组成的东西；这个实体

由于一种属性而具有运动的能力，由于另一种属

性而具有被推动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在一切运

动的形体中都非设想这两种属性不可，就是说，

这件东西是运动的，同时也是被推动的。”他反

对笛卡尔派的二元论，要把这种二元论中能动性

的一元归并到对立的另一元中去，因为 “单是广

袤并不能使我们对于形体实体的全部本质或形而

上学形式得到一个完备的观念，这只是因为广袤

把物质中的能动性的观念完全排除掉了”。他断

言：“我们无须大量引证就可以明白地看出，物

质本身就包含着这种使它活动的推动力，这种推

动力乃是一切运动规律的直接原因。”③ 稍加思

考即可看出，物本身只要是能动的，那么就隐含

着变化出人的线索。而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因

为理论上已经预先把关键的人性因素置入物中。

这是难题前提化的一种样式。另一方面，神创论

的激进唯心主义形式往往径直把人性因素设定为

第一原则，例如黑格尔的 “精神” （Ｇｅｉｓｔ）、叔
本化的 “意志” （Ｗｉｌｌｅ）；而所谓物质自然，在
前者是精神的 “外化”，在后者是意志的 “客体

化”。简言之，无论在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

的哲学中，因为如此这般的设定是预先所做的，

所以毫不奇怪，人将合乎 “逻辑”地出现在世

上，而且通常还秉有特殊使命。

此外，关于如何有人的问题，尚有一种特殊

的暧昧性，因为这问题显然是由人来问的，似乎

也只能由人来回答，如此一来，问题及其回答的

客观性就都要画个问号。

３

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８页。

《圣经》（和合本）“创世记”（２７）。
拉美特里：《心灵的自然史》，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

学史教研室编译：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年，第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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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有属性，如何可能？

物有属性，这又如何可能？属性问题涉及物

如何作为物存在。

就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关于物的理解，属性

是和实体或本质相对来说的，然而可感的属性如

何统摄于不可感的实体之下？或如何集结于实体

之上？这是一个在实践上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答的

问题，但在理论上，却是一个传统的哲学难题。

这里不妨援引陈康的研究，陈康曾将此问题表述

为 “性质团结问题”。他就此写道： “西洋哲学

史上第一个应用物质概念去解答性质团结问题的

是亚里士多德，它也就是这个概念的构造者。譬

如我们有以下三个判断：一、‘人是白的’，二、

‘白的是人’，三、 ‘白的是受过教育的’。亚里

士多德解释这三个判断，认为它们的形式虽然有

三个，但存有 （ｏｎｔｉｓｃｈ）方面的基础乃是相同
的。人所以是白的，或者白的所以是人，乃是因

为人是基体 （ｈｙｐｏｋｅｉｍｅｎｏｎ中世纪以来译为 ｓｕｂ
ｓｔｒａｔｕｍ），白是偶性。基体的功用我们可以用中
国话来讲，是个托子。偶性———依照亚里士多德

的意思———不能自存；它所以能存于人内，乃因

为这个基体———人———托着它。白的是受过教育

的，乃因为这两个偶性：白的和受过教育的，有

一个共同的基体———人，这个基体将两个不同的

偶性托在一起。”① 但是，关于物及其属性的问

题，亚里士多德是从判断入手来探讨的，这有赖

于特定的自然语言。陈康指出，影响巨大的亚里

士多德见解 “和通常的见解最接近，希腊文的语

句构造是主辞宾辞，拉丁文也是如此。继承希腊

罗马文化的欧洲四个国家，依着文艺复兴的先

后，乃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它们所用

的语句的构造也皆是如此。宾辞乃是叙述主辞

的。生长老死于这样语句方式里的人，思想方面

自然很容易采取主辞———宾辞的方式。因此一个

性质必归之于一主体，一个性质团也必有一个主

体支持着它”。然而，“语句构造并不同于它所指

示的事物的构造，我们仅可用主辞———宾辞的方

式讲话，事物的构造并不因此也就是这样”②。

对于从亚里士多德传下来的习见，近代唯理

论有所发挥，而经验论则有所破坏，破坏者以休

谟为甚，而补救破坏者以康德最为著名。不过照

陈康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物如何有属

性的问题上，不过是将存于对象方面的疑难转移

到了主体方面而已。陈康认为： “直观两形式，

十二范畴乃认识主体的工作机能。这里我们的老

问题：性质团结问题，在另一形式下又产生了。

这次它不产生于和认识对立的方面，乃产生于认

识的后面了！问题是：直观形式和范畴如何团结

成为一个认识主体？”③

显然，在这里，为解释物之有属性，存在

论、认识论、语言学上的启迪和疑难深刻地纠缠

在一起。陈康努力澄清了这类问题，至于如何解

决，他自认卑无高见，未献良策，而只是留下了

感慨：“原来一般浑浑噩噩的人熟视无睹的现象，

乃是西洋哲学史上二千余年所未圆满解决的问

题！”④

我们也卑无高见，而只是在这里重申此类理

论难题。

我们大概也不能指望马克思有高见，因为撰

述 《资本论》的马克思虽然声明在从事严肃的科

学研究，不过他的兴趣不纯然是理论的，或者他

的研究并未深及此类形而上学领域。事实上，马

克思只是把物有属性这一点拿来就用而已。马克

思写道：“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

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

是许多属性的总和， （ＪｅｄｅｓｓｏｌｃｈｅｓＤｉｎｇｉｓｔｅｉｎ
Ｇａｎｚｅｓｖｉｅｌｅｒ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ｔｉｓａ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
ｍａｎ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Ｅｖｅｒｙｕｓｅｆｕｌｔｈｉｎｇｉｓａｗｈｏｌｅｃｏｍ
ｐｏｓｅｄｏｆｍａｎ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因此可以在不同方面
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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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康：《性质团结问题与本质概念》，汪子嵩、王太庆

编：《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５０９页。
同上书，第５１１页。
同上书，第５１４页。
同上书，第５１５页。



论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前提

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①显然，就马克思的

表述来说，理论性的难题恰恰是如此这般的 “总

和”（Ｇａｎｚｅ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ｗｈｏｌｅ）如何可能？但
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出岔子，没有岔到

纯粹理论性问题上去，他只是利用这一包含着特

定形而上学遗产的常识性的判断，提及这一点大

体只是为了随后撇开这一点。

四、人有需要，如何可能？

相应于物有属性，人则有需要，而人有需要

是怎样一回事？

如果把需要视为人类的一个属性，比如表述

为 “人是有需要的物”，那么人显然还有其他属

性，这些属性与人的关系就将重新面临陈康所提

出并认为悬而未决的属性团结问题。

如果更切近地看，人的需要显示着一种关

系，即人这一物与其他物的关系。马克思或恩格

斯经常强调的吃、喝、穿、住等人类基本需要，

都是关系性的需要，或者更思辨地说是对象性的

需要。我们凭经验知道，吃、喝、穿、住之类需

要作为基本需要，其基本性并不是等量齐观的，

重中之重，大概是吃。吃之类的需要可算是一切

生命之物的头等需要，病毒细菌、草木虫鱼、圣

徒高僧，概莫能外。吃总是 “及物”的，在这个

意义上，一切这类需要都通过关系显示出 “他

者”，即物的世界必定以某种方式是多而不是一。

这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既不是自明之事，也不是自

明之理。

透彻思考人的需要及一切生命的需要，叔本

华的意志论或许可以看作一种杰出的尝试。即使

叔本华的意志论得出了所谓悲观的结论，叔本华

实际上也还是不能忽视自己的吃喝。但是，他的

意志论首先应该被视为纯粹理论活动，是形而上

学性质的，其中提出了极其深切的理论问题。只

是在次要意义上，才有必要考虑那种意志论是不

是叔本华自己的人生手册。同时，我们知道，恰

巧马克思出生的那一年，叔本华完成了自己的伟

大著作，不过似乎马克思并不了解叔本华那种对

需要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有另外的努力方向，

即承诺人有需要，并致力于改善满足需要的社会

条件。

马克思大概也不觉得吃喝之类的需要就是需

要的一切，因为他还考虑到了 “由幻想产生”的

需要。这是可以认真看待的。动植物有稳定的、

似乎一成不变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则有变动，而

且这种变动主要还不是被动的。马克思早年就认

为，与一般动物的种的狭隘性不同，人也能 “按

照美的规律”从事活动②；后来又认为，人类生

产满足人类需要，而生产本身又会催生新的需

要，甚至新需要的产生才标志着人类历史③。新

需要及其满足显然超出了动物本能，它有赖于某

种主动性和目的性。然而，物的世界及其法则是

否能够容纳人类的主动性和目的性？或者，在什

么程度上容纳，以什么方式来容纳？这不是一类

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人不是上帝，只能与物

“合作”。但是，如果物性与人性相异质， “合

作”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将在马克思关于劳动的

表述中尖锐地显现出来。

本着纯粹理论的兴趣，我们循着马克思的论

述辟出某些分 “歧”，指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某

些哲学性前提及其疑难。这些前提是马克思实际

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就是：世上有

物，物有属性，物的世界里有人，人有需要，物

的属性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从形而上学理论的角

度看，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彻底而且融贯的学说。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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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页。引文中引者在括
号里标注的德文和英译文分别来自：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ａｎｄＩ，ｖｏ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Ｈａｍｂｕｒｇ：ＶｅｒｌａｇｖｏｎＯｔｔｏ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１８９０，Ｓ１．Ｃａｐｉｔａｌ，
ｖｏｌ．Ｉ，ｂｙ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ｂｙ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ｏｒｅ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ｄ．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ａｎ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Ｌｏｗｒｅｙ，ａｎｄ
Ｃｏ．，１８８７，ｐ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Ｉ，ｂｙ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ｂｙＢｅｎ
Ｆｏｗｋ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１２５．其中字的粗体为
引者所加。

参阅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３页。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１—５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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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孙乐强

【摘要】《资本论》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

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时间—空间辩证法到空间—时间辩证法的转变历程，更为核心的是，他从政治经济

学批判出发，为我们新时期积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开辟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基于此，本文认为，《资本

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上具有极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我们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空间问题研究的理论

生长点。

【关键词】《资本论》；空间；历史唯物主义；时间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０６－０６

　　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化，历史
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诸多理论家，比如列

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都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富

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历史唯

物主义的空间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不过，在这些

成果的背后也存在一种值得讨论的观点，即认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弱化或忽视空间维

度的历史理论。这也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马克思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空间理论？对此，本

文以 《资本论》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著作的空

间理论的深度挖掘，来全面阐发马克思在这一问

题上的独特贡献，并以此为依据，客观评价西方

左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

进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生产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诉求

　　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
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关于空间

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空间拓展

上，而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本身的变化并没有给

予细致的研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在我看

来，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转型的系统解

剖，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本性，才

能从根本上理解资本对流通空间的强制性诉求。

而这点恰恰是马克思 《资本论》的重要贡献之

一，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形成和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

一个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 “劳动对

资本的形式从属”向 “实质从属”的转变。也

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资本主义才真正建立起与自

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才确立了专属于资本自己

的 “生产空间”。那何谓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

属”呢？马克思指出，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

属”实际上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形

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个阶段， “这种情况就是：

资本已经在一定的从属的职能中存在，但还没有

在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一般社会形式的职能

中存在”①。换言之，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已经

存在，但它还只是在局部空间中的存在，既无法

改变 “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无法 “改变实

际劳动方式的性质”②，在这里，“生产方式本身

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③，它还停留在它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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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再研究”（１２ＣＺＸ００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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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同上书，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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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的劳动空间之中，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首先，

整个社会的生产空间依然服从于使用价值的生产

逻辑，“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

这里是一条规律”①，资本还无法从空间上取代

前者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其次，工人

在劳动空间上仍保持着独立性的外观，资本只是

“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

等等活干”②，尚未斩断工人生活空间和劳动空

间的同一性，尚未消除工人的独立分散性，把工

人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劳动场所之内。再次，从资

本家和工人的内在关系来看，前者只是作为外在

的监督者伫立于工人之外，虽然工人都是为资本

家劳动，但这种劳动的联合本身还 “只是形式上

的，而且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是劳动本

身”，因而这种联合还是 “自在地存在”的③，

双方的关系还保留着外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随着这种统治和从属形式的发展，一种与资

本相适应的特殊生产方式也就建起来了。“在这

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

的生产方式，一种在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和现实

条件上都发生了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④ 如果

说，前者的判定标准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那

么，实质从属的最根本特点就是生产空间的全面

革命。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

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

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

命。”⑤ 也只有到了这时，社会生产方式才真正

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资本才真正开创

出属于自己的生产空间。首先，整个社会的生产

空间完全打上了资本的印记，全面服务于剩余价

值的生产，资本成为空间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开

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空间生产逻辑。其

次，工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空间的独立性，被

并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之中成为资本的要素，劳动

的生产力不再表现为劳动的力量，而是表现为资

本的生产力。再次，资本斩断了工人劳动空间和

生活空间的内在同一性，使二者发生了严重断

裂，致使工人在劳动和生活双重领域中均遭受资

本的奴役，沦为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受害者。最

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已经摆脱了外在的独

立性，成为资本家不断剥夺工人剩余价值的奴役

性关系，后者成为整个社会空间生产的统治性关

系。

根据不同阶段对空间生产的诉求差异，马克

思又把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区分为三种形式：

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所谓协作是指 “人数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

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

的指挥下工作”⑥。它所追求是工人在劳动空间

和劳动时间上的协同性，这种形式使每个工人走

出了个体的劳动空间，扩大了生产力在空间上的

作用范围，创造出一种超越个人生产力的集体力

量。然而，这种集体力量却不属于工人，而是属

于指挥他们的资本家。因此，在协作中，发生了

“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的最初变化，

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的最初变化；

最后，［劳动］在形式上的从属于资本向生产方

式本身的实际改变的最初转化”⑦，产生了专属

于资本的生产空间。也正基于此，马克思将协作

定义为劳动对资本实质从属的 “第一个阶段”，

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

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协作方

式必然会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其中最典

型的形式是工场手工业，它构成了特殊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第二种形式。与协作不同，分工在生

产的整体空间、个体空间以及个体相互作用的空

间上都彻底改变了。首先，分工在整体空间上打

破了协作的特定性和狭窄性，以 “工场”的形式

开创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空间。其次，分工打破了

协作的同时性，将同一商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在

空间上并存的不同阶段，实现了生产的 “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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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８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３０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８页。

同上书，第５８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９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８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４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７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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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向空间顺序的转化①，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

了更多的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再

次，分工彻底改变了个体的劳动空间，把每个人

固定在特定的程序之中，不仅压制了工人的多种

多样的生产才能，而且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

性，使他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畸形物。复次，分

工切断了工人与劳动产品、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直

接关系，消除了工人对劳动产品的认同感，减少

了工人联盟的可能性，使每一个工人都独立地面

对资本，消解了工人的反抗意识。最后，这种空

间分布造成了工人对资本的双重从属：一方面就

单个工人而言，分工完全消除了单个工人的独立

人格， “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②，

（没有标出处）使每一个工人从属于资本；另一

方面，就总体工人而言，总体劳动的生产力表现

为同工人相对立、外在的、统治工人并控制工人

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工人的总

劳动在实质上也完全从属于资本。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资料本身必然

会产生更加高级的生产形式即机器，而它的最完

备形态就是 “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许多机械

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自身表现为具有自主性

的动力系统。随着这种机器体系的广泛运用，一

种更深的空间奴役形式也开始上演了。首先，在

整个生产空间上，原有的空间形式已无法适应机

器大生产的要求，于是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式

即以机器体系为主体的现代工厂也随之产生，成

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主导形式。其次，工人劳

动空间的自主性完全沦丧。在工场手工业中，虽

然工人被固定在某个单一的操作之中，但它毕竟

表现为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个局部劳动的

过程。然而，在现代工厂中，这种所谓的劳动空

间彻底消失了，工人不再是局部和全部劳动过程

的主体，而是成为机器生产的附属物，劳动过程

不仅在社会形式上而且在物质形式上都沦为一种

次要的形式，工人劳动的主体地位完全丧失了。

最后，工人生活空间的全面恶化。机器大生产造

成了大量的相对剩余人口，使他们与在业人员形

成了相互残杀的竞争格局，不仅在生产空间上加

重了对业工人的剥削，而且在生活空间上进一步

强化了对所有工人的奴役，使得工人连最基本的

生活需要的满足都成为一种奢侈，“贫民窟”的

各种肮脏、堕落、无知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繁荣景

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

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从空间

视域出发的，从而在共时性的框架内实现了对资

本主义生理机制的科学剖析。第二，空间已成为

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工

具。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种空间并不是外在于人

的自然空间，而是资本在确立与自己相适应的生

产方式过程中所开创的具有经济属性的社会空

间。这是空间资本化的过程，它已经摆脱了单纯

使用价值的生产逻辑，完全屈从于剩余价值的生

产，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每种

形式都开创出与其相对应的生产空间形式，成为

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经济工具。第三，空间已沦

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一种政治工具，资本家正是

通过对空间的规划和重组，完成了对工人的政治

统治，使他们在整个生存空间中完全服从于资本

的压榨。最后，这也由此引发了一个更为核心的

问题，即如何来实现空间正义问题。在这里，

《资本论》也提供了一条可供思考的道路：要想

真正实现空间正义，就必须对空间进行政治经济

学批判，只有彻底推翻空间背后的资本关系，才

能真正实现空间正义。显然，这一路径要比列斐

伏尔和苏贾所谓的乌托邦革命深刻得多！

二、从时间—空间辩证法到空间

—时间辩证法：理论视角的转换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指
责，比如列斐伏尔、苏贾等都认为，马克思的历

史唯物主义完全采取了 “时间优于空间”的叙事

方式，相对弱化或忽视了空间的理论价值。如何

来看待这一观点？我以为，必须要从特定的历史

语境出发，全面揭示马克思时间与空间辩证法的

真实内涵，绝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通过对 《资本

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实

际上存在一种视角的转变，即从强调时间优先的

辩证法转变为以空间为旨归的辩证法。

在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剖析和意识形态批

判上，马克思的确强调了时间的优先性，但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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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因的。首先，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时间相

较于空间而言起着更为根本的决定作用，剩余时

间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剩余价值的多寡，因此，为

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采取各

种措施来延长劳动时间。不过，当时间 （工作

日）界限确定之后，空间的重要性才被凸现出

来。如马克思所说，在机器大生产阶段，工作日

的确立，促使资本家 “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

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

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

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

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

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①

因此，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当劳动时间确定后，

资本家必然会把单一时间扩展为在空间上同时并存

的生产时间，进而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

其次，马克思当时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资本

扩张的时代，后者还没有真正确立在全球的统

治，因此，空间对资本而言固然重要，但流通时

间更具有刺激性。诚如马克思所言：“距离也归

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

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②

流通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了生产的更新次数，进

而影响着剩余价值的生产总量，所以，为了更快

地进行生产更新，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缩减流

通时间，“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

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

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

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

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

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③。而交通

运输就是这种时间—空间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为

了缩减流通时间，资本家必然会开创和采用最先

进的交通工具，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力图把产品

到达市场的时间降低到最低点，从而为资本的生

产时间提供更多的余地；同时，也正是借助于交

通运输，资本摧毁了原有的城乡结构，使旧的生

产中心逐渐衰落，新的生产中心逐渐发展起来，

实现了资本空间的重构，把一切自然空间转化为

资本的社会空间，把多元并存的异质空间转化为

资本的同质空间，成为资本关系的附属地。

再次，从意识形态视角来看，资产阶级全部

把资本主义这种历史性的制度看作是一种永恒的

自然制度，这样无形之中就把时间彻底超空间化

了。为了撕碎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马克思自然

会从时间入手，详细剖析资本的起源、发展及其

最终的命运，来对抗这种绝对空间的谎言。只有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花

费一生的精力从事资本主义批判，才能理解为什

么在当时的背景下马克思会凸显时间的优先性。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看

出，马克思的确注重时间的优先性，因此，当列

斐伏尔、苏贾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采取了 “时间优先”的叙事方式时，是有一定合

理性的。但当苏贾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完全淹没了空间的理论地位时，又走向了另一种

极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唯

物主义本身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而苏贾恰恰

忽视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完全忽略了马

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视域转换，即从时间—空间

的辩证法到空间—时间的辩证法的转换。关于这

一问题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

国的转变上。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

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

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

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

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

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

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

条件。”④ 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也强调时间与空

间的辩证法，但这里的意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时间是决定性因素，因此，

所谓的空间只是作为一种附属手段屈从于时间；

而在这里，两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空间不

再是作为一种附属手段，而是转变为目的本身

（自由王国），相反，时间则转变为实现这一目的

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集中阐发了自由

时间对人类生存空间变革的积极意义。他指出，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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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４４卷，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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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

上必要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

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①。而在资本主义

条件，工人恰恰 “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几

乎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可言。因此，在马克思看

来，人类要想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要

打破这种物化时间的统治，成为自由时间的主

人，后者构成了人类自由发展的根本前提，“整

个人类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

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

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

用作为必要的基础”②。只有到了这时，人类才

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类的科学、艺术和

其他公共事业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 《资本论》是指向时

间的，还不如说是指向空间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资本论》

决不是一部单纯强调 “时间”的著作，它在最终

指向上恰恰是要借助于时间的运动来实现空间的

变革。因此，我们决不能像苏贾那样仅凭脑袋中

的记忆，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打扮成用时间

来阉割空间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做法不仅是非法

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何以可能：

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空间问题的升温，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
化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一问

题的研究上，存在三种典型的建构路径。第一种

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 “身体空间”转向。他通

过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的研究，看到了空间
生产在资本主义幸存中的重要作用③，这为他反

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缺口。也

是在此基础之上，他看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叙事

方式的症结所在，即用时间来压制空间。为了摆

脱这种困境，他主张以空间为中轴重新诠释马克

思主义哲学，由此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 “空间化转向”。他的这一理论

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必须要予以肯定。但

是，在这一转向背后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

先，在理论根基上，他已经完全溢出了马克思历

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在他这里，空间生产的基础

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 “物质生产”和社会

关系的生产，而是一种尼采式的 “身体的生产”。

他认为 “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

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

颠覆的身体”④，而 “空间的生产，就开端于身

体的生产”⑤。借助于这种理论根基的转型，他

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翻转为一种空间化的本

体论，阉割了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真实内涵。其

次，他陷入到一种空间拜物教之中。资本是资本

主义空间生产的原动力，后者只不过是资本生产

关系再生产的内在载体，虽然新的空间生产可以

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其在根本上是

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而列斐伏尔恰恰忽略了这

一点，当他把空间生产放大为资本主义得以幸存

的根本原因，进而将空间生产颠倒为生产关系再

生产的唯一途径时，恰恰夸大了空间生产的作

用，陷入到空间拜物教的窠臼之中。再次，在空

间解放的问题上，他深深地陷入到乌托邦的幻象

之中。虽然他认为相继存在着自然空间、抽象空

间和差异性空间，但由于他在根基上抛弃了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线索，使得他无法为各

种空间的相继发展找到科学的动力机制，而只能

通过乌托邦的想象来建构一种空间的激进政治

学，在现实中既看不到世界的尽头，也看不到未

来的希望。

第二种是以苏贾为代表的彻底的 “空间本体

论”路径。列斐伏尔虽然主张空间化转向，但他

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但作为他的

学生的苏贾，连最后的底线也刨掉了。他认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用时间

来淹没空间的历史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⑥。为了解决这种危机，苏贾

开出了一种以 “空间化本体论”⑦ 为核心的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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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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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代地理学，力图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

这种建构路径一开始就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

完全阉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思想，在倒洗澡

水的时候连小孩一起倒掉了；其次，在元理论的

叙事结构上，他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用空间

维度彻底取代时间维度，建构起一种绝对本体化

的空间理论，完全阉割了空间得以存在的历史基

础；最后，在理论诉求上，走向了充满混乱的后

现代地理学，后者既不可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

空间化转向，也不可能实现空间理论的自我救赎。

如果说列斐伏尔和苏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内部提出了空间转向问题，那么，哈维则从外

部提出了这种要求。作为一名地理学家，他并没

有像苏贾那样完全抛掉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试图

借助于它来寻求空间理论的突破，进而将地理学

与历史唯物主义嫁接起来，建构一种大众的 “历

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这点来看，哈维的贡献

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他通过对 《共产党宣

言》、 《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解读，深层挖掘

了蕴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间思想①；另一方

面，哈维并不像列斐伏尔、苏贾那样，把空间从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建构一种本体化的

空间理论，相反，他始终坚持从资本积累和阶级

斗争的视角来丰盈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积极

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建构。这一思路为我

们新时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

鉴。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

出，哈维的整个出发点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而是 “使用价值”的生产②。正如胡大平评价的

那样：“哈维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元理

论，而是在长期研究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对当代社

会分析具有冲击力的理论质点，例如从使用价值

的社会生产角度对 《资本论》重构而提出的危机

理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时空压缩、空间定

位、剥夺性积累等等。”③

在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也由此凸显出来，即

当下我们究竟如何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

研究。我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资本论》仍然

具有不可超越的时代价值，能够为我们积极推进

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首先，《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是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的，因此，我们必

须要立足于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来深化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切不可片面地坚持传统框架，用生产

方式范式来拒斥空间理论，这样就会阻碍历史唯

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论》的

分析表明，空间本身绝不具有自主的发展动力，

它只是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结果，有什么样

的生产形式，就有什么样的空间形式，我们只有

立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空间

生产的本性。因此，我们绝不能像列斐伏尔、苏

贾那样把空间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抽离出来，建

构一种本体化或绝对化的空间理论，用空间逻辑

取代生产逻辑。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

也是对空间问题的误读，其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唯

物主义的消解而不是发展。

其次，《资本论》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空间绝不是一种纯粹使用价值的生产空间，也不

是那种外在于人的自然空间，而是剩余价值生产

和流通的领地，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和分化工人

阶级的有力武器，它在本性上已经打上了经济和

政治的双重烙印。因此，我们对空间的分析，绝

不能停留在纯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更不能停

留在抽象空间的讨论上，而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社

会形态出发，实现对空间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换言之，必须要把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与当代

资本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历

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研究。

再次，《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也追求一种

空间解放，但他并不是从一种抽象的伦理批判出

发的。同样，马克思也追求空间正义，但他也不

是以一种空间本体论的方式追求的，而是以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其内置于历史自身矛盾发

展之中予以追求的。只有将空间问题内置于历史

本身的逻辑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这

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空间革命的真实意蕴所

在。因此，在当下推进空间问题研究的过程中，

绝不能抽象地谈论空间解放和空间正义，因为只

要空间生产背后的奴役性关系没有改变，一切空

间解放的欢呼都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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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现实突破和逻辑桎梏

———马克思哲学的隐秘实质


姜永刚

【摘要】本文从维塞尔 （Ｗｉｅｓｅｌ）认为浪漫派反讽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本源的观点出发，探讨青年马克思受浪漫派的
实质影响状况，并进一步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是突破浪漫主义精神救赎而转向现实的感性解放，因此两种思想有

着隐秘的亲缘关系。这种转向既是一种进步同时也在无产阶级、类、共产主义等领域形成了逻辑桎梏，使马克思哲学

面对现实问题失去了另外可能的向度。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隐秘实质；浪漫主义；现实突破；逻辑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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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浪漫主义的渊源在维塞尔的 《马克

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

本源》一书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书中维塞尔以

异样的视角解读了马克思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框

架，认为浪漫主义神话诗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隐

秘的本源。刘森林主编译介的这本书应该说具有

划时代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

走向应该起到振聋发聩的影响。可以说始于此如

若不认真对待维塞尔的观点，则很难说其研究是

负责任的；同样，不参照浪漫主义的因素研判世

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难说其评价会是中肯的；甚

或不区分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而执意为

之，则必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历史、当下

和未来之中）。这后果的严重程度可以套用马克

思自己的语言表达：“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

思主义者。”①我想马克思说这话的唯一原因是因

为其他人严重误解了马克思。重视维塞尔的观

点，寻找隐秘的浪漫主义痕迹，也许是认识马克

思主义哲学并清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被误解的

历史迷雾的钥匙。

一、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梦魇

浪漫主义的起源既有针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

科学和理性的反抗因素，也有克服有限性、通达

无限性的救赎因素。启蒙运动所坚持的科学和理

性遭到了孟德斯鸠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相对主义和
休谟 （Ｈｕｍｅ）的怀疑主义的首轮进攻，唯理主
义的理想被打破。始于真正浪漫主义之源———虔

敬运动的精神生活，启动了反叛启蒙主义理念

的，以精神、激情、神圣、个性、活力为特征的

浪漫派的真正进程。作为浪漫主义真正父执的赫

尔德 （Ｈｅｒｄｅｒ）以表白主义、归属感、理想的互
不兼容性，强调生命的表达性、多样性、个性，

此观念犹如可怕的利刃巨创欧洲理性主义的肌体

而几近颠覆了影响西方两千多年的 “永恒的哲

学”②。痛恨浪漫派放纵和幻想的康德 （Ｋａｎｔ）
以彻底反对决定论的、人是自己选择结果的、以

自身为目的的、反权威和无拘无束意志的自由

观，为浪漫主义埋下了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后果

的种子。席勒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以游戏冲动调和感性和
理性的学说，同费希特 （Ｆｉｃｈｔｅ）以生命源于行
动的理念一道，开启了浪漫主义的 “人必须坚持

不懈地生成和创造才能臻于完满”③的解放观念。

接下来的费希特自我的主格宾格之分、谢林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自身内的无意识力量观点，把走出
浪漫主义荒蛮森林的任务，托付给了诗人的意志

和情绪，从而开启了奔放的浪漫主义历程。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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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同上书，第９３页。



浪漫主义的现实突破和逻辑桎梏

的浪漫主义在浪漫主义者的艺术理论和生活中，

表现为思乡情结和某种类型的偏执狂两类思想情

感。思乡情结是有限性、经验自我、个我对无限

性、本我、自我即一和全的永恒追求———世界精

神化———诗化世界，这也是区别于启蒙运动所追

求的完美、封闭生活范式的无止境的向往和永恒

的运动。偏执狂情结则认为世界存在某种神秘的

狄奥尼索斯力量，在冥冥之中决定人和世界的命

运，既可以摧毁一切障碍解放人类，也可以给无

辜的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毁灭。纵观浪漫主义

的实质是变相的形而上学，在反对科学、理性、

理念的完满天国救赎道路中，踏入了反讽、精

神、意志的无限性救赎歧路。歌德 （Ｇｏｅｔｈｅ）和
席勒都反对无根的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不过

是空洞想象的狂放表达。 “浪漫主义是病态的，

古典主义是健康的”① 是歌德对其最终的断言。

维塞尔对马克思哲学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即其

神话诗学本源解读的切入点，是马克思的浪漫

诗。他从马克思１４０多首诗中选择了１７首，来
说明马克思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渊源，并把这些诗

分为 “整体之诗”、 “异化之诗”、 “反抗之

诗”②，来说明马克思从浪漫主义脱逃与转向的

思想脉络。如果维塞尔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对

浪漫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移植

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和评价之中，成为正确理

解马克思哲学的极具参考价值的路径。

维塞尔非常重视马克思文学旨趣对此问题的

论证价值，从而强调其传记中的重要迹象，即

“马克思终其一生对美学和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

趣”③。青年马克思曾听过浪漫主义首倡者之一

施勒格尔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的两门课，并得到 “勤勉

与用心”④ 的评价，应肯定深受其浪漫主义思想

的影响，因此也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诗歌梦想来

征服死亡，建立永恒的上帝王国，这有维塞尔列

举的通信与诗歌为证。但是马克思此举遭受的挫

败，维塞尔认为在他与他父亲的通信中可以看出

来：“在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３７年之间，马克思对浪漫
派的渴望的态度多次犹豫不定。然而，反抗和愤

怒的心情却最终获胜。”⑤ 马克思这种对浪漫主

义从沉迷到绝望的态度，在他的浪漫诗中有着直

接的明晰显现。诸如诗作 《苍白的姑娘》就表达

了其对精神本源、诗化宇宙的绝望及对世界荒

凉、生命有限的全新认识：“我心中燃烧的热望，

到头来竟是梦幻一场，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从此

我完全绝望，我的心信仰过上帝，如今却堕入地

狱的苦海汪洋……枝头没有掉下绿叶，向她表示

哀泣悲伤，天地一片沉寂，无法唤醒这位姑

娘。”⑥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马克思曾经对无限精

神的渴望、对自然神性的信赖，也表达了现在他

对自然精神已死、人无法永恒的无情现实痛苦而

逐渐觉醒的认识。马克思对此转变的评价是：

“最近的诗是毁灭性的一击……如遥远的天宫一

样真正的诗歌王国……以前的创作全都化为灰

烬。”⑦ 在后来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我们也得见马克思的表达明确显露了其哲学

思考如诗歌一样的此种转向。他说：“正像古代

各民族是在思想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

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

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一句话，你们不能使哲

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⑧ 应该说这

就是马克思在哲学中延续的对精神、神圣、虚幻

世界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对脑壳中的东西表示

了蔑视，开始转向现实的变革救赎，强调用现实

活动否定旧制度，并且只有现实的 “哲学”才是

哲学，才能消灭脑壳中的哲学。而浪漫主义不过

就是脑壳中的哲学，不具有反抗现有制度的真正

否定力量。可见，浪漫主义确是马克思思想路径

的一次迷失，尽管马克思不会承认他年轻时这种

稚嫩的梦游经历，而是把对真正的抽象哲学的批

判作为他哲学建立的基础，但是浪漫主义的价值

理想一直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他的哲学的转向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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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路径上是对浪漫主义虚妄的克服。而在他不

能以哲学转向克服的无限性、世界精神、意志动

力领域，他还是会回到他青年时的梦境，借助浪

漫主义在记忆中留下的印痕，构思他的哲学体

系。

二、马克思哲学是对浪漫主义

救赎的现实突破

作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的浪漫主义，试

图遵循意志、精神动力原则，由有限趋向无限，

克服启蒙精神的理性、冰冷与虚无，实现人类与

世界诗化的神圣救赎。可是浪漫主义所鼓吹的无

意义、无目的的狄奥尼索斯的非理性，以及宇宙

冷酷无情的客观性，使马克思认识到浪漫派抒情

主义的救赎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用诗

作 《小提琴手》的愤怒和悔悟的语言说 “上帝

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艺术是从阴暗的地

狱跃入我的心中，它使我心荡神迷、如醉如痴，

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①，从而

否认了艺术———诗化世界———也即浪漫主义对人

实现拯救的可能性，认为浪漫主义的救赎不过是

魔鬼给予的美妙的幻影，它不会通向天堂而是走

向地狱。

在经历由渴望、相信到挫败、失望、绝望的

痛苦之后，马克思开始寻找新的救赎方向，他的

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是必然保留着浪漫主义基因

的浪漫主义的转向。

１．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救赎的现实突破表现
在其对精神解放彻底批判的态度中

马克思由浪漫向现实转换的核心突破，表现

在其对感性的发现，及由之而对浪漫主义所追求

的精神解放和感情的内在丰富性的批判上。马克

思这一转换的灵感应该来自费尔巴哈 （Ｆｅｕｅｒ
ｂａｃｈ）的感性理论。他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说了两句既是费尔巴哈的发现、也是

见证他灵感到来 （感性转向）的真诚而严肃的判

断： “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

……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从

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

发。”②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如此高的评价中，

我们可以推见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精神丰富而肉体

僵硬的悖谬救赎困境所进行的长期苦闷的思索，

以及发现解决途径的释然与凝重。只有在寻找替

代那破灭的浪漫主义精神解放理想的合理之物长

期未果的隐痛心境下，才会对一个引发顿悟的发

现有如此深切的感慨。所以，尽管马克思的思想

建基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 （Ｈｅｇｅｌ），但潜隐着
的、真正的出发点，却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救赎破

灭而遗留的心病。

浪漫主义无疑是追求精神解放的。其一是认

为人是精神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学、秩序和理

性的碎片存在物。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ｋｅ）为此反对启蒙运动造成人活力
的窒息，认为 “由于人类的堕落，由于毫无想象

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

工作，人类精神已经石化”③。其二是认为世界

真正的主体是精神，是本我，是一与全，因此世

界必须被浪漫化、被诗化，以解放凝固于其中的

精神内容，从而通达由有限到无限的救赎之路。

施勒格尔说 “一块石头肯定也有意识和精神，只

是石头死死锁住了意识和精神”④，并用 “有限

性的表象终将被消灭”⑤ 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精神

解放的追求。维塞尔对浪漫主义的这一追求也从

历史现实的判断中证实为：“面对生活在１９世纪
晚期的那一代德国人，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人和

自然、本质和存在、客观化与自我现实化之间，

一句话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敌对情绪。”⑥

马克思从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解放的抽身，是

由其在１８４３年到１８４７年创作中对精神的反驳中
透露出来的。本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立没有必

要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只要立论阐述即能够完

成，但是在这五年期间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

《哲学的贫困》全部持批判的态度，而对精神的

批判一直贯穿其中。在著作中他说过鲜明的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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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

论）“法的关系……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

般发展来理解”①。这段话清楚表明其曾有的

“善良的 ‘前进’愿望”② 的浪漫主义 “苦恼”

与 “人类精神”的关系，以及与 “人类精神”

决裂的事实过程。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已经看清了他曾坚信的精神的 “非存

在”性质，认为 “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

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③。在 《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非

对象性的感性客体的局限性，否定了精神，认为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

客体”④，这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抛弃了精神

主体的任何学说而转向人的实践。在 《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马克思建立了具有现实根基的、以

“感性主体自我意识”为实质的精神学说，从而

否认了精神主体 （本我）和 “摆脱客观性符咒

的自由行动”⑤ 的自我意识，以及 “人类意识是

利用普遍本我要认识到自身即认识自己的精神活

动所使用的手段”⑥ 的浪漫主义理论假说。马克

思指出了精神的现实基础是 “人们是自己的观

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

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⑦，并强调要 “清除实

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⑧。

而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分析了精神的来

源，从而进一步对这种颠倒无用的纯粹哲学的

“贫困”现象予以嘲讽： “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

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

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⑨ 这

样浓墨重彩、长篇累犊的批判已不能说明批判的

偶然性和客观性，而是表明马克思潜意识中自身

曾对精神的信仰以及现在对精神的自觉拒斥。应

该说没有年轻时的浪漫主义思想印痕，则精神在

哲学中的 “在场”不会让马克思如此敏感与反对。

２．马克思的现实救赎之路是从精神解放和
感情的内在丰富性转向感性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

发展

否定了世界精神，否定了诗化世界的可能

性，马克思要寻找另一条救赎途径，那就是感性

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条救赎途径具体是

通过把反理性转向反贫困和反资本逻辑、把非理

性转向感性的确定性、把精神转换成肉体、把精

神的生成转化成人的生成、把无限性转化为感性

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把全和一转化为类、把精神

自认转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把有限无限悖谬的动

力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而构建起来的。

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与科学对人的抽象和僵

化，把人变成没有精神的物质，使世界呈现为无

神的荒凉。马克思却认为不是理性和科学僵化了

人，而是理性和科学的现实运动，也即私有财产

运动 （资本）和工业 （机器）使人异化为 “商

品”和 “牲畜”。资本和工业在马克思看来是抽

象的生产，是剥削的真正秘密，是现实中奴役的

根由，即 “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

来”瑏瑠。从马克思嘲笑浪漫主义者不懂得私有财

产和私有财产运动的本质区别是造成的 “家园失

落”的现实原因而空自感伤——— “浪漫主义者为

此留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瑏瑡 ———的揶

揄中，得见马克思抛弃浪漫思想和反资本逻辑的

此一转向。

浪漫主义认为诗化世界借助狄奥尼索斯的非

理性力量，马克思则强调依靠 “在自己的实践中

直接成为理论家”瑏瑢 的感觉，要运用内在的尺度

去 “构造”世界。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以及

人本身都是自己劳动的产物，即 “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

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瑏瑣。而这种劳动就是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过程，也即人

的感觉、感觉的人性的生成过程，亦即 “五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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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

马克思坚持费尔巴哈的观点 “感性必须是一切科

学的基础”②，认为 “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

据的肯定”③ 的对象化实践，是确证和实现人个

性的途径和真正现实力量。马克思为此直接否定

了精神是灵魂自我的欢愉，以及是渴望和生成无

限的自因谋划，而认为 “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

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 （意志、爱等等）

……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

界，才产生出来的”④。至此，浪漫主义的精神

及精神内部由有限向无限的追求，就变成了马克

思的感性身体及其向感性个体———人———自身生

成的追求。

浪漫主义基于人的碎裂、孤单、有限与虚无

而要追求无限、一与全，追求永恒与圆满，并把

反讽作为手段，把诗意世界作为目标，这显然是

马克思蔑视的由 “头脑的激情”建立的、只具有

幻想现实性的 “真理的彼岸世界”，相反马克思

要确立 “此岸世界的真理”⑤。马克思这一转向

的迹象，在１８５８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中由他自己提到过。在序言中，他说明了他对人

的进步救赎观念由纯哲学 （包括浪漫主义）转向

现实的事实过程：“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

之次……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

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⑥

马克思这一转向首先就把浪漫主义描述的机械、

碎裂的身体，变为由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造成的异

化而产生的畸形和贫乏的肉体，而解放的途径和

方向就是通过 “消灭私有制”⑦，实现 “人的一

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⑧。这一转变是基于

现实的、感性的人，并且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

的中的人，并不是 “脑壳”中解放，因而无论在

解放途径和解放目标方面都具有现实性，因此马

克思主义者会坚定地指出浪漫主义的虚妄性，即

“浪漫主义是对工业革命恐怖的逃避”⑨。

随着马克思把精神与现实的贫乏与单调转变

为人感性的丰富与发展，他也把无限性、一和全

归结为类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人是把类当作

自己的对象的类存在物，而不是纯个体存在物。

恰似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强调的 “诗歌是真正

的、绝对的真实”瑏瑠，马克思也坚持只有作为类

存在物人才能是 “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

物”瑏瑡。也恰似浪漫主义强调的 “人有意识的个

我、有限的自身不过是人真正的神圣自身的一部

分”瑏瑢 一样，马克思也强调 “特定的个体不过是

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瑏瑣，而 “类存在则在类意

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

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瑏瑤。当浪漫主义强调

诗化世界以达到永恒与无限，去弥合 “诗与经

验、理想与现实、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分歧”瑏瑥

时，马克思也用 “联合体”、 “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瑏瑦 来表述共产主义的

这种 “诗化”特征，其表达方式在形式和意义上

都与浪漫主义基本一致，即 “这种共产主义，作

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

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

斗争的真正解决”瑏瑧。而当浪漫主义把这种有限

与无限、个我与本我的沟通力量，描述为一种不

断生成的对无限渴望的、“有限自我与无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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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现实突破和逻辑桎梏

之间的狄奥尼索斯亲缘的心情，是对宇宙意义的

认识，是对存在之诗的认识”① 的反讽力量时，

马克思则用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生壮大的无产阶

级力量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

动才开始形成”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

的历史隐形力量的产物、 “奴隶”和 “掘墓

人”———去消灭自身，实现共产主义。对此，马

克思有这样类似浪漫主义表达的语言，即 “自我

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③，又

有如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

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

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④。还有，当

浪漫主义用 “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⑤ 表达其

理念为生成着的无限增长的完美远景，马克思同

样用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

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

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⑥ 来说明人

的丰富的解放前景。更为相像的是，如浪漫主义

所言 “一切为我的事情皆是借助于我”，马克思

也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自身使命的自觉，即 “它

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

答”⑦。

通常认为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体系建立了

变革世界的新哲学，但黑格尔辩证法和理念实现

自身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革命性和共产主义运动

的无限性，而似乎浪漫主义的反讽和生成及无限

的概念更能够切合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以上的分

析很难说是牵强的歪曲。

三、浪漫主义的定式思维形成

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桎梏

如果马克思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是确实的，

那么马克思哲学当中的一些观念的逻辑根由就会

被发现并被破解，并且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合法性

就会得到指认。有理由认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

无产阶级、类、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等方

面，马克思没有脱离浪漫主义的话语逻辑而形成

其哲学思维突破的桎梏。

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所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

决定力量⑧的论断，并不是与生俱来或不证自明

的，它来自马克思苦闷求索的顿悟。尽管马克思

予以详尽的阐述和严密的论证，但这种从天而降

的超验的力量总有些浪漫主义所鼓吹的狄奥尼索

斯力量的影子。而这一历史动力力量的设定，以

极其抽象的方式被马克思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切

领域，并几乎左右了马克思哲学的一切判断，不

能不说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思维的逻辑枷锁。即便

人类社会真的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

量，我们还应该在康德的 “人以自身为目的”，

以及阿克顿的 “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

的”⑨ 的明见中，去寻求人类超越必然性的自为

力量，从而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是 “具有自我意

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决定中 “自由活动”。这

个判断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一种能看清自己的生

产力和生产系矛盾的 “自我意识”存在物———人

———自然也能看得出走出这种困境的途径，而未

必非要等到暴力革命的到来。这也就是阿伦特所

说的 “以自由立国”瑏瑠 的革命力量，它是不同于

必然性革命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导致的革

命）的替代途径。显然马克思的神秘力量学说拒

斥了这个途径的逻辑推演的可能。

浪漫主义由有限向无限、由个体向一全、由

个我向本我的自因谋划是反讽，而马克思也把无

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力量，即 “哲学不消灭无

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

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瑏瑡。在这里浪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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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那个通达无限的反讽手段，变成了哲学的头脑

（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心脏 （解放的力

量）。这一逻辑挪移就把无产阶级看成是消灭私

有制的唯一和有效的力量，以及把产生无产阶级

的私有制看成是必须被消灭的、无限生成过程中

必死的、不真实的阶段，从而彻底否定了私有制

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失去了探求私有制在其

自身中可能克服的变交换价值生产为使用价值生

产的可能性。交换价值的生产是无止境的，它决

定于对金钱的贪婪，而使用价值的的生产是具体

的，以身体的享受为限。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

两个生产的对立端，会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趋于

动态的平衡，从而使私有制的无限运动终止于人

在实践中确定的尺度中。在洛克的财产 “享用”

为限、获得以 “共有”为度的原则里，在亚当斯

密的以 “体面生活”为必需品的概念中，都表明

了私有制可以合理存在而不必必然被消灭的可能

性。但是，一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按照反讽的逻

辑设定，则无产阶级灵活的现实性就变成僵硬彻

底的革命武器，而不再具有阿伦特所说的 “契约

立国”的可能性。同样在浪漫精神中，反讽的虚

幻有效性就变成了真实而致命的对资产阶级革命

的合法性和残酷性。孰知生产从来都是在一定生

产关系中的生产，这种革掉资本家命的、生生断

裂生产关系的生产，是否也会中断历史通向目标

的生成过程？

浪漫主义逻辑对马克思思维的最高桎梏，在

于形成了马克思所言的类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在

浪漫主义的思想中无限、一、全、本我、诗化的

世界才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有限、个我不过是通

向无限的碎片，是非我。但很难说存在无限、本

我之类的永恒物，其实真正真实的就是有限的、

必死的经验个我。但马克思显然更相信无限 （类

及共产主义）而轻视真正存在的有限的生命。他

说：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

……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① 个

体的死其实和所谓类的存在并没有具体关系，海

德格尔明确指出 “死本质上不可代理地是我的

死，然而被扭曲为摆到公众眼前的、对常人照面

的事件了”②，所以不能因为所谓的类而伤害个

体。没有超个体的类实体，正如没有超个我的本

我、超有限的无限一样。把某类个体排除在外的

如 “无限”一样完美的 “类”不过是人类的幻

觉，其最终现实表现不过是一种具有乌托邦精神

的普通个人组成的群体罢了———卡尔·波普尔所

言的 “乌托邦工程师”，不可能具有统一的精神，

更不会具有完美的精神。可是，马克思却对这种

“类”的观念深信不疑，此事实表现在马克思对

无产阶级领导者的信仰中。在 《法兰西内战》中

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表达了对公社和中央委员会的

绝对信任和高度评价。诸如说 “公社的伟大社会

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③，还引用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

……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

洁、狂热”④。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论证为什么由

常人组成的公社会成为超社会的完善政体形式，

而中央委员为什么会成为超人。我们所能解释的

只能是马克思认为他们是无限性、是本我的化

身，因而才会具有这种完美和全面性，但其实它

们更像是马克思浪漫思维中那真正的 “一个幽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⑤。孰知无论是公社还是

中央委员，都不具有浪漫主义所标榜的完善性，

因此这种信仰不过是又一个浪漫主义的逻辑移植

而已。

马克思的感性和实践的思想，是真正具有活

力和变革价值的。但是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思想印

痕，却让马克思的哲学思索超出感性的限度，以

类似反讽、无限性、本我、一、全的思想论说无

产阶级、类及共产主义，而成了制约其思想价值

的逻辑桎梏。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的

思想，抛开浪漫主义的因素，回到本真的马克

思。历史不能改写，但人类的未来却能被筹划，

因此我们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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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吗？

———对 《法哲学原理》“抽象法”章的再考察


陈　浩

【摘要】区别于自由主义和康德式的自由概念，黑格尔 （Ｈｅｇｅｌ）将自由定义为 “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认为自

由不是主体先天的自然属性，而是需要后天发展实现的社会属性。具体而言，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实现需要主客两个

方面的条件，即一方面要求有能够施行自我限制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有能够为主体自我规定的对象。然而，如果没

有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自由所需的这样两个条件不会凭空产生。私有财产权，借助排他性占有提供了自由所需的对象，

通过契约的规制和陶冶促成了主体的自我限制，恰好充当了满足自由实现的制度性基础。在这种意义上，私有财产权

构成了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没有私有财产权，便没有自由。

【关键词】黑格尔；抽象法；私有财产权；自由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９－０９

　　怎样运用 “私有财产权”为 “自由”作辩

护，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不论是在黑格尔之

前还是在黑格尔之后，一直有学者尝试从不同的

角度对之进行论证。概括来讲，依据研究进路的

不同，这方面的论证大体可分为两大派别。其中

一派持个体权利的立场，以洛克 （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
等人为代表，认为通过消除主体活动的外在障碍

或干涉，并为之提供相应的物质和法律条件，私

有财产权拓宽了财产持有者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

性①。另一派持功利主义的立场，以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人为代表，认为私有财产
权既是经济自由的保障，亦是政治自由的基础，

私有财产权因而充当了促进个体自由的重要工

具②。

上述两派在研究进路方面虽有所不同，但是

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完全相同，即都将个体不受

外力干涉的自由选择能力，视为自由的基本内

涵，并且将这种自由看作人的一种自然属性或天

赋能力。与之不同，借助对自由概念的重新界

定，黑格尔在私有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

提出了区别于上述两派的第三种论证方案。具体

来讲，黑格尔一方面认为自由不是个体的天赋能

力，而是一种需要具备主客两方面条件，才能发

展实现的能力；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从权利论

或功利论出发论述私有财产权对于自由的作用，

主张将私有财产权理解为自由发展所需的社会制

度性条件，认为只有借助私有财产权的 “陶冶”

（Ｂｉｌｄｕｎｇ）功效，个体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与实现。简言之，黑格尔从充当自由发展条件的

意义上，论证了私有财产权对于自由的必要性③。

９１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１２ＸＮＦ０２６）的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陈浩，江苏省沭阳县人，（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７—３２页。对于这一立场的更为详尽的讨
论，另可参见Ｇ．Ａ．Ｃｏｈｅｎ，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ｏｆ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ａｎ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４７－１６５．

②　 ［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２６页。关于这种观点的展开式讨论，
另可参见ＡｌａｎＲｙａ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ｉｌｔｏｎＫｅｙｎｅｓ：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３－４．

③　本文在研究思路方面，曾受到霍耐特和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的启发。霍耐特强调黑格尔式自由所需的主体方面条件，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则关注
黑格尔式自由对于对象方面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可视作对这两种研究思路的尝试性综合。参见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Ｆｒｏｍｄｅｓｉｒｅ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Ｈｅｇｅｌ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ｅｄ．ＤｅａｎＭｏｙａ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７６－９０．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Ｄｅｓｉ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ｎｄｓｍａｎａｎｄＬｏｒｄ”，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Ｇｕｉｄｅｔｏ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ｅｄ．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ＷｅｓｔＳｕｓｓｅｘ：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９，ｐｐ３７－５４．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一、自由：主体在对象之中的自我同一

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权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

述，之所以可以在上述两派之外独树一帜、另成

一脉，关键在于黑格尔对自由概念作了不同于以

往的全新解读。严格来讲，正是依据对自由概念

的独特理解，黑格尔才得以在私有财产权与自由

的关系问题上开拓出新的研究境界。

在黑格尔之前，大体存在两种比较重要的自

由理论。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其核心特

征在于强调个体不受外在限制、自行选择做某事

的能力，伯林 （ＩｓａｉａｈＢｅｒｌｉｎ）称之为 “免于外

在干涉的消极自由”，也即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核心在于强调主体从政治、社会或宗

教等外在压力下摆脱出来，自主确立行为目标并

选择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前述洛克和弗里德曼等

人关于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关系的两种研究思路，

即是在这一层面上来理解自由的。与自由主义的

消极自由相对，另外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自由观念

来自康德 （Ｋａｎｔ），康德将自由等同于理性的自
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对于康德来讲，自由主义所谓
的自由选择，虽然摆脱了他者和社会等外在因素

的限制，确认了主体进行选择的能力，但是此时

的主体仍可能受制于欲望和偏好 （ｄｅｓｉｒｅｓａｎｄｉｎ
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是受限
制和不自由的，因而真正的自由不仅要求主体摆

脱外在的限制，而且要求其进一步摆脱内在的限

制，表现为理性的自律，即主体依据理性自我立

法，自我守法①。

上述两种自由观念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差

别，但是在下述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仍然保持

了相当的一致。其一，从对象方面讲，这两种自

由观都拒斥具体内容，均把具体内容视为对自由

的限制，认为自由只能涉及一种自我关联，而不

能与他者相关联。虽然康德关于实践理性自我立

法、自我守法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主体自

行设置自身对象的用意，似乎需要涉及主体与对

象之间的关联，但是康德将主体与对象的这层关

系仅仅限定于道德领域，而否认其在其他领域的

有效性，这使得这种对象仅仅具有形式主义的意

义。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种自由观都拒斥具体

内容。其二，从主体方面讲，这两种理论都将自

由视为主体的先天自然属性，而非需要后天发展

实现的社会属性。自由主义所辩护的自由，因为

没有对任性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和理性作出区分，因
而表现为对于主体自然天性的直接肯定。康德虽

然对任性和理性作了区分，并将自由等同于排除

了任性的理性自律，但是康德并不认为这种自律

是后天培养发育的结果，而仅仅将之视为先天理

性反思的结果，因而同样将自由视为主体的自然

属性。

黑格尔在不同的场合，曾对自由作过以下三

种较为明确的界定： （１）自我立法自我守法的
“自律”（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２）不依赖于对象而仅仅
依靠自身的 “自足”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以及
（３）在具体活动中的 “自我规定”（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除了这三种说法，黑格尔还对自由作过
一种较为模糊但却非常全面的定义，即 “在他者

之中守在自己身边”（ｂｅ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ｎａｎｏｔｈ
ｅｒ，Ｂｅｉ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ｓｅｉｎｉｎｅｉｎｅｍＡｎｄｅｒｎ），或者说是
“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ｔｓｅｌｆｉｎ
ｉｔｓ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ｄｉｅ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ｅｉｎｅｒｓｅｌｂｓｔｉｎｓｅｉｎｅｍ
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在本文看来，黑格尔对于自由的这
样一种定义，不但包含了上述三种定义的核心含

义，而且最能够突显黑格尔对于自由的独特思

考，因而应当被视为黑格尔关于自由的理想定

义②。具体来讲，黑格尔关于自由的这一定义包

含以下两层独特含义。

（１）就对象方面讲，“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
同一”这一定义，要求自由必须有其对象或具体

内容。换句话说，“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

使得自由不能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自我相关，而必

须与具体的对象相关。自由主义和康德式的自由

观念之所以拒斥对象与具体内容，是因为在他们

０２

①

②

这里关于几种自由理论的综述，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

ＷｉｌｌＤｕｌｅｙ的说法。参见ＷｉｌｌＤｕｄｌｅｙ，Ｈｅｇｅｌ，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ｐｐ４－６．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Ｂｅｉｓｅｒ和Ｐａｔｔｅｎ的说法，认为较
之 “自律”和 “自足”这两个概念， “自我规定”更为集中体

现了黑格尔式自由的本质特征。参见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Ｂｅｉｓｅｒ，Ｈｅｇｅｌ，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ｐ１９７－２００．ＡｌａｎＰａｔ
ｔｅｎ，ＨｅｇｅｌｓＩｄｅａ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４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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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自由———不论是消极自由还是自律———的

核心含义在于主体排除障碍的选择能力，选择意

味着主体只能表现为一种自我同一。如果主体与

对象相关，则势必会受到对象的限制，从而使得

主体的自我同一遭到否定，因而真正的自由只能

是无对象的，或者说至少是排斥对象与具体内容

的。黑格尔并不否认主体的自我同一对于自由的

重要性，但是他反对这种无内容的、纯形式的自

我同一。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主义和康德所支持

的这种自我同一，这种无内容、纯形式的自由仅

仅表现为抽象性，这种抽象自由在理论上容易引

向一种与物无涉的消极自我沉思，在实践上则可

能导致排斥一切的绝对破坏性自由①。对于黑格

尔来讲，主体要想摆脱这种抽象自由，只有通过

与对象相关联，将自身体现在具体的对象之中。

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的自由要求主体与对象、

与具体内容相关。另一方面，黑格尔还进一步指

出，自由主义和康德关于对象必然会破坏主体同

一性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主体与对象相关，

将自身体现在对象之中，并不必然受制于对象，

表现为不自由。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所有

的对象都必然构成对主体的否定，那些能够为主

体所自我规定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对象，不
但不会构成对主体的否定，相反恰好可以成为对

主体自身同一性，亦即主体自由的一种肯定与确

认。因此，只要能够变自然给定 （ｇｉｖｅｎ）的对
象为主体自我规定的对象，与对象相关的主体同

样可以在对象中保持自我同一，实现自身的自

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自由要能

够实现自身，就必须有其对象与具体内容，并且

对象与具体内容并不必然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反

而恰恰可以成为自由的体现。那种借助排斥对象

而停留在纯粹自我反思中的主体，所拥有的仅仅

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只有那些敢于进入对象，

在对象之中克服自身对对象的依赖，在对象之中

体现出自主性的主体，才可以说拥有现实的自

由②。

（２）就主体方面讲，黑格尔式自由要求主体
能够进行 “自我限制”（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即抑制
自身的任性和特殊性，表现自身的理性和普遍

性。换句话说，要想实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

实现 “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一方面要求

有合适的对象，即需要那些缺乏自身的形式，有

待主体赋予其形式，能够让主体自我规定 （ｓｅｌ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对象充当主体的具体内容。另
一方面同样要求有适当的主体，即主体必须能够

进行自我限制，克制自身的任性与特殊性，表现

自身的理性与普遍性。自由的实现为什么需要主

体进行这种自我限制？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并不

是随便哪一种主体，都可以在对象中表现出自我

与对象的同一，或者说在对象中维持自我同一

性。比如那些固执于一己的任性，拒绝任何规定

性的主体，除了与对象无关的抽象自身同一性，

没有能力在对象之中发现自身的同一性；或者说

那些虽然与对象相关联，但仅仅将自身的任性和

特殊性体现在对象之中的主体，也同样无法保持

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与之相对，只有那些克服

了自身的任性，将对象视为自身必要规定性的主

体，才能够实现与对象的同一，在对象中实现自

身的自由。所以说，即便有了能够为主体自我规

定的对象，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自由就能够实

现。黑格尔的自由还需要能够自我规定的主体。

而只有经过后天的陶冶，能够进行自我限制，将

自身呈现为普遍性的主体，才能够赋予对象以形

式，在对象中表现出自身的自主性，实现与对象

的自我同一。

一方面要求主体进行自我限制，另一方面要

求对象能够为主体所自我规定，这表明黑格尔所

谓的自由，并不是主体先天的自然属性，而是需

要后天发展实现的社会属性。这使得自由的实

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作为支

撑。具体来讲，一方面，不是所有对象，而只有

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对象，才有可能成为主体

自行规定的对象；另一方面，不是所有主体，而

１２

①

②

对于这种抽象自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黑格尔分

别举了印度宗教和法国大革命为例。参见 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０，
Ｓ５０－５２．另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１４—１５页。
对于黑格尔式自由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张世英和

杨祖陶两先生也曾作过与本文类似的论述：“精神的自由不是一

种在他物之外，而是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

就是说自由之成为现实，不是由于逃避他物，而是由于克服、

即扬弃他物。”（参见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

·第三部分》，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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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特定主体才会实施自我限

制，抑制自身的特殊性而突显自身的普遍性。换

句话说，直接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由于主客之间

的异质性，必然呈现为一种无可调和的对立关

系，无法实现相互之间的同一。只有经过陶冶与

教化，摆脱了自身特殊性的主体，才有可能与对

象实现上述同一。所以黑格尔式自由的实现，需

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即特定的社会制度作为基

础①。

二、作为自由条件的私有财产权

既然黑格尔的自由意指主体在对象之中的自

我同一，那么要想证明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必要

条件，黑格尔就必须证明，私有财产权在何种意

义上有助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同一，充当了这种

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概括来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私有财产权

在下述两种意义上促成了自由的发展与实现。

（１）就对象方面讲，私有财产权提供了能够为主
体自我规定的对象。前文业已讲明，与一般排斥

具体内容，单纯强调自我关联的自由不同，黑格

尔的自由要求主体与对象相关联，并且认为这是

一种能够为主体自我规定的对象。私有财产权对

于自由的第一个功用，即在于为自由提供实现自

身所需的对象。（２）就主体方面讲，私有财产权
陶冶了能够自我限制的主体。要想实现主体与对

象之间的这种同一，光有能够为主体自我规定的

对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自我限制的主体。

依据黑格尔的理论，先天自然意义上的主体，由

于受制于任性等特殊性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与

对象之间的同一，只有经过陶冶、摆脱任性等特

殊性因素的影响、能够自我限制的主体，才能完

成这种同一。从这层意义上讲，私有财产权对自

由的第二个功用，在于对主体进行陶冶，帮助其

完成自我限制，从而实现主体与对象的同一。

１．为自由提供自我规定的对象
与排斥具体内容的自由主义和康德对自由的

定义不同，黑格尔认为作为主体在对象之中的自

我同一意义上的自由，需要有具体内容充当其对

象。同时黑格尔还指出，并不是任意一种具体内

容，而只有那些有助于体现主体在对象中的自主

性，不会对主体的自主性构成威胁与妨碍的对

象，也即能够为主体所自我规定的对象，才能充

当黑格尔式自由所需求的对象。在 《法哲学原

理》“抽象法”章，黑格尔认为，正是私有财产

权为自由提供了其所需的具体内容，满足了实现

自由所需的对象方面的条件：

“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

在。”“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

以外部的领域……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

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

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②

作为主体人格之外在体现的私有财产，为什

么能够被视为对自由的体现而非限制，是颇费思

量的一个问题。因为说私有财产是人格的体现，

即是说人格对私有财产形成了一种依赖；而说人

格自由，说的是主体的自主性与无所依赖性。换

句话说，绝对的自主性应当表现为绝对的无所依

赖性，如果人格为了获得具体内容，必须将自身

体现在对象之中，那么此时对象就构成了人格的

一种限制，或者说人格自主性依赖于对象，自由

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简言之，体现在对象

之中的人格怎样才能不依赖对象，体现自身的自

我同一？

针对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这样一种难题，黑格

尔认为有必要设置一种特殊的对象，使其一方面

能为主体提供所需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不会构

成对主体的限制。黑格尔为此选择了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独特的对象，根源

于黑格尔借用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ｌｅ）的形式和
质料概念对私有财产所作的独特分析。黑格尔认

为，现实中的自然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缺

乏自身形式，仅仅作为质料存在的对象。这类对

２２

①

②

为了对抗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伊尔亭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Ｉｌｔｉｎｇ）等人对于黑格尔所作的形而上学和整体主义解读，Ｗｏｏｄ
指出，黑格尔自由概念的核心在于个体的自我实现 （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作为Ｗｏｏｄ思路的继承者，Ｐａｔｔｅｎ更进一步强调，是否
将自由视为一种发展实现的社会属性，而非个体先天的自然属

性，构成了自由主义与黑格尔在自由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参见

ＡｌｌｅｎＷｏｏｄ，Ｈｅｇｅｌ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５１－５２．ＡｌａｎＰａｔｔｅｎ，ＨｅｇｅｌｓＩｄｅａ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ｐ１０４－１３８．

参见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Ｓ１０７，
１０２．［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５４、
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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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由于仅仅表现为纯粹质料因素，使得人格可以

赋予其形式，将自身的意志即自主性体现在其

中。换句话说，这类自身缺乏形式的自然物，从

人格那里获得了其所需的形式，成为人格的定在

或外在体现。这种自然物恰好解决了黑格尔的对

象难题：一方面由于具备质料，自然物足以充当

人格的对象，体现人格的自主性，促使自由摆脱

其抽象阶段；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形式，自然物

不具备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不会在体现人格自主

性的同时构成对人格的限制，可以表现为主体自

我规定的对象。换句话说，当以自然物为对象

时，人格所依赖的只是其中次要的质料因素，而

对象对人格的依赖，则是构成其主要因素的形

式。就相互依赖的程度而言，物对人的依赖要远

大于人对物的依赖，因而这种自然物能够在不损

害人格自主性的前提下，充当人格自主性的体

现。在 “抽象法”章中，黑格尔所说的私有财

产，正是这种缺乏自身形式的自然物。正因为如

此黑格尔才会反复提及：

“跟自由精神直接不同的东西，无论对精神

说来或者在其自身中，一般都是外在的东西———

即物，某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以及无权的东

西”，“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

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其实作为外在

性的物没有自身目的，它不是 （自己对自己的）

无限的自我相关，而是某种对它本身说来是外在

的东西”。①

所以，对象能否成为人格的对象，取决于对

象能否成为自主性的体现。而对象要能够成为人

格自主性的体现，对象本身必须是无形式的纯粹

质料，有赖于人格赋予其形式。私有财产首先表

现为无主的自然物，所以其能够充当人格自主性

的体现。由于未曾留意到黑格尔对于人格对象必

须是无主的自然物这种限制，之前的研究在解读

黑格尔的私有财产权理论时，存在一定的误读。

比如ＲｏｎＲｏｗｅ等人由于未曾看到黑格尔关于形
式和质料的区分，单纯依据黑格尔所谓 “人有权

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

的东西”② 的说法，对黑格尔所说的对象作了过

于泛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有主体意志贯穿于其

中的任何对象，都能成为人格自由的定在与体

现③。实际上，黑格尔在不同的场合曾反复申

言，自然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格的定在和自由的

体现，是因为自然物本身是缺乏形式的一种存

在。因此，并不是随便一种对象，都能够成为人

格的具体内容，尤其是那些业已具备自身形式的

人工对象，则更是如此。所以，黑格尔所谓人格

的定在并不是泛泛之谈，人格要想真正贯穿对

象，成为对象的灵魂，则对象自身必须缺乏形式

与灵魂。因此，只有那些自身缺乏形式的自然

物，才能充当人格的具体内容，成为人格自由的

体现。

至此，我们证明了为什么作为自然物的私有

财产，能够成为人格自由所需的对象或具体内

容。其关键原因在于，作为缺乏形式的质料性存

在，自然物能够为无质料的人格提供了其所需的

质料，而人格能够赋予无形式的自然物以形式。

问题是，为什么作为自由具体对象的这种对象必

须包含财产占有关系而不能是一般的对象，或者

说即便要求财产占有关系，为什么必须是私有财

产而不能是公有财产？“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

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

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

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④

按照我们上述推论，任何一种缺乏自身形式，表

现为纯粹质料的自然物，在理论上都可以成为人

格的对象，为之提供具体的内容。因而这里需要

证明，与公有财产或其他形式的一般对象相比，

私有财产拥有自身怎样的独特性。换句话说，如

果不能证明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甚至于一般对

象对于人格的根本性区别，那么诚如 ＲｏｎＲｏｗｅ

３２

①
②
③

④

Ｅｂｄ．，Ｓ１０３－１０６．同上，第５０—５３页。
Ｅｂｄ．，Ｓ１０６．同上，第５２页。
ＲｏｎＲａｗｅ反对将私有财产权视为自由的必要条件，因

为在他看来，对于自由来讲，私有财产权既非必要，亦不充分。

之前关于这一点的证明，主要依据以下两条：其一，私有财产

权是人格的定在，其二，私有财产权是相互承认的前提。但是

在Ｒａｗｅ看来，除开私有财产权之外，另有许多因素同样可以充
当自由的定在形式与相互承认的前提，比如在所有制领域，有

共同所有或集体所有；在一般活动领域，有打字和写作等。参

见ＲｏｎＲａｗｅ，Ｉ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ｔｔｐ：／／ｒｏｎｒｏｗｅ．
ｈｏｍ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ｂｂ．ｃｏｍ／ｐａｐｅｒｓ／Ｈｅｇｅ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Ｆｒｅｅ
ｄｏｍ．ｐｄｆ．

参见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Ｓ１１４
－１１５．［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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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断言的那样，只要没有其他人格灌注于其中的

自然物，都有可能成为人格的对象，为之提供相

应的具体内容，体现其自主性。如果是这样，我

们就没有理由仅将私有财产权视为自由的必要前

提条件。是否果真如此？

费希特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质经我给以

某种形式后是否也属于我的。按照他的意见，当

我把黄金制成杯子以后，别人仍可自由自在地把

黄金取去，只要他不因而损害我的作品。即使在

思想上可以尽量把物质分开，然而事实上这种区

分仅仅是空虚的狡辩……即使物质存在于我所加

于对象的那个形式之外，然而形式正是一种标

志，说明该物应该属于我的。所以该物并不存在

于我的意志之外，并不存在于我所希求的东西之

外。因之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供他人占有

的了。①

黑格尔认为费希特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我们能否把形式和质料区分开来加以占有，或者

说占有形式的人可以不必占有质料。费希特的这

一疑问，与我们关于体现人格自由的对象为什么

不能是一般自然物而只能是私有财产的质疑是大

体一致的。因而黑格尔对费希特的回答同样构成

了对我们上述质疑的回答。费希特认为，同一对

象中的形式和质料是可以分开的，既然形式构成

了一个对象的灵魂，那么主体只要保有形式，而

无需同时占有质料，就可以体现自身的人格自

由。因而对于人格自由来讲，只要对象的形式来

自于主体就足以构成对自主性的体现，排他性的

私有财产权是不必要的。对于费希特的这样一种

观点，黑格尔持反对态度。虽然在强调形式对于

对象的重要性方面，黑格尔与费希特之间并不存

在分歧。不过在对待质料的看法方面，相比费希

特，黑格尔的看法则要激进得多，他认为质料完

全有赖于形式，“质料本身无法占有自身”。只有

形式才构成了质料的灵魂，对于一件人造物来

讲，形式和质料是无法分别加以占有的。在费希

特所举的 “黄金杯子”这个事例中，不存在我仅

占有形式，而别人可以占有质料的情况。鉴于形

式对于质料的重要性，我必须在占有形式的同时

占有质料。在这种意义上，主体赋予自然物以形

式的过程，同时即是主体对这种自然物的占有过

程。所以，在黑格尔那里，人格一旦赋予对象以

形式，同时也就宣告了自身对对象的所有权。简

言之，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形式对于一个自然物

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不存在赋予对象以形式而不

占有对象的情形。所以构成人格自然定在和体现

的自然物，必然同时是人格的私有财产，而不能

是一般的自然物②。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论证了为什么体现人

格自由的只能是无形式的自然物，而且证明了这

种自然物为什么必须包含一种财产占有关系。不

过黑格尔仍然留有一个问题未曾解决：即便我们

承认，为了体现自身的自主体，人格在赋予自然

物以形式的同时，构成了对自然物的占有关系，

可为什么这种占有关系必须是私有财产权，而其

他财产权形式，比如公有财产权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
ｃｈ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则不能满足这
一要求？换句话说，私有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在

体现人格自由时存在怎样的实质性差异，是黑格

尔需要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的意志作为人的意志，从而作为单个

人的意志，在所有权中，对我说来是成为客观的

了，所以所有权获得了私人所有权的性质；共同

所有权由于它的本性可变为个别所有，也获得了

一种自在地可分解的共同性的规定。至于我把我

的应有部分留在其中，这本身是一种任意的

事。③

虽然总体而言，黑格尔对私有财产权和公有

财产权的区分问题着墨不多，但是根据类似上述

的论述，我们仍然可以大致追溯出黑格尔偏好私

有财产权的原因。黑格尔在这一段中对比了私有

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的不同，其核心意思在于指

出，公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可以化约为私有财产

权，因为公有只是私有的一种任意而非理性的叠

加，所以其本身不是一种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财产

权形式。与公有财产权相比，私有财产权是一种

更为理性的环节。在体现人格自由的问题上，黑

４２

①
②

③

Ｅｂｄ．，Ｓ１１７．同上，第６１页。
无独有偶，邓晓芒同样曾对黑格尔关于费希特的这一

段论述作过讨论，只是他选取了一种与本文完全不同的视角：

承认对于所有的意义。参见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０—１９２页。
参见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Ｓ１０７

－１０８．［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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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之所以拒绝公有财产而支持私有财产权，并

非出于经济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对自由

的考虑。在黑格尔看来，公有财产使得多个人格

同时体现在一个对象之中，致使单一人格无法准

确把握自身在对象中所占的比重，无法从中识别

出自身的人格。对象要能够成为人格的具体内容

或定在形式，则这一对象中应当只包含单个人

格，而不应包含多个人格的存在。换句话说，多

个人格同时体现在一个对象之中，使得对象表现

为一种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单个人格的形式，这

使得单个人格对对象的形式无法形成主导作用，

对象也因此无法被视为单个人格自由或自主性的

一种体现。所以能否体现人格的自由或自主性，

是黑格尔在私有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之间作出选

择的标准①。

至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私有财产权所提

供的质料意义上的自然物，由于有赖于主体赋予

其形式，因而可以充当主体自身主体性的一种外

在表现。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借助私有财

产权所提供的能够为主体自我规定的对象，主体

实现了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黑格尔意义上的自

由得到了实现。

２．为自由陶冶自我限制的主体
不过，在私有财产权所设定的人格对无主自

然物的占有关系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这种同一

关系仍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这其中的原因

在于，黑格尔式自由要想得到实现，需要同时满

足 “自我限制的主体”和能够为主体 “自我规

定的对象”这样两个方面的条件，私有财产的占

有关系仅仅满足了实现自由所需的对象条件，而

未能满足实现自由所需的主观条件。换句话说，

虽然私有财产权所提供的对象，作为有赖于主体

赋予其形式的质料意义上的自然物，能够构成对

主体之自主性的体现，但是作为占有者的主体，

其在与自然物的关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仍然可

能是任性而非理性、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在物

和我的意志这一同一性中，物同时被设定为否定

的东西，而我的意志则在这一规定中成为特殊意

志，即需要、偏好等。”② 在主体与对象的这种

直接性占有关系中，主体尚未能够完成 “自我限

制”（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这使得主体与对象之间的
关系，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同一，自由仍然未能

实现。

这里仍然需要进一步阐明，主体的 “自我限

制”与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即与自由的实

现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说为什么主

体的自我限制构成了自由的必要前提？前文业已

讲明，黑格尔的自由，意指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

同一，或者说主体与对象的同一；并且指出，不

是随便哪一种对象，而只有能够为主体自行规定

的对象，才能充当自由的对象。不过在现实中，

并不是所有对象都能够为主体所自行规定，而只

有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无主物，由于其表现为可以

为主体优先占有的缺乏自身形式的质料性存在，

因而主体只需赋予其形式，即可完成与这种对象

之间的同一，实现自身的自由。与之相对，对于

那些处于社会状态之下，表现为他人私有物的对

象，由于其中业已包含了其他主体所赋予的形

式，这使得主体无法通过再次赋予其以形式的方

法来体现自身的自由，因而主体要想实现与这类

对象之间的同一，必须另外寻找其他途径。

在黑格尔那里，寻找其他途径的关键在于将

主体与物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黑格

尔认为，当主体所面对的不是自然物而是其他主

体的私有财产时，由于私有财产已经被另一个所

有者赋予了形式，成为另一个所有者意志的外在

体现，所以与其说此时主体所面对的是作为物的

财产，不如说是财产背后的另一个所有者，或者

说另一个主体。“财产作为意志的定在，作为他

物而存在的东西，只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存

在。”③ 换句话说，在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私有

财产的关系中，构成主体对象的已经不是物，而

是另一个主体。如此一来，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

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变为了不同主体

之间的关系。虽然由于无法赋予私有物以形式，

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私有物之间无法实现同一，

５２

①

②

③

在这一点上，本文在相当程度上曾受到 Ｐａｔｔｅｎ的启发。
Ｐａｔｔｅｎ的立论主要依据以下两点：（１）公有财产所包含的多重人
格因素，使得单个个体难以确认自身人格在外在世界中的对象

化效果；（２）公有财产对交换的排除，使得个体之间无法实现
以交换为中介的相互承认。参见ＡｌａｎＰａｔｔｅｎ，ＨｅｇｅｌｓＩｄｅａｏｆＦ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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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６６页。

Ｅｂｄ．，Ｓ１５２．同上，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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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的主体之间，确切来讲，是能够 “自我

限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由于都是无差别的普遍

性的表现，却能够实现这种相互同一。简言之，

黑格尔借助不同主体之间的同一，解决了主体与

物之间的同一难题。

问题在于，主体怎样才能施行 “自我限制”？

黑格尔认为，直接的主体表现为欲望和任性，不

会自发进行 “自我限制”，只有以相应的制度性

条件为前提，主体才有可能克制自身的任性和特

殊性，表现出自身的理性与普遍性，亦即进行

“自我限制”。在 “抽象法”章中，黑格尔认为

建基于私有财产权之上的契约制度，由于具备法

权规制和道德陶冶这样两种功能，恰好可以充当

主体施行 “自我限制”的制度性条件。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契约的 “法权规制”功

能。从理论上讲，作为私有者的不同主体之间，

要想得到对方的私有财产，大体有两种途径可

循：其一是基于暴力的掠夺，其二是基于契约的

交换。暴力掠夺这种途径所体现出来的，更多是

主体的特殊性因素，是无视他人意志的自私和任

性，其既是对另一个主体普遍性因素的否定，同

时也是对自身普遍性因素的无视。“暴力或强制

在它的概念中就自己直接破坏了自己。”① 相反，

基于契约的交换途径所体现的，则是对任性和特

殊性的一种约束，以及对理性与普遍性的表现。

因为契约的实现要求 “任性的意志必须否定其特

殊性，并将自身表现为一个普遍意志，与他者同

一的意志”②。主体对自身所施行的这样一种限

制，在起初阶段并不是出于自觉，而更多是由于

契约所代表的外在制度性力量的强制。作为制度

的契约，依据自身的法权规制力量，强制进入契

约关系的主体克制自身的任性和特殊性，表现其

理性和普遍性，以期 “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

为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契约和交

换”借助法权规制力量，可以强制主体进行 “自

我限制”。“抽象法是强制法，因为侵犯它的不法

行为就是侵犯我的自由在外在物中的定在的暴

力。”③

再看第二个方面，契约的 “道德陶冶”功

能。“只有自愿被强制的意志才能被强制成为某

种东西。”④ 从这种层面上来看，作为抽象法的

“契约”，不仅具有 “法权规制”功能，能够强

制主体进行 “自我限制”，而且具有 “道德陶

冶”能力，可以引导主体施行 “自我限制”。在

制度建立的最初阶段，契约和交换对于主体的各

项要求，比如克服自身的任性和特殊性，可能更

多表现为一种强制。不过，这种强制在后续过程

中会逐渐演变为主体的一种自觉，即主体通过对

法权的遵守，制度的陶冶，最终自行表现自身的

理性和普遍性。“契约以当事人双方互认为人和

所有人为前提。契约是一种客观精神的关系，所

以早已含有并假定着承认这一环节。”⑤ 换句话

说，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契约的实现过程，包含

了双方自愿抛弃自身的自私、任性等特殊性因

素，自愿将自身提升至普遍性阶段的过程。契约

的交换表面上是基于需要，是对特殊性的追求，

但是同时亦是对特殊性的抵制，是对普遍人格，

对自由或自主性的相互承认。在现实的交换过程

中，交换双方都要经历一个对自身的特殊性或任

性的否定，以及对他者的普遍性、自由或自主性

的承认过程。通过交换，个体在间接的意义上，

相互承认对方为一种普遍的人格，并间接将对方

视为自身自主性的完全体现，或者说实现自身与

他者的完全同一。因而，黑格尔之所以将契约视

作主体克服自身的特殊性而上升至普遍性的条

件，其原因在于契约所具备的陶冶功能，能够促

成主体的自我限制，抑制自私、任性等特殊性因

素，发展出理性等普遍性因素。因而两个私有者

之间的这样一种契约交换，包含着双方对各自的

任性与自私一面的克服，即 “自我限制”。

因此，作为私有财产权之制度性延伸的契

约，基于其 “法权规制”和 “道德陶冶”功能，

能够促成主体施行 “自我限制”，亦即克服自身

的任性和特殊性，表现出理性和普遍性。而 “自

我限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表现为无差别的同一

关系，双方都可以在对方之中实现与自身的同

一。在这种意义上，主体的 “自我限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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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吗？

了自由实现的条件。

不过，我们似乎仍然有必要追问，在黑格尔

那里，为什么直接的主体之间不能，而只有 “自

我限制”的主体之间才能实现这种相互同一？我

们知道，在 《法哲学原理》的导言中，黑格尔曾

将直接的主体定义为摆脱了一切内容和特殊性的

普遍性的自我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所有出于

本性、需要、欲望和冲动而直接存在的限制，或

者不论通过什么方式而成为现成的和被规定的内

容都消除了。这就是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那无界

限的无限性，对它自身的纯思维”①。既然直接

的主体呈现为无差别的纯反思、纯思维，我们似

乎可以说，直接的主体之间是同样能够实现相互

同一的。但问题是，在黑格尔那里，直接的主体

之间基于抽象反思的普遍性而得出的相互同一，

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状态。换

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每个主体都拥有意志，

“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

要素”②，因而作为意志的不同主体之间是相互

同一的。但是在现实中，作为私有财产占有者的

各个主体，在将意志与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既

可能表现为相互同一的理性和普遍性，亦可能表

现为相互冲突的任性和特殊性。具体来讲，使不

同主体产生区别的是构成不同主体的特殊性因

素，比如自私、任性和偏好等，而使不同主体相

互联系、相互同一的是其普遍性因素，比如对

爱、法的共同尊重和对公共生活的共同参与等。

因此处于现实阶段的主体之间，要能够实现相互

之间的同一，取决于主体怎样抑制其特殊性并突

显其普遍性，亦即主体怎样进行 “自我限制”。

而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借助契约的规制和陶冶作

用，主体才能对自身施行 “自我限制”，对自身

的任性和特殊性因素进行克制，并表现出自身的

理性和普遍性，进而实现相互之间的同一。

总的来说，黑格尔所谓的自由，即不同个体

之间的相互同一，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实现的，其

需要双方摆脱自身人格的特殊性，将自身表现为

完全的普遍性。只有借助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

契约制度的规制与陶冶功能，主体才会施行 “自

我限制”，克制自身的特殊性，表现自身的普遍

性。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契约制度因而构成了

主体与对象相互同一，即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

三、小　结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略作小结。在本文看

来，黑格尔利用 《法哲学原理》的 “抽象法”

章，从以下角度论证了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的关

系。

（１）黑格尔的自由是有内容的，并且是需要
实现的社会属性。在定义自由时，不论是自由主

义传统还是康德传统，都将对象与具体内容视为

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并且都将自由视为主体的一

种天然禀性。与之不同，黑格尔通过将自由定义

为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同一，强调指出，自由并

不排斥内容，而必须有其具体内容；自由不是主

体的自然属性，而是需要实现的社会属性。

（２）自由需要内容和实现这两种特性，可以
兑换为主客两方面的要求。自由对具体内容的要

求体现在对对象的要求上，即自由需要能够为主

体自我规定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对象；而作
为需要实现的社会属性，表现在自由对主体的要

求上，即自由的实现，需要能够进行 “自我限

制” （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的主体。换句话说，只有
同时满足上述主客两方面的条件，黑格尔的自由

才能成为现实。

（３）作为制度的私有财产权，恰好充当了自
由得以实现的制度性条件。因为其一方面借助主

体对无主的自然物进行排他性的占有，提供了能

够为主体 “自我规定”的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契

约的规制和陶冶功能，造就了能够 “自我限制”

的主体，满足了自由对主客两方面条件的要求。

简言之，在黑格尔那里，私有财产权构成了

自由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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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


陈金龙

【摘要】毛泽东在探索和诠释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具体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过程中，总结、利用和借鉴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包

含中国革命经验的因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靠农民力量、借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群众路线制定方针政策、社会

主义建设及其规律的把握需要一个过程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包含中国革命经验的元素；既要重视困难、

也要藐视困难，既要民主、也要集中，既要艰苦奋斗、又要改善群众生活，既要学习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做法，

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也借鉴与利用了中国革命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经验；建设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Ａ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２８－０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既是成为记
忆的过去，又流淌在现实之中，影响与作用当

下。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利用和借鉴历史经

验的政党，毛泽东在探索和诠释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过程中，通过总结、利用和借鉴新民主主义

革命经验，来诠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具

体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彰显了中国革

命经验的实践意义与当代价值。可以说，中国革

命经验是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的革命经验因子

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

具有全局意义的指南和方略。毛泽东结合中国革

命的历史经验，诠释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社会主义建

设的基本方针。

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

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教

条、本本的束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

实际出发，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

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中国国情依然具有特殊

性，建设方针的确立、发展道路的选择仍须从中

国实际出发。

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

须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毛泽东曾说：“除了别的

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

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

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

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①这种

对于国情的把握和表达，带有一定浪漫主义色

彩，但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实。在经历社会主义

建设的曲折之后，毛泽东借鉴民主革命时期的经

验，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１９６１年１月，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

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建国以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

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

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

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

底。”②在毛泽东看来，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

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无数。为了推

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

馆重新发现、写于 １９３０年的 《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并将标题改为 《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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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

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①

“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

究”。② 毛泽东不仅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说明了调

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而且要求运用中

国革命过程中创造的调查研究方法，来从事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调查与研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赢得

胜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统一战线，调动了

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这一成功

之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极富启迪意义。毛泽东

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

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

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

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

个方针。”③ 事实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多

种资源、整合各种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革

命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同样”二字，彰显了这一革命经验的时代价值。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妥善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上，

毛泽东同样运用了革命年代的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
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

会 “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

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

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④。这一方法是延安整风

时期解决党内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拓展

了其运用的空间，将之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方法。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法：“在一

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

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 ‘团结

———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

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

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

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

法。”⑤ 毛泽东具体解释这一方法，为的是让全

党全社会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来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

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

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

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

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⑥ 可见，“团结———批评

———团结”这一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被用来处

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彰显了

这一方法的时代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革命的胜利，主

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奋斗取得的，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

验。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主要仍应依靠自

己的力量和奋斗。我们需要外援，也不拒绝外

援，但基点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１９５６年 ８
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强调：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

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

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

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

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

的。”⑦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在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这一点上，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相通

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建

设作了注解、提供了样本。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
再次申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

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

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

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⑧ 将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 “路线”

的高度，实际上肯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

中国革命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启迪意义。

由上可知，毛泽东通过合理运用、选择性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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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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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中国革命经验，阐述和诠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

本方针，赋予了中国革命经验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革命经验元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同

的性质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具有各自的内涵。然而，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中国革命道路之

中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认

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建

设依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毛泽东在阐释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时，引入了相关的革命经验元素。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协调各种关系。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在从事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

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 “军民兼

顾”、“公私兼顾”，重视各项建设事业的协调，

如此才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赢得革命的胜

利。他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 ‘公私兼顾’，

或叫 ‘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

才是正确的口号。”①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

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在诠释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

时，毛泽东借用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他在 《论十

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

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 ‘军民兼

顾’、‘公私兼顾’。”②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

协调配合，兼顾各方面利益，才能健康发展。

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上的讲话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

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

针。”“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

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③ “统筹兼顾，各得其

所”是毛泽东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关系的基

本思路，是革命年代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的转换

和运用。

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既

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

依靠力量。毛泽东在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一书写按语时断定：“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

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

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

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④ 这里

的 “人民群众”，主要是指农民，是对农民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从农业合

作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体察了农民的力量。１９５８
年５月，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
告稿进行修改时强调：“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

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

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

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

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

仍然是这样。”⑤ 可见，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

建设的依靠力量时，没有忘记革命年代的经验，

革命年代的经验强化了他对农民作用的认识，农

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了建设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思想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是动员革命力量、形成人民战争的重要手段。毛

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

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

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

不能完成的。”⑥ 这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恰

当定位。社会主义建设要动员各方力量、协调各

种关系、汇聚各种资源，同样离不开思想政治工

作引导。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

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

期，尤其是这样。” “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工

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他力求

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

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

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

神”⑦。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在南京干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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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倡议：“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

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

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① 而要保持革命时期

的干劲、热情和精神，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激

励、引导和支撑。可见，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

建设的动员、组织、引导问题时，采借了革命时

期的经验。

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要走群众路

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

方法。１９４３年６月，毛泽东在 《关于领导方法

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

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② 这是经历中国革命曲折之后的

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在诠释社会主义建设

方针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时，

毛泽东仍然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制

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

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

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

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

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

条例。”③ 这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制定社会

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１９６１年５月，在
论述制定社会主义建设各项政策的方法时，毛泽

东要求各级党委 “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

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

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

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

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④

将群众路线作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方

法，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升华。

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革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多次陷入危险境地，正是经历挫折之后，中

国共产党人才认清了中国革命规律，赢得了中国

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各方面，加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

想在短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事实上不太

可能。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针对当时急于求成、急于
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搞革命战争用

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

的。”⑤ 这就借中国革命的历程，道出了社会主

义建设不可能速成的道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

泽东回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历史，

其目的 “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

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

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

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

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遵循内在规律，毛泽东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艰

巨性为例，说明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

性、重要性。

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内涵、

把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方法的诠释可以看

出，中国革命经验是他建构建设话语的重要思想

来源。

三、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革命经验记忆

毛泽东是哲学家，在诠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时，通过运用中国革命经验，使其建设话语富有

辩证色彩、充满辩证思维。

既要重视困难，也要藐视困难。中国革命之

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与 “战略上藐视敌

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策略的运用密不可分。如

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毛泽东借用了

中国革命的智慧来说明。１９５５年３月，他在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在

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

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

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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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８集，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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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

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

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

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

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

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

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

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 ‘高

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

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

方面，是在总的方面。”① 这就借助革命经验，

从战术、战略两个方面，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认识

困难的方法、对待困难的态度。如此，既有利于

寻找面对困难、化解困难的路径，也有利于鼓舞

士气，从容面对困难。

既要民主，也要集中。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

度，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组织方

法、工作方法，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

障。社会主义建设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民

主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既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

的；集中则能有效利用国家资源，保证战略重点

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毛泽东将民主集

中制原则用来诠释社会主义建设时说：“没有高

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

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② 民主与

集中是经济计划实施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运用民

主集中制来阐发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包含革命年

代民主集中制经验的借鉴。

既要艰苦奋斗，又要改善群众生活。中国共

产党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素以勤俭节

约著称于世。斯诺等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正

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中看到了红军的力

量所在、中国的希望所在。同时，中国共产党信

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 “关心群众的痛痒”、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

生活的问题”③。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弘扬艰苦奋

斗传统，又要改善人民生活。如何处理二者的关

系？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历

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

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

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④ 这里的 “历来”

主要是指革命时期，如此通过借鉴历史经验直接

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

思路。

既要学习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做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革

命过程中，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借鉴了苏

联经验，又突破了共产国际、苏联的束缚，反对

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经

验，加上 “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中国共产党人

选择了向苏联学习。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访问苏
联临别时就表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

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⑤

类似的表态，毛泽东重申过多次。毛泽东一方面

主张学习苏联，另一方面也反对照搬苏联经验。

他以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例，说明

了照搬苏联经验之害。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

毛泽东说：“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

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

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

年。”“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

能胜利。”⑥ 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毛泽东

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学习苏联的正确态度：“一

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

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

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

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

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⑦ 显然，在阐释社

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说

明了对待外国经验的正确态度。

可见，毛泽东在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

时，同样运用了中国革命经验，展现了中国革命

经验的辩证色彩。 （下转第４２页）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５册，第６２—６３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第２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３８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第８７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６６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第１７８页。
同上，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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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方


［美］查尔斯·海福特／著　邵小文、王彪／编译　林育川／校

中图分类号：Ａ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３３－１０

　　在西方，毛泽东呈现出多种角色，有时为人
们所需要，有时为人们所恐惧，这既取决于中国

革命被描述为解放运动和历史性进步的一部分，

或是共产主义扩张和破坏性暴力的一部分，还取

决于中国是否是西方国家的盟友———先是对抗日

本，后是对抗苏联。毛泽东曾以下面的角色出

现：民族统一者、农民造反者、红色君主、中国

的斯大林 （ｋｎｏｃｋｏｆｆＳｔａｌｉｎ）、人道的现代化者等
等①。

毛与他的拥护者一道制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

的故事，因为它们反映出无法通过参照历史事实

进行修正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差异。我的意图既

不是罗列困惑，也不是纠正误解。我在这一章中

将详述在西方流传的故事，来看看由于毛而产生

的充满争议的理解在哪些地方可以引领我们，关

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它们又可以告诉我们什

么。

１７８９—１９２０：舞台铺就，冷战上演

西方最早的 “毛泽东”形象被置于十九世纪

的 “宏伟史诗”之背景中，后者形成于１７８９年
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者看来，进步来自于消灭旧

体制，从黑暗时代的封建主义跃进到自由、平

等、博爱的光明之中。浪漫主义的英雄们———拿

破仑、乔治·华盛顿、马志尼———创造了民族国

家和对社会的合理控制。评论家们并不相信这个

故事。英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革命破坏导致

了混乱，而非自由，导致了暴民统治，而非平

等。他们认为，在英国，中产阶级凭借常识、普

通法和平民逐步地、和平地取代了天生的封建贵

族，并跌跌撞撞地进入到现代市场和民主政府。

在美国，控制着外交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

教徒在其遗嘱上增加了一点，即他们自己的快乐

的革命只是一个意外；新大陆上只有自耕农和富

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没有贵族或佃农，不需要暴

力或国家强权来推翻封建主义。这些令人愉悦的

神话掩盖了大量的暴力和压制，但另一方面，令

人舒服的自我欺骗也成了国家叙事的主要功能。

在十九世纪的历史盛会中，中国扮演的是旁

观者的角色，停滞不前并且与历史相隔绝。欧洲

人甚至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未察

觉到早期现代中国的基本变化。基于必须消灭陈

旧的亚洲社会来为现代文明 （即西方文明）扫清

道路的假设，西方强权祭出了武力和外交手腕。

１９００年介入镇压义和团后，美国人臆断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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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和驱逐作为障碍的满族人，将会自

然地导向 “有序的革命”，就像水流在去除阻塞

后顺流而下那样①。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周边的
两位领导者呼吁建立一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所组

成的世界，呼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一位是伍德

罗·威尔逊，他把人类的进步与个人主义、市场

资本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期望中国

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国家，最好还是基督徒国

家。另一位是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列宁，他以正

义、平等、集体生产、国家计划以及工人阶级社

会为名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挑战。威尔逊不受

限制地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在中美洲和拉丁美

洲，但他的修辞学则援引自道德榜样和自由贸易

———现在被称为 “软实力”。列宁宣称只有武装

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苏联免受复仇者的

攻击，并且只有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使世

界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乐于接受并检验这些普遍

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路径的

冲突导致对毛的故事讲述呈现出不同的方式②。

英雄的时代：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

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 《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１９２７）③
门户开放之后，在通商口岸的美国人和英国

人担心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北伐战争中盛行的民族
主义，将会再现义和团运动的暴力和仇外。但

是，毛泽东和很多中国年轻人将列宁主义革命视

为建立富裕和独立国家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把中

国归为 “封建的”，实际上当时晚清中国已经有

中央集权的平民政府，以及围绕小资本主义农场

主和全国市场组织起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任

何技术意义上，中国都不是封建的。然而，“封

建的”标签一改中国在１９世纪的大历史背景中
落后和充满异乡情调的形象，将其置身于普遍世

界历史进程中的革命前的阶段。“革命”意味着

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使中国富强。西方人用了很多

年才理解这一点。

赛珍珠 （ＰｅａｒｌＢｕｃｋ）在写 《大地》之前同

情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她怀疑革命是否适合中

国。她在１９２４年写道 “年轻的中国人多爱哲学

推理而不喜大喊大叫”，但其陈旧的 “常识基

础”会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不会结出

果实”，从而 “固守一种更明智的和更缓慢的有

序的进步”。通商口岸的美国记者乔柏氏 （Ｒｏｄ
ｎｅｙＧｉｌｂｅｒｔ）在其 《中国怎么了》 （１９２６）一书
中，赞同赛珍珠关于中国是恒常的和不变的这一

观点，但嘲笑她对中国人的能力所产生的敬意：

他们的心智是幼稚的，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并

且非常缺乏 “男子气概”。把中国交给这些人将

会导致混乱，而从这种混乱中会产生出布尔什维

克。一些上海人甚至认为应该像美国统治拉丁美

洲那样允许日本统治中国。

这些年间，毛泽东并不出名。１９３１年的一
份报告提到朱德和他的 “同样知名的……相互合

作的军官”毛泽东。１９３４年，一位勇敢的旅行
作家皮特·傅勒铭 （ＰｅｔｅｒＦｌｅｍｉｎｇ）渴望去中央
苏区，但最终留下的是这样的记录，即 “毛泽东

是一个３５岁的年轻人，他富有天赋和激情，但
同时身患绝症”。《时代》杂志在１９３５年第一次
提到毛泽东，称他为 “中国的列宁”。报道说他

没有 “固定的指挥部或固定居所，他随着中华苏

维埃政府以游牧的方式从一个省份转移到另一个

省份”，“病得很重，因而不得不乘坐担架”④。

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的两部关于中国的最具影
响力的西方著作讲述的故事差别很大，甚至相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Ｈａｙｆｏｒｄ，“ＴｈｅＯｐｅｎＤｏｏｒＲ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００－１９４５，”ｉｎ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ｈｅｎ，ｅｄ．，Ｐａｃｉｆ
ｉｃ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３９
－１６２．

ＯｄｄＡｒｎｅＷｅｓｔａ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ＯｕｒＴｉｍ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
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８－１６，３９－５７；ＥｒｅｚＭａｎｅｌａ，Ｔｈｅ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Ｍｏｍ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ＳｔｕａｒｔＲ．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１９１２－１９４９（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４），Ｖｏｌ３，
ｐ４３０．

Ｈａｒｌｅｙ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ｃＮａｉ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１），ｐ２１３；ＰｅｔｅｒＦｌｅｍｉｎｇ，Ｏｎ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４），ｐ１８５；“ＹｏｕｎｇＭａｒｓｈａｌｓＥｓｃａｐｅ，”
Ｔｉｍｅ（Ａｐｒｉｌ２９，１９３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ＺｈｕａｎｄＭａｏ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ｗａｓｉｎ１９３０．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Ｍａｏｓｄｅａｔｈ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ｕｎ
ｔｉｌ１９７６，ａｔｗｈｉｃｈｔｉｍ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Ｆｅｉｇｏｎ，
Ｍａｏ，ｐ４．



毛泽东在西方

反。赛珍珠谨慎地称她的 《大地》中的主人公王

龙为一个 “农民”（ｆａｒｍｅｒ），而不是一个封建的
“佃农” （ｐｅａｓａｎｔ），并把他描写为一个小资本
家，认为他就像外国传教士一样不需要革命或科

学种田。但是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１９３７年）呈现了一个 “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农民

阶级”，他们需要革命带来启蒙和当代价值观。

１９３６年７月，此时的斯诺已是拥有世界声誉的资
深的中国事务记者，他找到了毛泽东：他有 “瘦

削的，林肯式的体型，中等身材以上”，有一张

“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并拥有 “中国

农民的朴素和自然”。

斯诺的独家新闻告诉我们毛富有生气，并且

正在领导着一场抗日的社会革命，但是毛在与斯

诺的交谈中透露出了更远大的目标。斯大林关注

抗日缓冲区的建立，他指示毛与蒋介石建立统一

战线，这一点让毛震惊。毛勉强同意，但是他想

利用统一战线达到自己的目的。多阶级的联合符

合他赢得所有阶级支持抗日的需要，使他进入全

球反法西斯斗争的联盟，并团结城市知识分子和

西方进步人士。作为拥有领土的唯一的独立自主

的共产主义者，他并没有与攻击斯大林的叛党者

托洛茨基结盟。通过斯诺，毛泽东告诉世界，中

国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忠于苏联的事业，

但是也是独特的和民族主义的①。

作为一个乐观的美国进步人士，根据斯诺的

报道，毛的目标是：

唤醒中国亿万民众去相信人权，去与胆怯、

顺从和对道家与儒家的保守信仰做斗争，去教

育、劝服乃至强制他们为了正义、平等、自由和

人的尊严……以及新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观念

而奋斗。

斯诺的书把中国的国内革命与国际体系联系

起来。带着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敌意———这既是对

他的亚洲经历又是对他的爱尔兰人血统的反映，

斯诺宣称，将亚洲从帝国统治中解放出来既要依

靠俄国，也要依靠中国革命的胜利②。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正当日本军队进军南京时，
左派图书俱乐部 （ＬｅｆｔＢｏｏｋＣｌｕｂ）在伦敦出版了
《红星照耀中国》，特别地对苏联提出了声援；而

第二年春天在纽约由兰登书屋 （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
出版的版本并没有那样做。伦敦版本的审稿人欢

迎关于中国抗日的消息，但是美国的共产党则在

毛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痕

迹，最终斯诺只是淡化但没有删除这些令美国编

辑不快的内容③。

１９４１年后，蒋介石封锁了西方进入西北苏
区的途径，但在１９４４年夏天，又勉强允许了迪
克西使团在延安建立军事上的联络，以备战日本

的入侵。驻外事务官员约翰·谢伟思 （Ｊｏｈ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受到了陈毅的欢迎。谢伟思的父亲是四
川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陈毅曾跟随其

学习英文。同年夏天，《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Ｗｈｉｔｅ）也随后来到这里，此后又赶来
大批记者，他们反复地把阳光明媚的、民主的和

具有现代观念的延安与阴雨绵绵的、封建的重庆

做对比④。

谢伟思写道：“我们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感

觉，即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见到了

完全不同的人。”另一位记者说：“我发现我自己

不断试图想了解中国人，了解这些人。”除了毛

因为居住在乡下而不能轻易接触到外，接近其他

高层领导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 “为他们的

民主感到自豪”。毛种植烟草来满足他抽烟的习

惯，并剩余充足的烟草供给党总部。

１９４４年８月，毛召集谢伟思进行了几个小时
私人会谈，游说争取美国的援助。他向谢伟思保

证共产主义者 “不会担心民主美国带来的影响”，

并断言 “我们必须受到美国的帮助……我们不能

冒忽视你们的危险”。毛说，民主比共产主义更

重要，毕竟，蒋介石已经得到比希特勒更少的选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Ｂｒａｄｙ，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ｅｒｖｅＣｈｉｎａ：Ｍａｎ
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ｐｐ４６－４８；Ｈｕ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ｐｐ３３６－
３３７；ＤａｖｉｄＡｐ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ｎｙＳａｉ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Ｍａｏ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Ｓｎｏｗ，ＲｅｄＳｔａｒ，ｐｐ１０６－１０７，４４９．
ＰａｒｔＴｈｒｅ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ｉｎ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Ｔｈｏｍａｓ，Ｓｅａｓ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ｉｎ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５１－１８９；
ＨａｒｖｅｙＫｌｅｈｒ，ＪｏｈｎＥａｒｌＨａｙｎｅｓ，ａｎｄＫ．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
Ｗｏｒｌｄ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３３６－３４１ｌｉｓｔ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ｎｏｗｍａｄｅ．

ＫｅｎｎｅｔｈＥ．Ｓｈｅｗｍａｋ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ｓ，１９２７－１９４５：Ａ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１１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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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持当选。他们都预测战争将会至少再持续两

年①。

这些 “中国通”———记者、士兵、驻外事务

官员、甚至访问过毛的传教士———都认为美国和

苏联会继续配合并支持国民党，因为他们有占优

势的军事力量，同时也都认为抵抗日本的侵略需

要共产党的支持。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的

决策者注意到视毛为可能的战略伙伴的报道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中国通们也听到毛飓风带来的惊雷。白修德

事实上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毛的政权的专制方面，

尽管后来批判了这一点。他宣称共产党人是 “残

忍的大师”（ｍａｓｔｅｒｓｏｆｂｒｕｔａｌｉｔｙ），但是他们认识
到 “如果你抓住一个农民，把他当作人来对待”，

他将会为你而战。农民阶级 “任由他们的共产党

导师们摆布”②。但是这种暴力符合新的时代背

景，而不再是停滞、独特的中国与 （西方）文明

的冲突，而是封建主义的 “诸神的黄昏”和新中

国的诞生。一个战时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评论

道：由于新世界从未需要一场 “真正的革命”，

因此美国人难以理解 “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

革命可以是生命中基础的和完全自然的事实，去

延缓它就像让妊娠放缓下来一样难”。白修德和

贾安娜 （ＡｎｎａｌｅｅＪａｃｏｂｙ）在 《中国的惊雷》

（１９４６年）中写道，不到一千年前 “欧洲也以这

种方式生存，而后欧洲发生了革命……亚洲人民

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③。无论毛有什么样的错

误，但他正处在历史的浪尖。

１９４５年８月战争出乎意料地早早结束后，斯
大林和美国人迫使毛参加联合政府并把他带往重

庆，这也是毛第一次乘坐飞机。毛在高台与 《时

代》的创始人和出版商亨利·路思义 （Ｈｅｎｒｙ
Ｌｕｃｅ）相邻而坐。路思义的日记记录了毛的 “肥

大的蓝粗棉布外衣”和他的 “强烈但不友好的好

奇”。两人交换了 “客气的嘟哝”④。

美国和苏联进入了冷战，但两者都继续支持

蒋介石。毛在中国之外并不是标题人物；他的作

品很少被翻译并且只有左派的出版商翻译他的作

品。美国外交政策视毛为苏联的傀儡，视中国的

革命为苏联的全球扩张。战时中国问题专家们的

争论在国内大量发表，但最终影响力很小。费正

清 （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从重庆的战时服务机构
回到哈佛大学相对安全的环境从事写作，他把中

国问题专家们的争论编入他的 《美国与中国》

（１９４８）。共产党实际上是从国内生长起来的，但
是需要证明他们相对俄国的独立性。他记录道，

毛 “像马克思一样在西方已声名狼藉，很少有人

去研究他”⑤。

最后一本重要的记者们的书，杰克·贝尔登

（ＪａｃｋＢｅｌｄｅｎ）的 《中国震撼世界》 （１９４９年）
有先见之明地描述了农村的革命，而不是冷战中

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很少提及毛。１９４６年贝尔
登重返中国时，他绕开了延安：“那个窑洞村落

已经成了游客中心，”或许 “对我来说很难密切

接触到人民、战争或他们的革命”。贝尔登说，

他们的革命不是指毛的或党的革命。贝尔登讲述

了实际的农村百姓追求实际的目标的故事；对他

来说，毛代表共产党官员或者知识分子。“有封

建思想的”国民党没有满足中国人的需要，而共

产党通过满足中国人的需要获取了政权，但是在

其中，他们建立了 “把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解放

相混淆”的 “全新的权力机器”。贝尔登警告，

如果纯粹知识分子取得优势地位，那么在以后的

２５年里可能出现 “一些管理者凌驾于中国民众

之上”，他们不受民主监督的制约，可能 “强迫

别人接受他们的梦想，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最

后悍然实行暴政”。贝尔登错了：这些的发生并

没有用２５年⑥。
人民解放军 （ＰＬＡ）在几乎没有与美国人有

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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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ＭａｏＴｓｅｔｕｎｇ（Ａｕｇｕｓｔ２７，
１９４４），”ｉｂｉｄ．，ｐｐ６０４－６１４，ｑｕｏｔｅａｔｐ１６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Ａｎｎａｌｅｅ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Ｏｕｔ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ｌｏａｎｅ，１９４６），ｐ２０３．

ＧｒａｈａｍＰｅｃｋ，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ｉｍｅ（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１９５０），ｐｐ２０，１８９；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Ｏｕｔ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２０２．

ＲｏｂｅｒｔＨｅｒｚｓｔｅｉｎ，ＨｅｎｒｙＲ．Ｌｕ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ｒｕｓａｄｅｉｎＡｓｉ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１０．

Ｈｕ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ｐｐ１６０ｆｆ；ＳｉｍｅｉＱ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ｌｉｅｓｔｏＥｎｅ
ｍｉｅｓ：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Ｕ．Ｓ．－Ｃｈｉ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ｐｐ５８－５９；Ｔｉｍ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３，１９４４；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０２；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８），ｐｐ２６３－２６７，
３６４．

ＪａｃｋＢｅｌｄ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ｋ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１９４９），ｐｐ１４，８８，２４２，４６３，５０４，４７２－４７３．



毛泽东在西方

人没有问：“谁没能战胜毛？”而是问：“谁失去

了中国？”共和党人在残酷的连续五次竞选总统

失利后，指控美国已经把中国从日本拯救出来，

但又拱手让给苏联。亨利·路思义在一次运动中

使他的杂志 《时代》、 《生活》和 《财富》反对

中国问题专家们。因为路思义的父亲曾是上海一

个村庄的长老会传教士，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

断言中国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民主的，只有主动背

叛可以解释共产主义的扩张。尽管 《时代》的每

周发行量是 《红星照耀中国》和 《中国的惊雷》

发售量的总和的数倍，但他指责的是在他之前的

记者白修德的谎言和歪曲造成目前的损失。１９４９
年２月７日，毛的肖像登上了 《时代》的封面，

标注是 “孩子时就知道暴政的共产党首脑”①。

１９４９年夏末，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解释中国
革命深层原因的白皮书。白皮书与 《时代》一样

没有接受 （甚至没有认真考虑）中国问题专家们

的观点：革命是为建立强大而独立的国家而长期

斗争的顶点。白皮书中认为原因是 “这片土地上

不堪承受的压力”和西方的影响。它继续写道：

多年战争的 “灾难”在于 “物质和人员伤亡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相当程度上摧
残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从历史的观点说它是

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支柱与心脏”。白皮书谴责共

产党 “抛弃了中国的传统”， “公开宣称他们对

俄国的顺从”，这种谴责一定程度上意图羞辱毛

从而使他像南斯拉夫的铁托 （Ｔｉｔｏ）一样与斯大
林对抗。国民党官员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页，

而毛的名字只是顺带提及②。

红色首脑：１９４６—１９６６

毛泽东在美制坦克的护卫下，身着俄式大

衣，头戴俄式皮帽进入北京。他宣布中国已经

“站起来了”，但是向苏联 “一边倒”。讽刺的

是，美国人现在视曾杀死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日本

为盟友，而与美国没有实际冲突的中国却成了敌

人。

美国的外交策略是 “不承认”， “不承认”

也体现了它的文化立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思

想的意识形态继承者和中国列宁的追随者都一样

地使用进步、民主、解放和独立这些词汇，但两

者都不能理解对方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他们使用

这些相同的词汇向对方和自己讲述相冲突的、不

完整的故事。广大美国民众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

中国人欢迎一个强权政府，并且视中国的反美主

义为亲苏表现。头脑清醒的人指出美国不会 “失

去”一个从来就不属于它的国家，但是事实上，

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一个他们想象中门户开放

的中国。

由于毛消失在竹幕之后，冷战中的美国开始

了 “当代中国研究”，一种远离中国的对中国的

研究。（最初是在俄国研究机构的）学者就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更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更民族主义的

展开讨论③。研究清朝外交关系的历史学家费正

清和他的学生本杰明·史华慈 （他可能是第一位

毛学专家）消弱了毛是苏联的傀儡的观点。他们

提出 “毛主义”（这个词汇他们首先使用）代表

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费正清问道： “毛

是中国古老的朝代更替周期中的最后一位 ‘皇

帝’吗？”答案是折中的， “或许是，或许不

是”④。

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ＫａｒｌＡｕ
ｇｕｓｔ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在上世纪３０年代逃离纳粹德国时
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质疑毛主义研究背后的政治

立场。１９５１年他向美国国会证明费正清和中国
问题专家们是失守中国的同谋。魏特夫否认费正

清的观点：“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农民运动，而不

是无产阶级运动。”“就这一点来说，它顺应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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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Ｄ．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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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ｎｅ，１９４９－１９７３（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ｐ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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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４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ｖｏｌｓ．，１９６７），ｐｐｉｖ－ｖｉ，ｘｖｉ；Ｑｉｎｇ，Ｆｒｏｍ
ＡｌｌｉｅｓｔｏＥｎｅｍｉｅｓ，ｐｐ６８－７３，８４－８８．

ＰｔＯｎ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ｎｅ， ｕ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ｅ，”ｉｎＹｖｅｓＶｉｌｔａｒｄ，ＬａＣｈｉｎｅ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ｅ：Ｉｌｆａｕｔéｔｕｄｉｅｒｌａ
Ｃｈ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Ｐａｒｉｓ：Ｂｅｌｉｎ，２００３）．

ＣｏｎｒａｄＢｒａｎｄ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ａｎｄ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
ｂａｎｋ，ｅｄｓ．，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２；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
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ｅｏｆＭａ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１；Ｒｕｓ
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ｐｐ１８９－１９０；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ａｏＭｅｒｅｌｙ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ｅＯｌｄＣｙｃｌｅｏｆ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Ｎｅｗ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１３６：１９（Ｍａｙ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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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魏特夫

更否认 “毛主义”概念，更不用说毛的思想是原

创的或独立的。然而史华慈和魏特夫都同意毛是

革命的中心①。

学者们争论的同时，一则十分荒诞的坊间故

事反映了美国大众的担心：毛会命令所有的中国

人站在凳子上，然后命令他们同时跳下，撞击地

球偏离轨道——— “中国撼动世界”。但是因为美

国国务院拒绝去中国旅行的签证，美国人只能依

靠作家获得第一手报道。例如西蒙娜·德·波伏

瓦 （Ｓｉｍｏｎｅｄｅ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她依据１９５５年对中国
的访问 （和对赛珍珠的阅读），质疑对中国怀有

敌意的记者的描述。他们在正在兴起的公社看到

“蓝蚂蚁”和奴役的地方，她看到了 “自由”，

尽管这是在特定的意义上：“能免费吃肉就意味

着有钱买肉。”但是由于她认为公社是 “中国唯

一可能的出路”，并不需要一个天才把公社创造

出来，毛的名字只是出现在她的文本中，但是他

的作用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超凡入圣的②。

埃德加·斯诺现在居住在瑞士，他于 １９６０
年访问了中国，此行的目的是颂扬公社，报道饥

荒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此时数百万人正在

挨饿。１９６５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此时文化大
革命的第一步肯定已在毛的头脑中酝酿，但他却

报导道：毛正在 “思考人的死亡，并且准备由后

代来评说他的政治遗产”。他的接班人可以继续

发展革命直到共产主义，也可以 “否定革命，与

帝国主义讲和，接来蒋介石的残余”，“他也不能

确定”③。

文化大革命与外交伙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毛除了被看做是 “红色威

胁”外，很少与发达国家世界有联系。６０年代，
尽管 “中国的现代化”不再看起来自相矛盾，但

是毛主义开始挑战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并且鼓

舞了第三世界从越南到莫桑比克的反美游击战

争。对那些质疑资本主义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

成了打着平等、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无私的旗号，

对官僚白痴和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自由攻击。美

国冷战政策制定者和反主流文化活动家很少就某

事达成共识，但两者都视毛为美国消费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敌人。

１９６８年，法国的抗议学生涌向街头，他们
视毛为革命的哲学王。让·卢克·戈达尔 （Ｊｅａｎ
ＬｕｃＧｏｄａｒｄ）１９６７年的电影 《放牛班的春天》

里，一伙激进的学生在堆满毛的 “红宝书”的房

间里仔细商议着该怎样行动。总统夏尔·戴高乐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ｅＧａｕｌｌｅ）认为毛是美国霸权的制衡人
物。他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ＡｎｄｒｅＭａｌ
ｒａｕｘ）———１９３３年发表了引人入胜的小说 《人类

的命运》的———戏剧性地描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 （尽管他只在中国呆过几天）。马尔罗对哲学

英雄感兴趣并显然根据需要杜撰了一个。尽管他

的 《反回忆录》包含与毛的长谈，但一位持怀疑

态度的评论家核算出他１９６５年的访问几乎没有
时间拍一张官方照片，更别说进行一次哲学思想

交流④。

在这些年，毛的红宝书的翻译甚至比具有先

天优势的 《圣经》的翻译还广泛。披头士乐队或

许嫉妒这位流行新星，在他们 １９６８年的歌曲
《革命》中宣告： “如果你拿着毛主席的相片四

处走，无论如何将没有人愿意和你呆着 （ｍａｋｅｉｔ
ｗｉｔｈｙｏｕ）。”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Ａｎｄｙ
Ｗａｒｈｏｌ）１９７２年把毛的肖像，用 《金宝罐头汤》

和 《玛丽·莲梦露》也使用的丝网印刷手法，转

变为一种文化形象，这种方法不断重复主席的炫

目的影像⑤。

１９７０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了中国，
报道了或更可能是错误地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

毛。他和毛在吃早餐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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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Ｒｅｄ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２）；“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Ｍａｏ，”Ｎｅｗ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１５２：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７１９６５），ｐ２３．

ＡｎｄｒéＭａｌｒａｕｘＡｎｔｉＭéｍｏｉｒ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ＴｅｒｅｎｃｅＫｉｌｍａｒｔｉ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６８），ｐｐ３５６－３７７；
Ｆｅｉｇｏｎ，Ｍａｏ，ｐ７，ｃｉｔｉｎｇＳｉｍｏｎＬｅ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ｏｏｋｓ
（Ｍａｙ２９，１９９７）．

ＪｅｒｅｍｉＳｕｒｉ，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ｓｔ：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ｅｏｆＤｅｔｅｎ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ｐｐ７３－８７．



毛泽东在西方

毛看着斯诺进了汽车然后离开。毛深思熟虑，谈

到他 “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非常简单”。

他只是 “一个带着破伞在世界游走的和尚”。然

而毫无疑问毛另有寓意：“我就像一个打着伞的

和尚” （和尚打伞），这个歇后语的前半部分带

出后半部分：无法无天。这是个双关语，可以理

解为 “既无发 （从伞的角度），也无天”，也可

以像毛那样理解为 “既不 （尊重）法律，也不

（尊重）上天”。换言之，他以对文化大革命的

认可和天下大乱自豪①。

美国开始遵循法国模式，反主流文化活动家

们和当权策略家们都称毛是一个英雄。１９７２年２
月，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ｘｏｎ）和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Ｋｉｓｓｉｎ
ｇｅｒ）访问北京时，尽管毛有弱点，但他们还是
不得不看到毛是有能力制衡苏联，减缓美国从越

南撤退和影响１９７２年大选的外交大师。鉴于此，
尼克松在中国的出现被安排在美国国内电视的黄

金时段。对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 （ＪｏｈｎＡｄ
ａｍｓ）创作的 《尼克松在北京》来说，最合适的

体裁是歌剧，因为所有的演员都有各自的造型并

扮演英雄角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的心思快得

“像闪电”。就像史景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ｐｅｎｃｅ）指出
的，基辛格是在 “中国皇帝的绵延不绝的潮流

（绝非只是一成不变）”中刻画毛，认为中国领

导人 “富有心机，精于算计”。基辛格写道：

“也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还没见过一个人，能

够散发出这么原始、这么强烈的意志力。”当毛

去世后，他写道： “这位伟大的、具有魔力的、

先知先觉的、令人折服的人物，终于像秦始皇一

样消失了；他经常自比为这位伟大皇帝，却又唯

恐自己早晚要为世人遗忘。”毛是又一个拿破仑

似的浪漫英雄②。

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升美国的权势；工业界巨

头寻求市场以维持资本主义；而活动家们寻找两

者的替代方案。实际上，一些活动家组织已经抢

在了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前面。组织成员包括医

生、律师、昆虫学家、城市规划师和晚期中华帝

国的历史学家。例如组织松散的亚洲问题学者委

员会，于１９７１年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受
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这个委员会首次集合起来是

在反对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时。医疗改革专家

拒绝基于技术、医院和治病重于防病的医生的西

方医疗保健，而是转向毛的 “赤脚医生”、针灸

和传统中国医药。或许潜在的逻辑是中国总是颠

倒的、相反的，因此中医比现在开始被称为所谓

的 “西医”更自然、更有效。这些团体也涉及到

一些实际问题。一个专业代表团人民科学小组写

道，在他们的１９７２年中国行中他们得到了这样
的报告：这是一个 “食物充足，疾病得到控制，

医疗保健完备，犯罪率保持在最低程度，儿童有

学上的运转良好的社会；一个在工业、农业、科

学和军事实力方面正取得巨大进步的社会”。现

在中国模式看起来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现代性

的一种新形式———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③。

这些访问胡志明 （ＨｏＣｈｉＭｉｎｈ）、菲德尔·
卡斯特罗 （ＦｉｄｅｌＣａｓｔｒｏ）和毛的国家的不合群的
西方知识分子，被社会学家保罗·何兰德 （Ｐａｕ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指责为 “政治朝圣者”，他们因热衷

革命、自我粉饰 （ｅｇｏｍａｓｓａｇｅ）和选择性接触而
受到责难。然而，东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罪责不

能解释对毛主义实验的这种严肃的好奇。到了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的现代性实验已不再被看作
是毫无疑问地唯一的、确定的和自身完备的。自

由主义发展论的价值已因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辩

护而声誉不佳，在越南，民主是他们的目标，而

技术只是达到民主的手段。但是很多人开始认为

美国在扼杀民主，并把技术作为高效谋杀的工

具。毛的参与式的、反应积极的国家发展论的光

明前景似乎是 “一束希望之光”，启示着人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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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ｎｓｉｄｅＣｈｉｎａ，”Ｌｉｆ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ｐｒｉｌ４，１９７１）；ＪｏｈｎＳ．
Ｒｏｈｓｅｎｏｗ，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ｎｉｇｍａｔｉｃＦｏｌｋＳｉｍｉｌｅｓ
（Ｘｉｅｈｏｕｙｕ）（Ｔｕｃ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ｉｚｏ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ｉ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ｘｏｎ，ＲＮ：Ｔｈｅ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ｘ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ｒｏｓｓｅｔ＆ Ｄｕｎｌｏｐ，１９７８），ｐ５６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Ｓｐｅｎｃｅ，
“Ｍｙｓｔｉｑｕ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ｓ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ｅｓｔ
ｅｒｎＭｉｎ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８），ｐｐ１０６５－１０６６；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ＮｉｘｏｎａｎｄＭａｏ：ＴｈｅＷｅｅｋＴｈ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ｓｉ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ｎｔａｍ，１９７２）；ＡＢａｒｅｆｏｏｔＤｏｃｔｏｒｓ
Ｍａｎｕａｌ：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Ｒｕｎ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ａｌｋｓｏｎＴｗｏｌｅ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ｖｏｎ，１９７４），
Ｔｅｒｒｉｌｌ，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ｂｙａ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Ｂｅａｃ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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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代化者的死胡同的新路①。

中国学者们同意要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基础上

评价这些组织的报告。一个组织断言毛坚持的社

会问题可以通过人的能动性得到解决，真正地挑

战了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本性的假

设，但是 “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如此大，

简单地文化迁移是不可行的”②。毛去世后不久，

《中国季刊》聚集的一批学者更多的是颂扬他，

而不是否定他。实际上，他们发现毛既是前资本

主义的，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尽管他统治了人类

四分之一的人口近半个世纪，但毛的权力在文化

大革命中是 “有限的和非连续的”，当群众辜负

了他时他感到 “失望”，他看到由他引发的 “肆

无忌惮的权力斗争”时他感到震惊。然而，最

终，毛无疑是颠覆 “西方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垄

断”与 “作为我们的活动之最终架构的工业的民

族国家的绝对霸权”这些 “神话”的 “白人之

外、西方人之外的第一人”。毛已经发动了 “共

产党的去官僚化”，向世界宣告 “共产主义的丰

厚奖赏不仅仅只能由白人世界、西方世界赢得，

其他地方，甚至还未进入共产主义的地方也照样

可以享用”③。

毛泽东的遗产

当美国记者和学者被允许居住在中国后，他

们立即发现了一个不同的画面，认识到一个不同

的毛。他们报道说毛的中国是独裁主义的、官僚

主义、与世隔绝和发展缓慢的。一个政治朝圣者

引用了几年前曾向他展示 “波将金 （装饰门面

的、宣传用的）村庄”的中国向导的话：“我们

想蒙蔽你们”，但 “你们也希望被蒙蔽”④。

由于中国居民现在可以离开中国，一种新的

类型或至少是一种新的出版定位——— “外籍人士

回忆录 （ｅｘｐａｔｒｉａｔｅｍｅｍｏｉｒ）”产生了，它们由近
来的往往有城市知识背景的流亡者写成，用西方

的语言出版，面向西方的读者。在这里我们看到

了毛在西方的中国人眼中的版本，他们视先辈为

之奋斗的中国的统一与自主是理所当然的，并讲

述了家庭生活和城市社会中的个人的故事。他们

的故事不是从屈辱的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开始，而
是上世纪５０年代，这段黄金时期使文化大革命
更加赤裸裸地惨淡。一人说道，毛 “就像仁慈的

上帝一样管理我们，我相信苹果、葡萄等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给予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张戎

（ＪｕｎｇＣｈａｎｇｓ）的 《野天鹅》阐明，毛通过精明

地占领道德的高地来激励红卫兵：对阶级敌人的

无情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对毛的绝对服从就是大

公无私。

流亡者回忆录出现在罗纳德·里根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Ｔｈａｔｃｈ
ｅｒ）发动保守主义革命之时，这场革命拒绝自由
主义的大政府，重申个人主义的能动性甚至是自

私和利益乃至贪婪的价值。中国观察家们的政治

愚昧的参照点不再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是文

化大革命。历史学家沙培德 （ＰｅｔｅｒＺａｒｒｏｗ）提
出，流亡者回忆录证实了 “冷战中西方的自由、

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秩序与中国的专制、非理

性、群体思维和混乱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回忆录与活动家们的报道形成对比，代表团并没

有给出 “关于诸如红卫兵的自由或毛主义的理性

主义等事物的全面思考”⑤。后来，在西方受过

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创作了有关他们 “青春无悔”

的故 事 的 修 正 主 义 的 回 忆 录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ｍｅｍｏｉｒｓ）。一些人写道：作为女人，她们从来没
有比当红卫兵时更兴奋，也从来没有如此自由。

对他们来说，残暴与癫狂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

包含家庭生活和事业的景象在毛之前也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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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６，１９８５），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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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方

出现。在这些修正主义的回忆录中，毛是有过错

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疯狂的人①。

毛的传记反映了这些争论，也反映了学术风

格与大众风格之间的差异。专业学者希望看到偶

发事件与整体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

大众读者喜欢简单的逻辑、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驰

骋时代的英雄②。理论使公众窒息，而学者依赖

理论。罗斯·特里尔 （ＲｏｓｓＴｅｒｒｉｌｌ）是第一位运
用新的文献和回忆录追查毛的个人生活的阴暗面

和心理反常的传记作者。他还声称，作为参与者

的思想家 （“ａｃｔｏｒｔｈｉｎｋｅｒ”），毛表示 “落后的民

族的彻底革新，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

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曾是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菲力普·肖特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依靠英语语言学习奖学金清楚易懂地描写
了毛的人生和时代。在毛的罪行问题上，他依照

西方的法律区分了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误杀和

过失致人死亡。因毛的政策而被致死的绝大多数

是因饥荒造成的意外死亡———不是谋杀，而是误

杀③。最后一部重要的流亡者回忆录来自毛的一

位私人医生李志绥 （ＬｉＺｈｉｓｕｉ）。曾经在大约６０
年前出版过 《红星照耀中国》的兰登书屋委托学

者改写李的手稿，并向他们提供西方奖金。学者

白鲁恂 （ＬｕｃｉａｎＰｙｅ）确信毛是 “边缘型人格”，

会周期性的失去控制走向偏执④。

更具有攻击性的是 《野天鹅》的作者张戎和

她的丈夫乔·哈利戴 （Ｊ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合写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是一个华人演

讲家，他的丈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但

两人都不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书的开篇是广被

引用的宣告：“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

年的毛泽东，是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

亡的罪魁祸首，甚于任何２０世纪的统治者。”关
于死亡人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来源

或解释，也没有解释拥有 “绝对权力”的毛怎么

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此失控⑤。

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对人的能动性的

信仰的体现；而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则

是一种愤怒的宣泄，甚至是对历史，或许是对中

国的血亲复仇。张戎和哈利戴的故事是神话般

的，而非真实的。他们的阐释是心理上的，而不

是历史的———如果毛的性情更开朗一些，历史会

发生改变吗？他们没有论及一个常在一年级历史

课程上提出的问题：是时代造就了毛，还是毛造

就了时代？

结　　论

毛的巨大肖像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方，他的

纪念堂坐落在广场的中央，但是它们已不再使人

们想起上世纪 ２０年代毛的 “飓风”般的口号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造反有理”，

“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不用说６０年代的
千禧年愿望与混乱。在西方，毛已成为大众偶

像，在中国，随着共产党宣称从马克思主义与革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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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转为经济发展与国家主义的合法性，拔去利齿

的毛被放在和孔子、佛陀和篮球明星姚明一起来

展示国家的历史功绩①。

然而，毛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和神秘莫测的

人物，就像２０世纪本身。现代民族国家是一头
嫉妒的猛兽，它要你付出血的代价。高尚的罗马

人曾说：“为祖国而死是幸福和光荣的。”但是现

代的爱国者低语道，为祖国而杀戮是更幸福和更

光荣的。毛的新中国的稳定、团结和国际尊严是

用残酷换来的，它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本

性存在于我们所有的民族国家中。毛偏离了民族

国家的未来，即现代性本身，还是他实现了它的

黑暗宿命？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连同他们的自

由派与保守派的批评者们都不能找到措辞来传达

这个故事；对毛的个人描述还没有表现出它的复

杂性，或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做到。

（责任编辑　欣　彦）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ｕｔｔｏｎ，“ＴｈｅＭａ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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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之所以要

利用和借鉴中国革命经验，有如下一些原因。其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面

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变化，在缺乏足够的建设经

验之前，很容易想到已经成为过去但却十分熟悉

的革命经验。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革命经验是

刚刚成为历史的现实，具有铭心刻骨的印象，是

最容易唤起记忆的资源。其二，中国革命经验已

经过实践证明，以此来建构建设话语容易赢得全

党全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可以减少建设话语建构

的阻力，有利于建设话语的传播。其三，革命与

建设的性质、任务迥然不同，但在道路选择、力

量凝聚、关系协调的方法上，二者具有相通之

点。

毛泽东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语，具

有重要意义。其一，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

重。建设由革命发展而来，没有革命的成功，建

设无从谈起。毛泽东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

话语，实际上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重和缅

怀。其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革命经验是经过２８年奋斗得来的，是中国
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

一种执政资源。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

语，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塑造党的执政形

象。其三，彰显了中国革命经验的时代意义。中

国革命经验是一部教科书，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

构建设话语，凸显了革命经验的时代意义。

当然，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并

没有拘泥于中国革命经验，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

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结合国际经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建构

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中国革命经验只是建设话语

建构过程中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之一。不可否认，

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也存在不顾时

代条件变化而照搬革命年代经验的偏差。如对群

众运动、供给制、平均主义的推崇和沿用，给社

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曲折。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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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


王承教

【摘要】《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灵魂转世说和宇宙论向来是维吉尔研究的重难点。本文认为，维吉尔笔下的安奇塞斯

通过人类灵魂在元气—心智—魂魄间循环的理论，证明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然性 （现世生命是一种低级的但不可摆脱

的必然存在），和以现世生命为起点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通过在现世生活中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在肉体死亡后最

终复归到元气即纯粹理性的高级存在状态），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似乎因此得到了保证。然而，由于维吉尔并

未排除净化成功复归为元气的灵魂再次衰减为心智的可能性，人类历史包括罗马史的价值都将落入迷雾之中。或许，

维吉尔作品中那股透入骨髓的忧郁和悲伤正来源于此。

【关键词】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灵魂转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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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看到忘川河畔如蜜

蜂般成群结队的灵魂 （６７０５－０９），得知他们正
在等待转世投胎 （６７１１－１５），埃涅阿斯非常惊
讶，追问说：“是否有些灵魂将升到阳世，再见

天光，重新投进滞重的肉身；这些不幸的灵魂为

什么会如此热烈地追求天光呢？”（６７１９－２１）①

言下之意，他倒是更愿意呆在冥府，而不是转去

人间，宁愿作为抛弃肉体的鬼魂在冥府的福田

（Ｅｌｙｓｉｕｍ）里安居，也不愿再次转世为人。很难
想像，一个宁愿死去的生命个体如何可能管理一

个四处逃亡的民族，又如何可以奠基一个像罗马

这样伟大的帝国。故此，要劝说埃涅阿斯返去人

间，即使不能证明生命的意义高过死亡的意义，

也必须得去证明现世生命乃人类不可回避的和必

要的存在状态———而这正是安奇塞斯的困难所

在。

为解决这个困难，说服埃涅阿斯欣然归返阳

世，承担起罗马帝国未来的使命，安奇塞斯进行

了两轮劝导。第一轮劝导的主题是宇宙论和灵魂

转世说，关涉哲学；第二轮的主题是对古罗马辉

煌历史的预言，关涉历史传统。这两轮劝导辞之

间的关系，或者说从哲学到历史传统的过渡，历

来都是维吉尔研究的难点。到目前为止，哈宾内

克 （ＴｈｏｍａｓＮ．Ｈａｂｉｎｅｋ）的长文依然是对该论
题的最好解答。在哈宾内克眼里，灵魂转世部分

隶属于宇宙论部分，同属 “科学”的范畴；而罗

马史预言部分反映的则是古罗马的德性传统，是

一种 “更传统的”教化手段。哈宾内克认为：

“通过将分属于科学和传统的两份讲辞并置在一

起，维吉尔表明了他对罗马道德教化的中心原则

（即必需用哲学和传统两套言辞来完成对伦理观

念的有效证明）和罗马自我意识的核心神话和理

想 （即相信与其他民族相反，罗马人尤其善于把

科学和传统的力量统合起来）的信守。”②

哈宾内克引用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作品证

明，在古罗马人那里，哲学与历史传统之间并不

存在如我们现在所见的那样深刻的矛盾。哲学作

为新的传统，与 “更传统的”历史传统一起，共

同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末期道德教化的模式。在哈

宾内克的描述里，罗马人通过将哲学纳入道德教

化的历史传统，勾销了两者之间的紧张。而本文

则通过分析维吉尔的宇宙论和灵魂转世说，表明

这一哲学的部分实际上对一切人类历史，当然包

括罗马史，做出了根本的价值判断。作为一套关

于历史的哲学理论，维吉尔的宇宙论和灵魂转世

说与随后的罗马史描述并非毫无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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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初

为说服埃涅阿斯返回阳世，安奇塞斯的劝导

以一长段宇宙论式的描述起头：

起初，天空、大地与平阔的海洋，明亮的月

球和提坦群星为一股元气所滋育。贯注至整体各

部的心智推动宇宙运动，并与这庞大物质之躯融

为一体。自这一融合中产出人族和兽类，飞翔的

生命还有海洋在大理石般平滑的水面下孕育的奇

怪动物。（６７２４－２９）
“起初”一词，也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开头。

在旧约中，“起初”说的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以及

人类的故事。但在维吉尔这里没有神，只有一股

元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ｓ）。这元气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
弥漫于宇宙天地之中，无所不在①。根据安奇塞

斯的说法，这种元灵之气贯注到宇宙的整体和部

分，从而成其自身为 “心智 （ｍｅｎｓ）”。心智是
元气在现世的对应物，推动宇宙万物的运动，并

孕育出人兽鸟鱼等各种物类。

这样的孕育过程造成了心智与肉体的二元对

立关系。

那些生命力的种子 （即行７２７的心智）是炽
烈的，来自昊天，带病恶的躯体尚未迟滞 ［心

智］，抑制 ［心智］的是泥质的肉体和有死的躯

身，于是，［人们有］恐惧、欲望、悲哀和欢乐。

不见生气，被关在黑暗里的 ［心智］如坐黑牢。

（６７３０－３４）
心智乃生命力的种子，混入泥质的 （ｔｅｒ

ｒｅｎｉｑｕｅ）和必朽的肉体使现世的生命得以实现。
古人认为，生命是热性的，与火有关，故此处说

“炽烈 （ｉｇｎｅｕｓ）”②。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还没有
被躯体的恶所污染，心智仍然纯净，而纯净才是

它炽烈的原因。心智与躯体的来源不同，前者来

自昊天，后者来自大地。来自大地的躯体天然带

有恐惧、欲望、悲哀和欢乐等各种激情的病恶。

来自昊天的心智居住在躯体之内，恰似被幽禁在

昏天黑地的单身囚房里一般，不见天日，结果，

在不知不觉间被沾染上了肉体的恶疾。

而且，到最终生命和光明一道离去时，所有

罪恶、所有肉体的诅咒仍然没有完全离开不幸的

［心智］。由于混合已久，许多 ［病恶］必然奇

怪地生长到了心智之内。（６７３５－３８）
人死之后，心智从肉体中遁逸出来，成其自

身为魂魄 （ｍａｎｉｓ）。魂魄是元气和心智在冥府的
对应物。因为它在心智状态时受到了玷污，要恢

复为最初的元气，需得通过一个净化的过程。

因而，因先前的 ［心智］的恶遭磨炼，偿以

苦难，有的被拉直在空中迎风晾着，有的被投入

翻腾的水波洗去罪恶，或者被火烧去罪孽，我们

每个人担受自己的魂魄。（６７３９－４３）
因为每个人在世间投入各种欲望的程度不

同，所以他们在死后要受到的磨炼也不一样，故

而 “我们每个人担受自己的魂魄”。磨炼期满，

“我们被送往辽阔的福田 （６７４３－４４）”。此时，
全部魂魄被分成两类，一类人数很少，另一类则

人数众多。

我们少数人留驻这乐园，直到时间走完一

轮，长久的岁月消除了根深蒂固的污浊，剩下以

太的纯知 （ｐｕｒｕｍｓｅｎｓｕｍ）和本原的生气之火。
（６７４４－４７）

而人数众多的那部分魂魄则

在此转过了千年的轮回，被神大批地招到忘

川河，如你所知，失去记忆以重返并再见高高的

穹宇，并开始愿意被遣回肉身之中。 （６７４７－
５１）

二、循环

维吉尔的宇宙论和灵魂净化说实际上提出了

两种事物的历史：一是宇宙的总体史，二是人类

灵魂轮回的历史。这两部历史由同一个 “起初”

引导出来。在安奇塞斯的口中，起初之前，已经

存在 “元气”和 “物质躯体”两种物质了。宇

宙和世界万物都是这两种物质和合而成的产物。

在维吉尔的安排中，宇宙创生的历史不过是

人类灵魂轮回发生的背景与框架而已。叙述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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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说，维吉尔的元气差不多类似于斯多亚哲学的 “宇

宙灵魂 （ａｎｉｍａｍｕｎｄｉ）”。（参见Ｒ．Ｇ．Ａｕｓｔｉｎ，Ｐ．ＶｅｒｇｉｌｉＭａｒｏｎｉｓ
Ａｅｎｅｉｄｏｓ：ＬｉｂｅｒＳｅｘｔｕ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７７，ｐ２２２．）

在斯多亚学派的表述里，“炽烈”指向世界灵魂之火。

（参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ＡｅｎｅｉｄｏｆＶｉｒｇｉｌ，ｂｏｏｋｓ１－６，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ｐ５０３．）伊壁鸠鲁主义也认为，灵魂由一种具
有火的特质的原子组合而成，有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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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创生的过程之后，其他物类的生命过程都退到

了幕后，仅有人类灵魂轮回的历史成了惟一的叙

述对象。当元气贯注到物质躯体之内时，元气就

变成心智。物类因为被注入了心智而具有了现世

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之

所以具有现世的生命，端赖于最初时注入的元

气，即有赖于随着这种注入过程化生而成的心

智。人在现世的生命与心智的存在密切相关。心

智的前身即元气，是人类的现世生命的来源，或

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现世生命即是元气在肉体

上的体现。

人在现世的生命终结后，心智离开了肉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心智可以直接复归为元气。因为

心智和肉体 “混合已久，许多 ［病恶］必然奇

怪地生长到了心智之内” （６７３５－３８），因此，
脱离肉体的心智既不复为心智，也不能直接复归

为元气。这种作为元气和心智在冥府中的对应物

的东西，被安奇塞斯称之为 “魂魄 （ｍａｎｉｓ）”。
从元气化为心智，再由心智化为魂魄之后，生命

的过程并不就此终结，因为魂魄还需要经过净化

以复归为元气。少数灵魂经过长久岁月的净化，

消除根深蒂固的污浊之后，复归为以太的纯知和

本原的生气之火，即复归为元气。而大多数灵魂

因为不能彻底消除根深蒂固的污浊，无法还原为

元气。这些灵魂被神召集到忘川河畔，喝下忘川

之水后，再度被注入肉体，转世成人。

可以想象，必然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个被迫

转世投胎的灵魂可能再次因为净化不成功而被召

集到忘川河畔，三度甚至四度地转世为人。毕

竟，安奇塞斯说过，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净化成

功，复归为元气，所以，绝大部分人的魂魄都只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谴回人世。他们在现世和

冥府之间永恒复返，在成其自身为心智和成其自

身为魂魄这两种状态间打转。另一方面，虽然数

量极少，但却也依然存在如安奇塞斯那样的极少

数灵魂，他们的灵魂循环旅程更加完满。在成其

自身为魂魄之后，他们因为实现了彻底的净化，

终于复归到了最原初的状态，再度成其自身为以

太的纯知和本原的生气之火，即最初时的元气。

故此，对人类最本质的存在来说，存在着两

种循环：一种是属于少数人的从元气到心智到魂

魄再复归为元气的循环 （以下称循环１）；一种

是属于多数人的从元气到心智到魂魄，然后又逆

转为心智，不幸地走上在心智和魂魄间永恒复返

的道路 （以下称循环２）。所以，人类灵魂轮回
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灵魂在元气、心智和魂魄

这三种存在状态中流转的过程。从元气到心智不

仅只是存在状态的转化，还因为掺入了天然具有

欲望、恐惧、悲哀和快乐等世俗要素的肉体，导

致元气的纯净度降低。人之将死时，因为和肉体

“混合已久，许多 ［病恶］必然奇怪地长到了心

智之内”，所以，人死之后尚未开始进化的魂魄

恰是心智最低级的状态。这样看来，对大多数人

来说，从元气到心智再到魂魄的过程实际上是与

肉体相关的激情 （欲望、恐惧、悲哀和快乐等）

的增长所导致的元气在纯度和质量上衰退的过

程。

使心智免予被与肉体相关的激情所污，就是

要保持住它的前身即元气的纯净状态。安奇塞斯

说，当 “长久的岁月消除了根深蒂固的污浊”，

他们最终只 “剩下以太的纯知和本原的生气之

火”。这里 “以太的纯知”和 “本原的生气之

火”并非两种物质。“本原的生气之火”指的当

然就是源初的来自以太的元气，正是这元气和肉

体结合，生命才得以产生。而 “以太的纯知”不

可能来自元气之外，或者这种纯知就是元气的根

本特征，比如，它在人的现世生命中就是以理智

的面貌显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本原的生气之火”不过是 “以太的纯知”的表

现形式，也就是说，元气即是理性———这样的说

法完全符合斯多亚学派哲学的观点①。

元气之彻底纯净的源初状态实际上就是纯粹

的理性状态。故此，在现世的生命中，存在两种

相互对立的东西：一为与肉体相关的激情 （表现

为欲望、恐惧、悲哀和欢乐等），一为纯粹的理

性。而且，究其本质，人类灵魂的循环过程就是

激情与理性此消彼长的过程。

三、终末

根据安奇塞斯的说法，人类的灵魂在宇宙中

５４

① 章雪富：《斯多亚主义 （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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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总是处在循环之中。少数人的灵魂从元气

开始，先后经过心智和魂魄两种存在状态，然后

复归于元气，但多数人的灵魂却不过是在心智和

魂魄之间的永恒流转而已。人类灵魂在宇宙中的

循环存在终结吗？安奇塞斯对此语焉不详。固

然，人类灵魂确有跳出在心智与魂魄之间永恒流

转的可能。比如安奇塞斯，他自己就因为净化成

功，最终还原为以太的纯知和本原的生气之火，

化作最初时的元气，从而避开了转世为人的命

运。这样一来，安奇塞斯的灵魂似乎就可以走出

现世的生命轮回，返回最初时的完美状态。

然而，并非每个人的灵魂都拥有安奇塞斯那

样好的命运，实际上，人类灵魂的命运各不相

同，他们都须得 “担受自己的魂魄 （ｍａｎｉｓ）”。
佩奇 （ＴＥ．Ｐａｇｅ）说，维吉尔的这句话非常奇
怪，但意思却非常清楚，指的是 “每个人都有死

后的生活，每一个人死后都有他自己的魂魄，每

个人都须忍受降临在这个已故的自我即魂魄身上

的一切情况”①。但为什么每个人的灵魂在肉体

消亡后会遭遇不同的情况呢？佩奇并未解释清

楚。麦克伦南 （Ｍａｃｌｅｎｎａｎ）更进一步，明确解
释说，降临在这个已故自我身上的情况与我们生

前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维吉尔的意思是说，人的魂魄被世俗的要素

玷污，但被玷污的方式和程度却因人而异。但正

是这种被玷污的方式和程度决定了净化的过程。

因此，魂魄的状况就已经说明了自己将要受到的

惩罚为何，或者，用维吉尔的话来说，魂魄就等

同于惩罚本身。就像人们诉说自己的苦难，称

“我的苦难是先天的，是基因里固有的”时候，

他所强调的并非基因，而是指苦难的无可逃避的

效果。②

我们在现世的生活状况影响了心智的状态，

规定了魂魄的性质。心智的品质取决于它被世俗

要素影响的方式、深度和范围，而它被世俗要素

影响的方式、深度和范围也同样决定了为消除这

些影响所应付出的努力的方式和难度。人们死去

之日，由这些不同品质的心智转化而成的魂魄在

品质上也就各不相同，因而会要求不同的净化过

程。而且，魂魄品质的高低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净

化的成功和失败。故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

全可以说，魂魄本身的状况就已经决定了净化的

过程与结果。进一步说，魂魄本身的品质就已经

表明了我们死后的命运，或者说，魂魄本身就是

我们死后的命运。所以，维吉尔说：“每个人都

担受自己的魂魄。”（６７４３）
魂魄的品质在它尚是心智的时候便已经奠

定。当我们死去，心智成为魂魄时，魂魄的状态

和品质就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处于一种暂时的固

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规定了我们在死后的净化

过程中的必然命运。面对这种不移的命运，人们

只能有两种态度：一是欣然承担我们自己在生前

所招致的命运，二是不情不愿、痛苦万分地去遭

受自己生前所招致的厄运。或者，正如塞涅卡的

名言所说的那样： “愿意的人，被命运领着走；

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拖着走。”但维吉尔使用ｐａ
ｔｉｍｕｒ（担受）一词③，强调的乃是自我的担当，
因为魂魄所规定的命运不过是对现世生命的偿付

而已，是自我招致的结果。如果对我们而言是痛

苦的，那也是自作自受，因此没有任何可以逃避

的理由。

安奇塞斯这样少数人的灵魂如何可以被彻底

净化呢？现世的生命终结之后，所有魂魄都进入

净化的过程，“有的被拉直在空中迎风晾着，有

的被投入翻腾的水波洗去罪恶，或者被火烧去罪

孽，我们每个人担受自己的魂魄” （６７４０－
４３）。安奇塞斯并未强调，他之所以净化成功，
是因为相比于大多数净化不成功的魂魄，他这样

的少数魂魄具有更强烈的净化的意愿。安奇塞斯

说，众魂魄 “因先前的 ［心智］的恶遭磨炼，

偿以苦难”（６７３９），这句话所强调的是 “先前

的心智的恶”，也就是我们活在现世时，心智被

欲望、恐惧、悲哀和欢乐等世俗要素玷污时沾染

上的恶的习气。因此，魂魄能否净化成功重新成

为元气，关键在于现世为人时对自己心智的保

护。这种保护主要表现为使心智免予被欲望、恐

惧、悲哀和欢乐等世俗要素所玷污，也就是要看

护好自己的理性，勿使其为肉体的激情所败坏。

６４

①

②

③

Ｔ．Ｅ．Ｐａｇｅ，ＴｈｅＡｅｎｅｉｄｏｆＶｉｒｇｉｌ：ＢｏｏｋｓＩ－ＶＩ，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７，ｐ４９１．

ＫｅｉｔｈＭａｃｌｅｎｎａｎ，Ｖｅｒｇｉｌ：ＡｅｎｅｉｄＶＩ，Ｂｒｉｓｔｏ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６４－１６５．

Ｐａｔｉｍｕｒ一词是拉丁文中的异态动词，它以被动态的形
式表达主动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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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偏偏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并不

能看护好自己的理性，每每使之为肉体的激情所

趁，竟至于让肉体的激情战胜了理性。即使肉体

消亡，与肉体相关的激情依然作用于我们的理

性，终至于理性的复原变得极其困难。大多数人

的灵魂无法完成向纯粹理性的复归，即无法完成

向元气状态的流转，要么停留在魂魄状态，要么

往回流转向心智状态。维吉尔安排的是往回流转

向心智状态的模式。重新转回心智，也就是再给

这些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一次摒弃肉体激情

选择向理性复归的机会。只要能避开欲望、恐

惧、悲哀和欢乐对我们的影响，按照理性的原则

谨慎地度过一生①，我们就有可能走出在心智和

魂魄间永恒复返的迷途，如同安奇塞斯那样，避

开再度转世投胎的命运，终至于返归纯粹的理性

即元气状态的结果。

四、推动力？

在安奇塞斯的讲辞中，一种灵魂循环从元气

出发依次经过心智和魂魄终到元气，这是一种完

美循环模式；另一种灵魂循环也是从元气出发经

过心智到魂魄，然后却又回到魂魄，甚至在心智

和魂魄之间形成一种永恒复返的死循环。无论哪

一种循环模式，都需要一个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样的推动力促成了这两种灵魂循环的模式呢？

“最终生命和光明一道离去时”，魂魄因为其

自身的不纯净状态开始担受起净化自身的任务，

以期可以在千年的轮回之后向元气的方向流转。

魂魄进入净化过程，向元气流转，绝非个别的努

力，因为在安奇塞斯的描述中，所有魂魄都毫无

例外地进入到了净化的过程中。安奇塞斯从未表

明，这些魂魄在净化的意愿上存在差别。也就是

说，无论其生前受欲望、恐惧、悲伤和快乐等世

俗欲望影响的程度如何，无论其生前是否曾自觉

地抵制还是接纳这些世俗要素的影响，魂魄们来

到冥府时，他们都将同等程度地投入到净化的过

程中。甚至连他们净化的时间也一样，都是一个

千年的周期。但由于各自品质不同，千年的净化

期满后，生前受世俗要素影响较浅、品质较高的

魂魄净化成功了，比如像安奇塞斯那样少数人的

魂魄；而生前受世俗要素影响较深、品质较低的

魂魄净化失败了，大多数人的魂魄均系此类。因

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魂魄向元

气流转的努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努力，所有魂

魄，无论品质高低，都具有这种驱动力。也就是

说，在从魂魄向元气流转的阶段，存在着一种普

遍的向其本质复归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从魂魄

到元气净化的推动力。

虽然存在这种普遍的向其本质复归的推动

力，但大多数魂魄并不能完成从魂魄向元气的流

转。它们不得不被重新发回心智状态，转世投胎

到现世重新活过一次。我们已经证明，那些净化

不成功的魂魄并不愿意转世投胎、重新为人，但

却又不得不这样做，故此，必须有一种力量来保

证从魂魄到心智的逆转。维吉尔在这里安排了一

个神 （ｄｅｕｓ）②，用他来督促魂魄们完成向心智
流转的逆循环。神要求净化不成功的魂魄转世投

胎、重新为人，目的并不是要逆转整个循环的过

程，而是要求这些魂魄重新进入这个净化过程，

成功地完成净化，从而最终达成从心智到魂魄然

后终于复归元气的完美循环。也就是说，这些人

转世投生，从魂魄倒向心智，不过是为了最终达

成完美循环而临时所做的退却。故此，即使众魂

魄转世投生，向心智逆转，其背后的推动力依然

是宇宙自然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向其本质

存在 （即元气）复归的力量。

在宇宙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普遍的向其本质存

在 （即元气）复归之力量的推动下，净化失败的

魂魄被送到忘川河畔。接下来，他们喝下忘川之

水，“失去记忆以重返并再见高高的穹宇，并开

始愿意被遣回肉身之中”。对埃涅阿斯来说，需

要失去的记忆便是现世生命的苦难和福田生命的

美好。但对那些净化失败的魂魄来讲，需要失去

７４

①

②

恰如柏拉图 《理想国》卷十中的厄尔神话中讲述的那

种选择一样。在那个故事里，只有奥德修斯认真地根据真正的

理性的考虑，选择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参见柏拉图： 《理想

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４１８
页。）

麦克伦兰认为维吉尔在这里似乎有意地避开了将之具

体化为古罗马神谱中某个神的可能性 （参见 ＫｅｉｔｈＭａｃＬｅｎｎａｎ，
ＶｉｒｇｉｌＡｅｎｅｉｄＶＩ，Ｂｒｉｓｔｏ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６５．）。奥斯汀
（Ｒ．Ｇ．Ａｕｓｔｉｎ）认为指的是墨丘利 （参见Ｒ．Ｇ．Ａｕｓｔｉｎ，Ｐ．Ｖｅｒ
ｇｉｌｉＭｏｒｏｎｉｓＡｅｎｅｉｄｏｓ：ＬｉｂｅｒＳｅｘｔｕ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７７，１９８６重版，ｐ２３１．）。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
过是根据希腊神话体系进行的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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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又该是什么呢？维吉尔在卷六中总共提出

了三种冥府的概念，塑造了三个相互独立的冥府

（即诗人冥府、道德冥府和哲人冥府），而我们目

前所讨论的情节均属于第三个冥府 （即哲人冥

府）①。根据第三个冥府的说法，在现世生命结

束后，人们的心智即化生为魂魄，然后便开始了

一个一千年期的净化过程：他们既未经历过有福

者的灵魂在道德冥府之福田部分的幸福生活，也

未曾如埃涅阿斯那样见识过这种生活。故此，对

这些净化失败被迫转世为人的魂魄来说，他们实

际上只有一种关于现世生命苦难的记忆。但他们

的苦难记忆也与埃涅阿斯的苦难记忆不同。埃涅

阿斯意图逃避的是非常具体的人间生活的苦难，

而对那些正处在净化过程中的魂魄来说，他们之

所以无意重回人世，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如今已经

知道，现世的生命必然和肉体相关，也就是说必

然与欲望、恐惧、悲伤和快乐等激情相关，而这

些东西正是众魂魄试图通过净化过程摆脱的东

西。

毫无疑问，在从心智状态流转向魂魄状态的

过程中，由于人类肉体因素的限制和肉体所带来

的激情的影响，心智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和考验。

但灵魂从心智状态转向魂魄状态，却并不是因为

心智受到了肉体的败坏，而是因为肉体的必死

性。在安奇塞斯的描述中，心智成其自身为魂魄

的惟一原因是 “生命和光明一道离去”了。所谓

生命和光明一道离去，指的是现世生命终结之

后，心智化为魂魄前去到幽暗的冥府。故此，在

这两者中，生命是因，而光明只是生命的表征和

结果。这样说来，“生命和光明一道离去”本质

上说的不过是现世的生命的消亡，也就是肉体的

消亡。肉体本身的必死性使得它必然会在某一天

离开心智，与肉体分离开来的心智得以逃出现世

的牢笼，前去冥府并化生成魂魄。可见，在心智

流转向魂魄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肉体的消

失。而肉体之所以消失，是因为肉体本身具有老

化并最终必然死去的性质，这是自然生命力起作

用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从心智向魂魄的这

一流转所依赖的推动力是肉体自身的自然的生命

力量。

更难以解释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灵魂循环的第

一个阶段。根据安奇塞斯的说法，宇宙万物创生

之前，存在两种物质，一种是元气，另一种是各

种物质的形体。滋育宇宙万物的元气贯注到各种

物质形体之内，化生为心智，并推动它们，从而

产生出现世的生命 （包括人类、兽类、鸟类和鱼

类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宇宙万物

之所以能获得现世的生命，原因在于它们有心智

的推动，而心智的本源又是元气，所以，元气是

生命之本。但元气如何可能成为生命之本呢？因

为元气具有滋育的功能，有 “好生之德”，也就

是说有生命力。故此，元气之所以化生为心智，

其推动力在于元气自身的滋育功能，这依然是一

种自然的生命力。

到此为止，我们分析了元气、心智和魂魄之

间各种流转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找到了各种

流转背后的推动力。这些推动力体现为两种：第

一种是自然的生命力 （包括元气的生命力和物质

形体的必朽性），第二种是具有生命力量的元气

向自我复归的力量。前者保证了从元气到心智再

到魂魄的流转过程，后者保证了魂魄到元气和魂

魄到心智的两种流转过程。而且，因为这两种推

动力是源初的和自然的，其存在和性质均无法被

修改———关键还在于不存在另外的超越它们以至

于可以掌控它们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

说，因为有这样的推动力的存在，生命的自然循

环就必然会存在，且必然会表现为如前文所述的

两种循环模式。

五、至福

实现完美循环的灵魂最终彻底摆脱了肉体带

来的限制和病恶，重返源初时纯粹理性的存在状

态。此纯净的存在状态是至福者的存在状态。相

反，在心智与魂魄间永恒复返的人生一定是人类

灵魂循环中最糟糕的境况了。然而，即使处于这

样的境况之中，也不是没有自我拯救的机会。因

为这种循环也可以被看成是为了达成完美循环所

作的临时处置，目的在于重新赋予净化失败者一

个机会，如果他们在再次投胎为人后能够好好照

料自己的心智，他们就有可能最终复归元气，从

８４

① 王承教：《维吉尔 〈埃涅阿斯纪〉的结构》，《海南大

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５—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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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实现至福的机会。这样的安排至少表明了

两点：一是惟有现世生命的阶段可以决定我们是

否可以实现至福，这正是净化失败者的魂魄重新

被打回现世生命状态的原因；二是只有极少数如

安奇塞斯那样的人，由于在现世生命中成功地照

料好了自己的心智，死后可以最终复归到元气状

态，即最纯净的纯粹理性的生命状态，实现至

福。

要追问的是，人类灵魂的这种至福状态是永

恒的吗？按照安奇塞斯的说法，答案似乎是肯定

的。他说：“我们被送往辽阔的埃吕西乌姆，我

们少数人留驻这乐园。” （６７４３－４４）他从未暗
示过这些好不容易复归元气状态的人类灵魂还要

再次衰减，比如说再次跌入到心智状态，重新参

与到另外一轮循环之中。而且，就安奇塞斯的说

法，元气状态当是人类灵魂最高的存在状态，具

有最高的存在价值。那么，人类灵魂的至福如何

可能不是永驻元气状态呢？然而，我们确实已经

证明，在安奇塞斯描述的宇宙创生理论里，元气

最初与物质形体和合从而生成世间万物时，并不

需要外在的推动力。因为元气本身便有滋育万物

的能力，而正是这种滋育万物的能力推动着它与

物质形体结合生成宇宙万物，当然也包括生成人

类。既然元气具有这种滋育万物的能力，而且，

它并不需要外在力量的介入便可去与物质形体

（包括人类肉体）结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

证它不再一次与肉体结合，化生成心智，再度开

启人类灵魂的循环过程呢？

当然，我们可以想见，重新开启人类灵魂的

循环过程之后，接下来的故事当如第一次发生时

的情况一样，必然也会落入前文提及的两种循环

模式之中。问题在于，倘若因为其自然生命力的

原因，人类灵魂无法保证永远留驻在元气状态之

中，也就是说，即使魂魄们历尽辛苦终于净化成

功复归为元气之后，依然要面临再次与物质形体

（包括人类肉体）结合，从元气状态依次衰减为

心智和魂魄状态的话，元气状态就仍然不能算是

人类灵魂的至福状态。一个随时都可能进入更好

或更坏状态的人类灵魂的不稳定性，其必然不会

是至福状态的特征。因为倘若如此，那些净化成

功终于复归到元气状态的少数灵魂也会衰减为心

智和魂魄的存在状态。当然，净化成功者的灵魂

因为可以在元气状态稍稍驻足，较之净化不成功

者的灵魂，他们在衰减的频率方面要慢一些。然

而，衰减频率的快慢并不造成这两类灵魂在本质

上的区分。无论如何，倘若存在元气再度衰减为

心智重新进入人类灵魂循环的情况，经过净化进

入元气状态的人类灵魂就肯定依然不处在至福的

状态。

如果连这些复归为元气状态的灵魂都依然与

那些在心智和魂魄之间打转的灵魂一样，尚未处

在完满状态的话，那么在现世生命中保护自己的

灵魂、在生命消失之后净化自己的魂魄，这些行

动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维吉尔

就必须肯定，复归到元气状态就是人类灵魂的至

福状态。但在所有维吉尔提到的少数灵魂中，我

们知道名姓的只有安奇塞斯。虽然安奇塞斯刚刚

死去，到如今依然处在魂魄状态，但他确乎在某

种程度上已差不多完成了净化，只等 “时间走完

一轮，长久的岁月消除了根深蒂固的污浊”

（６７４５－４６），就可以最终复归 “以太的纯知和

本原的生气之火”（６７４４－４７）。难道这或者表
明，安奇塞斯的一生恰是谨慎生活和成功照料了

其灵魂的典范，因此他可以在死后不久，就已经

基本上完成了净化，只待时日圆满，便可进入元

气状态？当然，安奇塞斯从未提及会再次循环，

但这并不就表明，对那些已经复归为元气的人类

灵魂来说，不存在再度开始循环的可能。奇怪的

是，维吉尔和笔下的安奇塞斯似乎从未考虑过这

个问题。

与维吉尔一样，在 《论共和国》中，面临同

样问题的西塞罗也采用了同样的模式，但他在很

多方面比维吉尔更加明确。例如斯基皮奥

（Ｓｃｉｐｉｏ）的问题：
无比虔诚、无比高尚的父亲，请告诉我，因

为正如我从阿非利加努斯那里听说，这里才是生

活，那我为什么还要滞留在世间呢？我为什么不

赶紧到你们这里来呢？（６１５）
斯基皮奥的问题和埃涅阿斯的问题基本相

同，其背后同样是对现世生命的怀疑和死后生命

的向往。老斯基皮奥的回答在很多地方也与安奇

塞斯的回答一致：“人们被降生于世”就被赋予

了灵魂， “那灵魂来自永恒的火” （６１５），而
且，这灵魂本身也是永恒的 （６２６），它既是自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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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推动力，也是肉体的推动力。“国家管理者

和保卫者 （的灵魂）从那里 （天庭）出发，而

后又回到那里 （天庭）。” （６１３）① 在肉体与灵
魂之间的关系方面，西塞罗的处理方式和维吉尔

一样。西塞罗同样认为，已故去的人 “摆脱了肉

体的束缚，如同摆脱了牢狱桎梏”，并进一步称，

我们现世的生命反而倒 “是死亡” （６１４）。人
们死去之后，他们的灵魂脱离了肉体，那些

受这种最高尚的努力而激励和磨练的灵魂会

更快地飞来这处地方和它的居所，并且如果当它

们被束缚于肉体时便能超出体外，观察身外的一

切，尽可能使自己远离肉体，那时它便会更快地

实现这一点。要知道，凡是让自己屈服于肉体快

乐、使自己如同仆人般地服从快乐、受听命于快

乐的欲望的激励而侵犯神明和人间法规的人的灵

魂，在它们脱离了他们的肉体之后，将会在这地

球周围飘荡，只有在经过许多世纪的徘徊之后，

才可能回到这处地方。（《论共和国》６２６）②

我们注意到，在西塞罗这里，所有的灵魂，

无论高尚之人还是听命于肉体欲望的人，他们最

终都会回到天庭。但是，那些生前就已经尽可能

使自己远离肉体的人的灵魂可以尽快回到天庭，

而那些为欲望所使唤的人的灵魂，则要经过许多

世纪的徘徊之后，方可最后重新回到天上。但

是，对 “那些为了国家的安康尽心尽力”的人则

另有一种更好的安排：

对于所有保卫国家、帮助国家、扩大了国家

疆域的人，天庭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域，他们

可以在那里永远幸福的生活。（６１３）
西塞罗专门为那些对国家贡献尤多的人安排

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在那里永远幸福的生活。也

就是说，西塞罗的允诺更有保证，通过为至福者

提供一个永恒的处所，他剔除了这些灵魂重新堕

落和在纯度上再次衰减的可能。

维吉尔是否曾经考虑过同样的处理办法，对

此我们无从得知。但通过将斯基皮奥之梦与维吉

尔的冥府故事对照，有一个事实可以确定：在维

吉尔之前，确实存在为德性高尚者安排一个永恒

居所作为其德性的报偿的处理办法。西塞罗和维

吉尔同属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那个狭小的知识分

子群体，西塞罗是共和国末期的文坛领袖，是当

时最著名的政治家，其 《论共和国》成书于维吉

尔开始著书之前，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维吉

尔曾经读过西塞罗的作品，并显然知道斯基皮奥

之梦的内容，而且后世的研究也足以证明他们之

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当然，《论共和

国》和 《埃涅阿斯纪》在文类上不同，前者属

于政治哲学的传统，而后者至少在形式上属于史

诗和文学的传统。这种差异或许会造成某些具体

细节处理方面的不同。但倘若我们搁置文类差异

所引发的不同，二者在内容方面的差异依然非常

突出。

六、结　论

综上所述，维吉尔关于宇宙创生、人类灵魂

循环及其终末的整个故事可以描述为如下所示的

过程：

一、安奇塞斯言辞中明确发生的步骤：

１．宇宙万物的创生是元气 （本质上是一种

纯粹的自然的理性）的自然生长，因为元气本身

具有滋育的功能，它与各类物质形体结合，生成

宇宙万物并人类。

２．元气进入人类肉体之后化生为心智，并
受到肉体本身所带有的欲望、恐惧、悲哀和快乐

的阻滞与熏染。

３．因为肉体必死的自然本性，我们在现世
生命消亡之日，备受肉体激情熏染的心智最终可

以从我们的肉体禁锢中解放出来，成其自身为魂

魄。

４．魂魄们自然地倾向于向其前身 （即心智）

的前身 （即元气）复归，但却因为继承了肉体带

给心智的那些不同程度的污染，必须经过相对应

的不同程度的净化。净化成功者终将在千年轮回

之后回复到元气即纯粹理性的状态。

５．相反，那些净化不成功的魂魄则将被送
到忘川河畔，喝下忘川之水后开始愿意转世投

胎，再度成其自身为心智。

６．魂魄转世投胎再度为人后，重新渡过一
轮从步骤２到步骤５的轮转。

０５

①

②

西塞罗：《论共和国》，载 《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

王焕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７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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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奇塞斯言辞未提及但却可能发生的步

骤：

７．人类灵魂经过净化终于复归元气即纯粹
理性状态之后，因为元气本身的滋育性特征，很

可能会依次重复前面１－６的步骤。
三、从上述前６个步骤的内容中，还可以进

一步推出以下结论：

①．人类之所以具有现世的生命，一方面来
自元气本身的滋育作用，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人

类灵魂为肉体的激情所熏染，无法实现净化后复

归元气的目的，因而不得不重新获得现世的生

命。因此，从任何一方面原因来讲，现世的生命

都是必然，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而且，大部

分人的现世的生命正是前世未能照顾好自己灵魂

的后果，属于自作自受。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

理由逃避现世的生命。

四、从上述第７个可能发生的步骤中，还可
以进一步推出以下结论：

②．（因为前提步骤７只是推论，故此处的
结论也只是推论性质的）即便是对那些历尽艰辛

净化成功复归元气的灵魂，也可能会由于元气本

身的滋育功能，重新与物质形体结合，再次进入

从心智到魂魄再到元气状态的循环，甚至可能陷

入心智与魂魄之间的死循环。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元气状态可能并非最终状态，当然更不可能

是至福状态。倘若如此，净化成功者和净化失败

者都将处于元气—心智—元气这三种存在状态的

循环往复中。这样一来，则他们之间并无本质的

分殊，其唯一区别便是循环的范围和循环的频度

不同而已。

五、从上述结论①还可以进一步推出以下 Ａ
和Ｂ两个结论：

Ａ．现世的生命是必然的。现世生命是元气
即纯粹理性之滋育作用的实现，是元气即纯粹理

性自然生长的结果。

Ｂ．现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现世生命是惟
一一段可以供我们改变灵魂循环路线和进度的时

间。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如果我们能够好好

照顾自己的心智，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身后的魂

魄可以净化成功，复归元气 （即纯粹理性）状

态，否则就可能会导致灵魂一直在较低的心智状

态和魂魄状态间打转的悲惨命运。故此，我们需

要好好利用这段时光，认真照顾自己的心智，为

我们死后的魂魄赢得一个好命运。

六、从上述结论②还可以进一步推出Ｃ这个
结论：

Ｃ．（因为结论②仅仅是推论性质的，故此
处的推论也只是推论性质的）由于净化成功者和

净化失败者并无本质的分殊，他们之间唯一的区

别仅在于循环的范围和循环的频度不同，故此，

结论Ｂ所强调的灵魂净化和保护并无实质性的意
义，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仍然处于元气—心智

—元气这三种存在状态的循环往复之中。无论净

化成功与否，他们都将或早或晚、或多或少地经

历理性衰减的过程。因此，人类灵魂的全部存

在，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一种悲剧的意味。

总而言之，维吉尔人类灵魂循环和净化的理

论证明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然性 （现世生命是一

种低级的但不可摆脱的必然存在）和以现世生命

为起点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通过在现世生活中照

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在我们肉体死亡后最终复

归到元气即纯粹理性这种高级的存在状态），并

因此证明了罗马帝国政治的合法性。然而，人类

历史 （包括罗马史）作为现世生命的集合在历史

时空上的存在，不仅沾染上了人类现世生命的必

然性，还因为这种必然性丧失了自我救赎 （即摆

脱肉体独立存在）的可能。所以，维吉尔重述古

罗马历史，将历史变为预言，把奥古斯都放在帝

国预言的顶峰，绝非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仅是奥

古斯都宣传策略中的一环，反而是对人类生命和

帝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与救赎。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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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根据律与康德哲学的开端

谢裕伟

【摘要】本文以康德１７５５年教职资格论文 《对形而上学认识的诸首要原则的新阐释》为基础，以充足根据律问题为主

线，展示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考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当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阐释使充
足根据律获得了成为形而上学中心性原则的资格。青年康德不满于鲍姆嘉登对此定律的证明，通过对根据概念的几重

区分，将充足根据律证明为关于偶然实存物的分析性命题。在进而用此定律推导出相继原则的过程中，康德显现出了

与沃尔夫学派的貌合神离的关系，其中关键在于他抛弃了 “自因”的实体概念和 “潜能现实”的思想模式。但在自
由与充足根据的相容性这一关键论域中，康德实质上采纳并细致阐释了莱布尼茨的自由概念。对康德的哲学思考而言，

这篇教职论文是开端性的，总体上还是运作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思想范畴之中，尽管已指示出了康德思想的许

多新方向。

【关键词】充足根据律；自因；潜能—现实；自由意志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５２－０７

　　 “莱布尼茨先生的形而上学首先包含着三个

独特之处：１、充足根据律①……２、单子论；３、
关于前定和谐的学说。”②康德在其晚年的一篇著

名文章 《论一个发现：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据

说由于一个更早的批判而变得多余》 （１７９０）中
如是说。而对于这一排在首位的 “充足根据律”，

康德还作出了更高的评价：“对在形而上学中还

应当进行的研究 （这些研究实际上近来做过了）

的一种新颖的和值得注意的提示。”③这算得上是

对莱布尼茨之影响以及充足根据律之重要性的一

个明确承认。

我们知道，康德的哲学出身乃是莱布尼茨—

沃尔夫的哲学体系。这不仅表现在这一体系以及

围着它而进行的争论构成了康德所就读的学校

（包括中学和大学）里哲学教育的中心④，还表

现在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考实际上就是一个

挣扎着走出这一体系的思想过程。而在其中，充

足根据律往往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此，要处理

康德思想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复杂关系，

要充分突显康德思想之革命性的核心所在，都必

须立足于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的深入剖析，而

且尤其需要关注他对充足根据律的思考。可惜的

是，汉语学界中对康德前批判时期思想的专题性

研究至今还很少能见到，遑论从充足根据律的角

度作出的探究⑤。

本文将基于康德早年的论文 《对形而上学认

２５

 作者简介：谢裕伟，（广州５１０１６０）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①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ｓ（德文：ｄｅｒＳａｔｚｄｅｓ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Ｇｒｕｎｄｅｓ，英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ａｓｏｎ）一般译作 “充足理

由律”。拉丁文ｒａｔｉｏ一词兼有 “根据”与 “理由”的意思，而对应的德文词 Ｇｒｕｎｄ则可译为 “根据”、“原因”等。一般来说，“根

据”更侧重一物或一事的根源，因而侧重形而上学的层面，而 “理由”则意指某种提交出来以说明一事何以发生的原因性解释，因而

侧重逻辑和认识的层面。尽管这个定律在莱布尼茨的语境中可以翻译为 “充足理由律”，因为对莱布尼茨来说至少其中一个主要问题

是事物发生或者命题为真的理由是什么。但就此定律在后来的德语哲学的命运来看，形而上学的意味是更为本质性的，因而此定律也

完全可以译为 “充足根据律”。此外，Ｇｒｕｎｄ一词在德语哲学汉译的习惯中也一般译为 “根据”。因此本文尝试将这一定律统一译成

“充足根据律”。为此，在本文中引用一些已有中译文的著作时会随文一并将 “充足理由律”改译为 “充足根据律”，不再一一作出说

明。

②　康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１页。
③　同上书，第２５２页。这里，“在形而上学中还应当进行的研究”指的是康德自己的处理先天综合判断之原则的纯粹理性批判

工作。

④　参见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２以及９３页以下。
⑤　尽管 《康德著作全集》中关于前批判时期的两卷文献译成中文已有近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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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诸首要原则的新阐释》①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ｒｕｍｐｒｉ
ｍｏｒｕ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ｎｏｖａｄｉ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来
探讨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对充足根据律的解释

与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考的关系。需要说明，

这一选择无论从课题上还是从文本上都不是随意

的。从课题上来看，对充足根据律的阐释构成莱

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哲学体系的中心议题之一，

而且，康德后来正是借助于对充足根据律的重新

理解而最终走出了这一体系，并逐渐形成三大批

判的核心思想②。而从文本上来看，写作于１７５５
年的 《新阐释》是康德为了获得哥尼斯贝格

（Ｋｎｉｇｓｂｅｒｇ）大学的讲师资格而提交答辩的论
文。作为康德的 “第一部纯哲学著作”③，它展

示了康德对形而上学上的建构性认识原则的第一

次独立而完整的思考，其中充足根据律占据了核

心的位置。在这部著作里，康德不但对充足根据

律作了重新界定和证明，还在自由问题上为它作

了辩护，而且由此定律出发推导出 “相继原则”

等 “富含结论的”形而上学认识原则。借助在课

题和文本上的这种选择，本文力图阐明，对充足

根据律的思考如何构成康德哲学思想的开端与起

点。

因此，本文将处理 《新阐释》中康德对充足

根据律的新思考，并进而考察康德对相继原则的

证明以及对自由概念的阐释④。但在此之前，我

们有必要先扼要地论述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在

充足根据律上的思想成果，后者构成了康德这篇

教职资格论文的理论背景。

一、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对充足根据律的探讨

没有根据便一无所有 （ｎｉｈｉｌｅｓｓｅｓｉｎｅｒａｔｉｏ
ｎｅ）。这是充足根据律的经典表述。众所周知，
莱布尼茨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充足根据

律⑤。这个定律的提出在当时首先是出于逻辑上

的动机，即为了弥补矛盾律的不足：矛盾律只能

说明必然真理，而充足根据律则还能说明事实真

理。⑥ 不过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充足根据律还

发挥着多重功能⑦，除了在逻辑学中作为真理的

标准以外，它还表明自身为一条形而上学的原

则。在莱布尼茨晚年的两篇可称为封笔之作的论

文 《以理智为基础的自然原则与神恩原则》

（１７１４）和 《单子论》 （１７１４）中，充足根据律

都以形而上学原则的面貌出现。在前一篇文章

里，莱布尼茨称充足根据律为 “形而上学层次上

的”一条 “伟大原则”，并更明确地将之表述

为：

没有充足的根据便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

（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ａｋｅｓｐｌａ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ａｓｏｎ），也就
是说，如果没有可能让一个充分了解事物的人给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以下简称 《新阐释》。此文原为拉丁文，直接收录于康

德著作集的科学院版第一卷中 （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Ｂｄ１：Ｖｏ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Ｉ：１７４７－１７５６，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６８．）。本文中相关引文的翻译有所斟酌地参照了李秋零的中
译文和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ｆｏｒｄ与Ｆ．Ｅ．Ｅｎｇｌａｎｄ的两个声誉卓著的英译文
（康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１７４７－１７５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１
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６４—４０５页。ＩｍｍａｎｅｕｌＫ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７５５－１７７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ｆｏｒｄａｎｄＲａｌｆＭｅｅｒｂｏｔ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４５．ＩｍｍａｎｅｕｌＫａｎｔ，ＡＮｅｗ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Ｆ．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Ｆ．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ｐ２１１－２５３），并随文注上科
学院版的卷数和页码 ［如 “（Ｉ：３９８）”］，它们同时也是李秋零
中译文与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ｆｏｒｄ英译文的页边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借
此查阅相应译文。

当然，康德后来的思想与充足根据律的关系是一个极

为复杂的课题，它不是一篇文章的篇幅能够承担的。

ＩｍｍａｎｅｕｌＫ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７５５－１７７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ｆｏｒｄａｎｄＲａｌｆＭｅｅｒｂｏｔ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ｘｘｘｖｉ．

《新阐释》全文分为三部分： （１）对矛盾律的阐释；
（２）对充足根据律的阐释并在自由问题上对它进行辩护； （３）
从充足根据律推导出 “相继原则”和 “共存原则”作为形而上

学认识的重要原则。本文不是对 《新阐释》的全面阐释，而是

仅仅处理与充足根据律问题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启发性的文本内

容。

根据海德格尔的考证，充足根据律在莱布尼茨公开文

字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１６７１年的一篇投稿论文中，在那里莱布
尼茨谈论一些关于抽象运动的命题，其中有一个命题取决于

“没有根据便一无所有”这一原则。（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ｅｒ
ＳａｔｚｖｏｍＧｒ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７．
Ｓ４９．）此时充足根据律还没有获得后来的那种根本性的地位。

参见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ｎｉｚ，“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ｒｕｔｈｓ”，ｉｎ：Ｇｏｔ
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ｎｉ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ＲｏｇｅｒＡｒｉｅｗ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ｒｂｅｒ，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９．ｐ３１．此处莱布尼茨以同位语的方式给出了充足
根据律的等效表述：没有原因就没有结果。

根据ＰｒｅｄｒａｇＣｉｃｏｖａｃｋｉ的总结，充足根据律在莱布尼茨
那里有五种不同的意义，而莱布尼茨本人也往往没有清晰地区

分开这些方面。 （参见 ＰｒｅｄｒａｇＣｉｃｏｖａｃｋｉ，“ＫａｎｔｓＤｅｂｔｔｏＬｅｉｂ
ｎｉｚ”，ｉｎ：ＧｒａｈａｍＢｉｒｄ（ｅｄ．）：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Ｋａｎ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
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６．ｐｐ８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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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充足的根据以规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何以事情是这
样的而不是别样的，就没有任何事情会出现。在

这条原则之下我们有权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

是，何以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 （ｗｈｙｉｓｔ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ｔｈｉｎｇ）？因为一无所有比
有东西更为简单轻易。进一步，既然事物必须实

存 （ｅｘｉｓｔ），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给出根据来说
明何以事物必须以此方式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实

存。①

借助这样的表述，充足根据律承担起了形而

上学原则的理论角色。这对于莱布尼茨来说更为

重要，因为他可以借助充足根据链条的前溯而证

明上帝的存在与恩典。不过，对于充足根据律本

身 （而不是其理论效果）的更为充分的说明却鲜

见于莱布尼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事实上，在１８
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的对此定律的更充分阐释

是由莱布尼茨的众多后学所作出的②。这其中的

佼佼者乃是沃尔夫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和鲍姆嘉登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在本节中我们
先关注前者的理论贡献。

沃尔夫十分重视莱布尼茨的充足根据律，但

他首先将之看作是逻辑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原

则。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形而上学方面对充足根

据律作出了令人启发的阐述。在其德文著作 《对

上帝、世界、人类灵魂以及所有事物一般的理性

思考》中，他提出了根据与被奠基者的同时性原

则：“那被奠基 （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在其他东西中的东
西，在 （ｓｏｌａｎｇｅａｌｓ）它的根据持存 （ｂｅｓｔｅｈｔ）
时，它持存，并且因此，在他的根据没有被改变

时，它也不能被改变。”③ 这条原则主要是用来

解释事物变化的条件的。据此，如果 Ｆ（Ｆｏｌｇｅ）
的根据是Ｇ（Ｇｒｕｎｄ），那么Ｆ之持存的充要条件
是Ｇ的持存，Ｆ之改变的充要条件乃是 Ｇ的改
变。沃尔夫认为，如果Ｇ已经设定了而Ｆ却没有
同时得到设定，那么在后来Ｆ发生时，就必须有
一个不同于 Ｇ的东西 Ｇ’作为 Ｆ发生的 “诱

因”，这样一来，Ｇ就不能作为 Ｆ的 “充足”根

据了。

不过，同时性原则并不是沃尔夫关于充足根

据律的最核心见解。为了在一种严格的 “充足”

根据关系中解释被奠基者的变化可能性，沃尔夫

进一步将根据区分为本质根据和动力根据。本质

根据解释了事物一切状态的可能性，但由于它本

身是 “不变的”④，按照上述的同时性原则，由

本质根据所奠基者 （即各种状态的可能性）也是

不变的⑤。这就需要一种动力上的根据，以说明

这些可能性如何变成现实。这种动力根据沃尔夫

称之为 “实现力” （ｄｉｅｗｉｒｋｅｎｄｅＫｒａｆｔ）⑥，它一
方面与事物的本质根据相符合因而能与事物变化

的可能性相关，另一方面则作为一切变化的充足

根据而起作用，使得事物各种状态变化的可能性

变成现实。于是，通过引入同时性原则和实现力

概念，沃尔夫解释了充足根据律与事物变化之间

的关系，丰富了莱布尼茨对充足根据律的讨论。

可以说，莱布尼茨、沃尔夫 （以及后面还要

提及的鲍姆嘉登）对充足根据律的论述，在当时

的德国哲学界尤其是在哥尼斯贝格这座城市中是

具有代表性和统治性的。但是，在此我们不是要

考察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论述的有效性，而是要展

示青年康德在教职论文中讨论充足根据律时的理

论背景。因而，康德如果想在此问题上有所突

破，一定要与这些前辈进行深入的对话。接下来

我们将基于 《新阐释》这一文本来探讨康德对充

足根据律的思考和创新。

二、对充足根据律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证明

对充足根据律的考察构成了康德教职论文的

中心任务，而康德首先要做的是重新证明充足根

据律，因为他不满意沃尔夫学派给出的证明。为

此，我们先将目光转向沃尔夫学派的这个被康德

认为是 “被颠倒的命题产生了一个极其扭曲的观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ｎｉ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ｇｅｒＡｒｉｅｗ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ｒｂｅｒ，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９．ｐ２１０

尽管在充足根据律问题上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中的
众多解释者并非总是意见相同，但在本文的篇幅中我们只能从

效果史的角度仅仅处理他们之间共同的和逐渐发展的观点。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ＶｅｒｎüｎｆｆｔｉｇｅＧｅｄａｎｃｋｅｎｖｏｎＧｏｔｔ，ｄｅｒＷｅｌｔ
ｕｎｄｄｅｒＳｅｅｌ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ａｕｃｈａｌｌｅｎＤｉ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３８．Ｓ９５．

同上，Ｓ２２。
同上，Ｓ９５。
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ＶｅｒｎüｎｆｆｔｉｇｅＧｅｄａｎｃｋｅｎｖｏｎＧｏｔｔ，ｄｅｒ

ＷｅｌｔｕｎｄｄｅｒＳｅｅｌ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ａｕｃｈａｌｌｅｎＤｉ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ｕｎｄ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３８．Ｓ３８４．这个术语在沃尔夫时代的德语里
写作ｄｉｅｗüｒｃｋｅｎｄｅＫｒａｆ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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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Ｉ：３９８）的证明。在康德看来 （Ｉ：３９７），
沃尔夫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证明方式，是由鲍姆

嘉登①在其著名的 《形而上学》 （１７３９）一书中
提出的。②

鲍氏对根据律的证明是这样的：凡可能之物

要么有根据，要么没有根据。如果有根据，那么

此物的根据便是某物 （Ｅｔｗａｓ）；如果没有根据，
那么此物的根据便是 “无”（Ｎｉｃｈｔｓ）。如果
“无”是一物之根据，那么该物之何以存在

（ｗａｒｕｍｓｉｅｗｒｅ）也就从 “无”出发而被认识

到，于是 “无”本身也能被表象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
“无”也就变成为某物。但这是矛盾的。因此，

一切可能之物皆有某物作为其根据，皆是被奠基

的。所以，没有根据便一无所有，只要一物被设

定了 （ｓｅｔｚｅｎ），就一定也有某物作为其根据被设
定。

可以看出，鲍氏是通过 “无”的概念来论证

根据律的，其中的关键是由于 “无”不能被表

象，而一旦 “无”与某物发生了根据关系，则

“无”便会通过该关系而被表象。因此，物的根

据不可能是 “无”，而只能是另一物。于是证明

了凡物皆有根据。

但是，鲍氏的证明是从充足根据律的经典表

述 “没有根据便一无所有”直接开始的，于是他

的证明必须涵盖一切物，包括上帝。但这在上帝

问题上会产生困难：如果上帝存在 （实存），那

么上帝存在的根据不就先于上帝了吗？为了避免

这一点，上帝必须被认为是 “自因”（ｃａｕｓａｓｕｉ）
的，即 “以自身为根据”。但在康德看来， “自

因”概念是荒谬的，因为根据必然在概念上要先

于其结果，自因的上帝意味着上帝先于自身同时

又后于自身 （Ｉ：３９４）③。
于是，为了重新展开对根据律的证明，康德

不能不 “绕弯子”（Ｉ：３９６），先对充足根据律中
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为此，他需要先澄清 “真

理的根据”与 “实存的根据”之间的区别。而

为了完成这一点，康德又必须从一个更容易理解

的区分开始，那就是区分 “在先的规定根据”与

“在后的规定根据”。

首先，康德赞同克鲁修斯④的看法，认为

“充足”这一修饰语是含混的，因为何种程度才

算 “充足”是不明朗的 （Ｉ：３９３）。于是康德用
“规定根据”来取代 “充足根据”，而 “规定”

则意味着以排除一切对立面的方式来设定谓词，

它用以表明一种 “只能如此”的根据 （Ｉ：３９３）。
规定根据又被区分为 “在先的”（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ｒ）
和 “在后的”（ｃｏｎｓｅｑｕｎｔｅｒ）。在先的规定根据在
概念上先行于被规定者，对被规定者进行设定

（ｐｏｎｅｒｅ）而使之可被理解。这种根据是关于
“为什么”（ｃｕｒ，ｗｈｙ）的根据，包括存在的 （ｅｓ
ｓｅｎｄｉ）根据和生成的 （ｆｉｅｎｄｉ）根据。在后的规
定根据则在概念上后于被规定者，它不设定被规

定者，只是被规定者可以从它出发而得到认识，

因此它是关于 “如此”（ｑｕｏｄ，ｔｈａｔ）的根据，又
可称之为认识的 （ｃｏｇｎｏｓｅｎｄｉ）根据⑤。

借助关于规定根据的这一对区分，康德进一

步引出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真理 （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ｓ）
根据”和 “实存 （ｅｘ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ａ）根据”⑥ 的区分。
通过真理根据，一个命题的谓词的对立面被排

除，该谓词被规定为与主词相关联。由于在后规

定的根据 （认识根据）只能解释真理而不能产生

真理 （Ｉ：３９４）⑦，因此，为了使真理得到规定，
我们始终还需要 “一种在先规定的根据，或者不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鲍姆嘉登与康德的思想关系很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

康德后来担任形而上学课程的教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

鲍氏编写的 《形而上学》作为教材，并在书上做满了笔记。事

实上，鲍姆嘉登与康德同是哥尼斯贝格人，他取得硕士学位后

回乡讲学并在哥尼斯贝格大学有一定的影响，年轻的康德一定

很熟悉他的思想。

接下来对鲍姆嘉登证明过程的概述参照的是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Ｇ．Ｆ．Ｍｅｉｅｒ，Ｎｏｒｄｅｒ
ｓｔｅｄｔ，Ｂｏｏｋ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２００４．ＳＳ１０－１１．此外，康德在这篇
《新阐释》中也极其简要地引述了鲍氏的证明 （Ｉ：３９７－３９８）。

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康德对自因概念的拒绝并不止

于上帝问题，他事实上拒绝一切实体自因的可能性。

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克鲁修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ｕｇｕｓｔ
Ｃｒｕｓｉｕｓ，１７１５－１７７５），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著名批判者，
著有 《规定根据律 （一般称作充足根据律）的运用和界限》等。

康德的这部教职论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作的，对他有所借鉴亦

有所批评。下文我们还会提及他的思想。

根据叔本华的考证，早在沃尔夫那里就已经得出了

“存在根据”、“生成根据”和 “认识根据”之间的区分。（参见

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陈晓希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２１页。）
请注意此处 “实存的 （ｅｘ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ａ）根据”与上面一段

中提及的 “存在的 （ｅｓｓｅｎｄｉ）根据”是两个承担不同功能的概
念，中译本不加区分地译为 “存在的根据”，似不妥。下文的阐

释会使这一点更清楚。

中译本此处译为 “在先规定的理由真的不是产生、而

是解释真值”，应为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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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一种创生性的或者一致性方面的根据”。

于是，康德表述了第一个充足 （规定）根据律，

它是关于真理根据的：“没有规定的根据，就没

有任何东西是真的” （Ｎｉｈｉｌｅｓｔｖｅｒｕｍｓ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ｅ）① （Ｉ：３９３）。

但康德真正关心的是 “实存根据”，即在先

对物之实存进行规定的根据。为此，他表述了第

二个充足根据律：“没有在先规定其实存的根据，

就不能有任何偶然实存的东西”（Ｎｉｈｉｌ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
ｔｅｒｅｘｓｉｓｔｅｎｓｐｏｔｅｓｔｃａｒｅ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ｅｘ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ｍａｎｔｅｃｅｄ
ｅｎ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ｅ）② （Ｉ：３９６）。不难看出，这正
是对充足根据律之传统表述 “没有根据便一无所

有”的一个转换。

为了避开自因的上帝概念来论证充足根据

律，康德首先做出界定，只有偶然实存的东西需

要根据，而上帝作为必然实存的东西，其实存不

需要根据。具体来说，上帝的实存没有在先规定

的根据，而只有在后规定的认识根据，即其对立

面 （上帝之不实存）是不可能的。 “上帝实存，

就上帝而言说出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Ｉ：３９４）
完成这种界定后，证明充足根据律就不再是

难事了，因为只需要从 “偶然实存物”的概念出

发使用反证法即可。如果偶然实存物不需要在先

规定的根据，那么它就能仅通过自身来排除其实

存之对立面 （不实存），于是该偶然实存物便成

为绝对必然的实存物了，但这是荒谬的。也就是

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在先规定其实存的根据，偶

然实存物便不再 “偶然”了。

这就是康德提出的证明的核心。通过从 “偶

然实存物”的概念直接推出 “凡偶然实存物皆必

须有实存上的在先规定根据”，他实质上已经将

充足根据律变成了一个分析命题。借此，尽管充

足根据律的 “确定性”被加强了，但其解释意义

却被削弱了，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增加新的知识。

尽管如此，康德在这里的阐释明确了充足根据律

的界限，为后来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充

足根据律定位为关于经验知识的原则作了一定的

理论准备③。

三、对相继原则的推导与思想模式的转变

在完成了对充足根据律 （尤其是实存上的充

足根据律）的重新界定和证明以后，康德获得了

一个地基。借此，他不仅反驳了一些误以为能从

充足根据律中引申出来的原则 （例如鲍姆嘉登的

结果律④、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律⑤等），而且从

此出发推导出了两个形而上学认识的原则，即

“相继原则”与 “共存原则”。接下来，本文将

主要关注康德对 “相继原则”的证明，但不是为

了考察它是否有效，而是要借此进一步探讨康德

关于充足根据律的新思考。

相继原则指的是一个实体只有在与其他实体

相结合时才能产生变化，一个被分离而与其他实

体无关联的实体是不可变的。对此，康德给出了

三个不同的证明 （Ｉ：４１０－４１１），但仔细考察可
知，这些证明的核心是一致的，即 “变化”指的

是实体诸种规定的相继，或者是先前不存在的规

定现在出现了，因此变化实质上指的是实体被规

定为与某个先前属于自己的规定相对立。实体先

前的规定具有充足的规定根据，因此排除了与此

规定相对立的其他一切规定；为了获得一个新的

规定，实体必须被赋予新的规定根据。但既然该

实体是与其他实体相分离而存在的，它无法单凭

自身就获得新的规定根据以产生新的规定，所以

这种被分离的实体是不可变的。

康德的这个论证包含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

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根据与其规定是同时设定

的。因此在时刻ｔ１的根据所规定的东西必然在时
刻ｔ１生效，而变化要求新的规定在时刻 ｔ２生效，
这必然要求在时刻ｔ２有新的规定根据。第二个前
提则是隐含的：对一个事物来说，新规定的获得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英译可为：Ｎｏｔｈｉｎｇｉｓｔｒｕ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英译可为：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ｅｘｉｓｔｓｃｏｎｔｉｇｅｎｔｌｙｃａｎｂ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

ｇｒｏｕｎｄｗｈｉｃ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ｉｔ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ｌｙ。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４页。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从明确表述

上来看，充足根据律已经被因果律所取代，后者不但是现象界

的原则，而且已经是一条 “先天综合原理”，因此极大不同于在

《新阐释》所表述的分析原理。

此原则认为 “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结果的”，其表述和论

证参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Ｇ．
Ｆ．Ｍｅｉｅｒ，Ｎｏｒｄｅｒｓｔｅｄｔ，Ｂｏｏｋ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２００４．Ｓ１１．

又称不可分辨者的同一律，意为：如果两个事物的所

有特征完全一致 （不可分辨），那么这两个事物实质上就是同一

个事物。这个定律由莱布尼茨首倡，他曾经举例 “世界上不存

在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来说明这一定律。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英
美的分析形而上学思潮中，这个定律获得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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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赖外部事物作为规定之根据。也就是说，

与该物旧有规定相关的一切根据不能为此物带来

任何新的规定。

不难发现，这两个前提与我们之前提及过的

沃尔夫的两个思想———根据与被奠基者的同时性

原则、本质根据与动力根据的区分———非常相

近。ＥｒｉｃＷａｔｋｉｎｓ认为康德在这三个论证中的思
想，或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沃尔夫在根据问题上

的思考，这是很正确的①。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二者之间一些不易察觉

的差别。首先，康德不承认任何 “自因”概念，

因而不可能有任何事物 （甚至包括上帝）能将自

己实存的根据包含在自身之中，因此，事物变化

的根据以及该事物诸属性的根据都一定是外在于

此事物的，沃尔夫那里内在性的本质根据在康德

这里是无效的。康德指出，沃尔夫学派 “断言单

纯实体从内在的活动原则出发经受着不断的变

化”，这是 “不结果实的”（Ｉ：４１１）。
其次，康德不赞同 “潜能—现实”的模式，

因此不赞同某种动力可以作为变化的根据。具体

来说，根据只能是规定根据，因此它只是给事物

设定诸种规定性。于是，在康德那里根本没有以

下这回事：物的本质根据设定了物之变化的可能

性，然后物之动力根据使得此可能性实现出来。

对康德而言，有的只是诸种规定的前后相继。所

以康德认为，沃尔夫学派只是 “给力下一个任意

的定义”（Ｉ：４１１）（这里指的当然是上面提到的
“实现力”概念）。作为一种使物从可能变为现

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的推动力， “实现力” （ｄｉｅｗｉｒｋ
ｅｎｄｅＫｒａｆｔ）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命名。

在康德对相继原则的证明过程中，我们已经

能清楚看到康德与沃尔夫学派在充足根据律问题

上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相较于二人的共同之

处，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是更为本质性的，因为

它不仅仅是具体观点上的，更是思想模式上的。

通过 “自因”来界定的斯宾诺莎式的实体概念②

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潜能—现实的概念图型都被

放弃了。这种思想模式上的转变尽管在此只是初

步显露出来，但对于康德后来思想的发展却具有

深刻影响。

四、充足根据与自由意志的相容性问题

自充足根据律被表述以来，围绕着它的一个

核心困难就是自由意志与充足根据之间的相容性

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成为了康德这部教职论文的

讨论重点。在这里，康德的主要对手是克鲁修

斯，后者从充足根据律推出 “凡是不发生的东

西，也就不能发生”（Ｉ：３９９）。这就等于说凡是
没有发生之现实性的东西，也没有发生之可能

性，因为只要某物不发生，那就意味着该物缺乏

发生的充足根据，因而从存在物整体来看也就缺

乏发生的可能性了③。于是，克鲁修斯认为充足

根据律 “复活了斯多亚派那里所有事物的不变必

然性和命运的旧有权利，甚至削弱了所有的自由

和道德性”（Ｉ：３９９）。一言以蔽之，克鲁修斯认
为，充足根据律使得上帝的创世用一种无法反抗

的必然性夺取了自由和 （与之相应的）罪责的地

盘。

为了辩护充足根据律，康德重新引入了莱布

尼茨已经完成的关于绝对的必然性、假设的必然

性与道德的必然性的区分。绝对必然性指的是以

矛盾律为基础的必然性，例如分析命题或者数学

真理；假设的必然性是指按照自然法则发生的必

然性，人们借之可以预测事物的进展；而道德的

必然性指的则是自由选择时向善的必然性，它表

明的是人进行抉择时的一种倾向④。康德非常准

确地看出，这几种必然性之间的区别绝不在于其

确定性程度的大小，而在于它们 “因何而必然”

（Ｉ：４００），也就是在于它们的规定根据的不同。
绝对必然性与假设必然性的规定根据都是上帝有

序的创世，而道德必然性的根据却是理智之下的

人的自由意志。

在此，自由意志概念需要得到严格界定。为

达到自由，首先要求摆脱绝对必然性和假定必然

性的掌控，而人的意志恰恰具有这样的能力，因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ＥｒｉｃＷａｔｋｉｎｓ，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２２－１２３．

莱布尼茨的 “单子”概念便首先承继了斯宾诺莎的

“自因实体”概念。 （参见段德智：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２页。）
这说的是，该物单独来看，只要不自相矛盾，就有发

生的可能性；但为了与其他存在物的现实状况相符合，它就没

有发生的可能性了。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陈修斋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 ５４—５５页。相关研究可参见段德智：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４３—
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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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人的心灵固有的自然欲望能力不仅仅指向客

体，而且还指向可在理智中发现的不同表象

（ｒｅ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ｓ）” （Ｉ：４０３）。因此，我们可以
“感受到，我们自己就是那些在给定的场合中包

含着选择之动因的诸表象的创造者，以至于我们

有足够的能力去注意它们、悬置它们或者将它们

转到其他方向，从而意识到我们不仅有能力与我

们的欲望一致地追求诸客体，而且还能按照自己

的意愿而一再变换客体的根据”（Ｉ：４０３）。
但自由远不止于这种转换的可能性，毋宁

说，自由的关键在于理智成为行动的规定根据。

尽管有上帝的创世，“行为依然是自由的，因为

它不是由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这

样一些根据所规定的，这些根据由于以极大的确

定性倾向于神的意志，便包含了神之无限理智的

诸种动因”（Ｉ：４００）。在这里，理智被理解为朝
向神性意志，也就是理解为一种求善的理智。于

是自由便意味着用一种求善的理智来规定我们行

动的意志，使之成为有道德的。因此，尽管人的

自由意志也由上帝所造，但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

智来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创世的善意，也可以用某

种趋恶的动因来规定自己使自己作恶。人必须承

担自己行为的责任。

在这篇教职论文中，康德非常重视自由意志

与充足根据律的相容性的问题，以致于他认为，

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克服克鲁修斯的批判，就等于

“战胜一切困难了” （Ｉ：３９８）。但不得不说，这
种解决方案一方面并没有明显超出莱布尼茨对自

由的理解，即 “自由是自发性加上理智”①；而

另一方面，它也没能成功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问题，因为即使二者来自于不同的规定根据，也

并不能说明两者就能相容。此外，依照充足根据

律以及随后证成的相继原则，自由意志的规定根

据必须在自身之外去寻找，这意味着理智是与意

志不同的两个实体，这会重新陷入自由问题上的

新的二元论。然而，在康德批判时期的思想成熟

以前，莱布尼茨式的自由概念从形而上学的角度

来看可能是当时最出色的方案了。康德能够借此

来反驳克鲁修斯的质疑，这足以说明康德当时对

此问题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而且，这里的自由

概念已经具有后来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中自律

自由概念的某些萌芽，借此我们可以窥见康德与

莱布尼茨在自由问题上的承继关系。

结　　语

海德格尔在 《论根据的本质》一文的前言中

说：“无论在其哲思的开端还是在其哲思的终点，

他 ［康德］都明确地探讨了 ‘根据律’。”② 根

据海德格尔自己的注释，这里说的 “哲思开端”

指的正是康德的这篇教职论文 《新阐释》。应该

说，海德格尔的这个判断是富有洞见的。本文上

述的分析已能表明，这篇教职论文对于康德的哲

学思考来说确实是开端性的。一方面，康德还或

显或隐地借助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已有思

想成果，例如根据与规定的同时性原则以及莱布

尼茨的自由概念；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寻找莱布

尼茨—沃尔夫学派在充足根据律问题上的不足，

提出了自己的概念界定和证明方式，并且力图抛

弃 “自因”概念和 “潜能—现实”模型。

就充足根据律本身而言，这篇教职论文在总

体上还是运作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思想范

畴之中，其成果充其量只是对这个学派在根据问

题上的一些 （尽管是一些不容忽视的）修补而

已。可以说，１７５５年的康德已经开始了自己的
道路，但还没走出关键性的一步———这里指的是

１７６３年 《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中

所提出的 “实在根据”（Ｒｅａｌｇｒｕｎｄ）概念，它可
以看作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应③。当然，对康

德而言，在充足根据律问题上的充分成果必须在

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获得：通过 “哥白尼式转向”

获得先验主体概念，同时将对象一般 （Ｇｅｇｅｎ
ｓｔａｎｄ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区分为现象与本体。因此，对
于康德与充足根据律之关系这一课题而言，本文

的研究还仅只是预备性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８５

①

②

③

转引自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性解释》，段德

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４页。
海德格尔： 《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５页。
康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康德著作

全集第１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２０１—２０３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见 ＥｒｉｃＷａｔｋｉｎｓ，Ｋａ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ｐ１６０－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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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萨特的本体论证明和对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的解决

贾江鸿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萨特的本体论证明思想和他为我们提供的非传统的二元论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进一步阐发

萨特所提出的富有辩证意味的身心关系理论，特别是他关于自为的身体和为他的身体的区分及界定的思想，由此彰显

萨特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核心概念———广延性和精神性———所做的全新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萨特的身心关系理

论给予初步的反思和定位。

【关键词】本体论证明；意识；自为的身体；为他的身体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５９－０８

　　自笛卡尔的身心关系问题诞生以来，法国的
哲学家们就一直对该问题有着这样那样的思考和

解决尝试。１７、１８世纪的马勒伯朗士和梅纳·
德·比朗，２０世纪以来的柏格森、萨特、梅洛
·庞蒂、米歇尔·亨利等，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

过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探索①。在这众多的探

索当中，有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我们足

够的重视，那就是萨特的本体论思想及其相关的

身心关系理论。尽管萨特并没有就身心关系问题

像梅洛·庞蒂和米歇尔·亨利那样有专门的著

述，但是，试图从笛卡尔的 “我思”观念重新开

辟出一片新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理论天地的他，在

其本体论的建构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身心关系这

个极为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挖掘和反思萨特

的相关思想就是我们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萨特的本体论证明与 “我思”

尽管笛卡尔本人的身心关系思想远没有我们

在教科书上以及一些当代的哲学家的书中叙述的

那么简单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理论都面临

着如何解决可能的身心二元对立的问题。简单来

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坚持思维和物体的本

体论的二元论区分的话，那么无论我们是同时坚

持 “人”的一元本性 （即认为人是一个单一的

实体），还是认为人是一个身体和心灵的二元结

合体，都面临着如何解释二元论和一元论的冲突

问题。对前者来说，问题就是既然人是一个单一

的实体，那么这种思维和物体的二元论又是如何

可能的；对后者来说，问题在于如果人是一个二

元的结合体，那么这种结合是何以可能的。总

之，笛卡尔的身心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二元论和一

元论的冲突问题。那么萨特是如何处理笛卡尔的

这个难题的呢？

在 《存在与虚无》第一卷的开头，萨特写

道：

当笛卡尔需要处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时他面

临着和我们现在类似的问题。笛卡尔建议在思维

实体和广延实体的联结已经发生的事实基础上来

寻找解决的途径，也就是在想象的地基上来寻找

答案。这种建议是可贵的。当然我们和笛卡尔关

注的问题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关于想象的理解也

和笛卡尔不同。但是，我们从中值得思考的是，

（要像笛卡尔那样）不应该首先把关系当中的两

个项分割开，然后再试图把它们重新连接起来：

关系就是综合。③

９５

 作者简介：贾江鸿，山西人，哲学博士，（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参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Ｌｕｎ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ｅｅｔｄｕｃｏｒｐｓｃｈｅｚＭａ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ＢｉｒａｎｅｔＢｅｒｇｓｏｎ，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２００２，以及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ｅｔｐｈé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ｕｃｏｒｐｓ，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ｂｉｒａｎｉｅｎ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００３。
②　比如有的学者就曾经指出，笛卡尔的人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一元的实体，是笛卡尔所说的天赋的原初概念，这样的话，我们

就不能简单地在身心问题上给笛卡尔贴上一个纯粹的二元论的标签。关于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的相关思想，请参阅拙文 《重新梳理和

思考笛卡尔的身心问题》，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６页。
③　 ［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８页。译文有改动，可参见法文本 Ｌêｔｒｅｅｔｌｅ

ｎéａｎｔ，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５７，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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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注意到了想

象在笛卡尔处理身心关系问题中的重要性，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应该和笛卡尔一样从关系

的角度，而不是从分割之后再联系的角度来处理

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萨特在这里所说的和笛卡

尔的身心关系问题类似的问题是什么？它又需要

怎样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呢？第一个问题非常关

键，因为这是萨特 《存在与虚无》的导言部分以

及整个著作所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我们本文的

论题身心关系问题所需要赖以展开的基础。这个

问题就是：什么是自在与自为的关系？

在 《存在与虚无》的导言部分，萨特通过简

单地考察现象学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本体论的证明。其核心内容是：首先，我们必须

承认有自在之物的存在，它们纯粹地是其自身，

而不应该像胡塞尔的现象学那样对它们简单地进

行悬搁或加括号；其次，意识恰恰就是对和自己

完全不同的自在之物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存在就

是自为，和自在之物的是其所是不同，他是其所

不是，又不是其所是；第三，意识就是和自在之

物的存在关系，或者说，没有自在之物这个和自

为完全不同的存在，意识本身就什么也不是，这

正是萨特和胡塞尔不同而要千方百计坚持自在之

物存在的根本原因；第四，自在之物由于只是其

自身，于是真正说来，它不能作用于意识或自为

的存在，在萨特看来，我们由此就摆脱了实在论

的威胁，同时，由于自为仅仅是和自在之物的一

种存在关系，他也根本不能作用于完全地是其自

身的自在之物，因此我们也摆脱了唯心论的嫌

疑。面对萨特为我们提供的这种本体论的证明，

我们的问题是：这种不能互相作用同时又似乎互

相依存的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它们之间到

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难

道不是一种新的二元论吗？

萨特的回答首先是否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一

种新的二元论，因为所谓的二元论实际上是一种

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的结果，而对象性的思维是传

统的认识论在认识当中对思维进行反思性把握的

结果。比如笛卡尔在提出他的著名命题 “我思我

在”的时候，在萨特看来，他就已经处于反思的

认识论地基上了，凸显了反思性认识主体的存

在，同时也把外在事物当成了一个处于 “我思”

主体对面的认识对象了。而萨特的整个本体论的

起点恰恰就是对这种二元化认识论思想的摒弃。

对他来说，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返回到真正的现象

学起点——— “我思”的地基之上，从而把意识与

具有实在内涵的心理进行彻底的区分。这里有两

个基本的内涵：首先，萨特和胡塞尔一样，认为

我们应该追随笛卡尔为我们开辟的一条 “我思”

之路；但是，和笛卡尔不同的地方在于，萨特和

胡塞尔都认为笛卡尔的 “我思”概念是不纯粹

的，需要进行现象学的纯化，即驱除笛卡尔 “我

思”概念中可能的心理化和实体化的倾向，使我

们能真正达到先验意识，即纯思这个现象学起

点。其次，和胡塞尔后期试图构造一种先验主体

的思想不同，萨特坚持他所认为的意向性的根本

内涵。在他看来，先验意识或者真正的 “我思”

仅仅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就其自身来说，并没有

任何主体性的内涵，这种先验意识的根本特点是

非反思的，而任何自我都是被我们反思性地建构

出来的，都是一个超越的心理对象。而意识并不

具有任何实质的先验内涵，从根本上来说，胡塞

尔和笛卡尔都是处在反思性的认识论的地基之

上，而没有真正抓住 “我思”的最本真特点———

非反思性①。总之，在萨特看来，如果我们返回

到真正的 “我思”的地基之上，我们首先就脱离

了认识论的二元化思维模式，意识及其相关物并

不首先是作为某个明确的被认识的对象而呈现出

来的，意识与其相关物首先处于一种存在论意义

上的存在关系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并

不具有任何本质的规定性，它既不是笛卡尔哲学

意义上的一个实体，也不是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

先验主体，而首先只是与某物的一个具体的存在

关系。

追随萨特的思路，我们脱离了传统的二元论

认识论窠臼。意识的存在———自为———不再具有

任何先验的本质，自在的存在也并不首先是一个

被我们认识的实体。萨特把自在存在的特点归结

为三点：自在的存在自在，自在的存在是其所

是，自在的存在存在②。具体来说，就是任何传

统上我们所赋予它的内涵，比如主动的或被动

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自身同一的或变化的、表

面的或内在的、可能的或必然的等等，都应该被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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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 “我思”的现象学分析，请参见萨特的 《自我的

超越性》一书的第一小节，也可参见 《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导

言部分的第三小节。

参见萨特的 《存在与虚无》，导言部分的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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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自在的存在就其自身来说，是我们不可能

达到的，它完完全全是意识的超越对象，或者

说，它不是意识。

如果我们真的如萨特所希望的那样走出了传

统的认识论二元论窠臼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面

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重新界定和考察传统的一些

经典概念和问题。

二、广延性与非广延性

多数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的阐释者把笛卡尔

的身体等同于物体这个本体论的概念，认为物体

或者说与精神对立的身体的根本特点是广延性或

者空间性，即它可以被无穷地分割和测量；与之

相反，精神这一本体的独立本性就是非广延性，

即并不占据任何空间，不能被分割和测量。萨特

站在自己的本体论立场上，对这种笛卡尔式的心

物二元论提出了批判。

首先，在萨特看来，意识并不是一种具有非

广延性独立本性的本体。在 《存在与虚无》第二

卷第四章中，萨特说道：

揭示存在的空间性和自为通过自身把自己非

正题地理解为是非广延的实际上是一回事。自为

的非广延性并不是隐藏在一个否定的名称之下的

精神的某种肯定的神秘力量，自为的存在从根本

上就是一种出神的关系，因为正是通过超越的自

在的广延性并且在这种广延性中，自为才能显示

出并实现自己所谓的非广延性的。自为不能首先

是非广延的然后才能进入一种与广延性的存在的

关系之中，由此，非广延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什

么意义，它只能是对广延的一种否定。①

也就是说，并不具有任何先验本质的意识，

它和外在的自在之物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根本的或

内在的否定关系，萨特把这种关系称为是虚无化

的过程。正是在对世界的虚无化过程中，自为开

始建构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本质，非广延性正是自

为在对世界进行根本的否定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它并不是自为的存在首先就具有的一种先验的或

独立的本质。一句话，意识的所谓非广延性是在

自为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的存在关系中被建构起

来的。

在剔除了意识的本体性内涵的同时，萨特对

自在的存在的广延性或空间性也进行了自己的界

定。在他看来，由于自在的存在就其自身来说仅

仅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因此空间性实际上也

不是自在的存在的本体性特性。空间性也是自为

的存在在与自在的存在的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

萨特认为自为的存在在对世界进行基本的否定或

虚无化的同时，就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一个具

体化的否定过程，而正是在这种具体化的否定过

程中，空间的观念才得以出现。因此，空间实际

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存

在关系的自在存在之间的一种理想性关联。“空

间的存在证明自为在使得有存在时没有增加什么

到存在上，它是综合的理想性。”② 此外，空间

也并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先天形式，空间只是

自在事物之间的纯粹的外在关系，通过自为的存

在而来到世界上，但是自为的存在本身并不具有

空间性。总之，空间性并不是自在事物自身的根

本特性，它并没有真正的存在，而是被自为带到

世界上来的自在存在之间的理想性外在关系。

综上所述，萨特对传统的心物二元论，即精

神性和广延性的对立提出了自己的颇为独特的见

解。在他看来，自在之物并不具有根本的广延

性，自为的意识也不具有精神性或非广延性，所

谓的广延性实际上是自为对自在之物的一种否定

的理想性，而非广延性则是自为对自在之物的一

种进一步根本的否定，无论是自为还是自在都不

具有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根本特性。

在廓清了广延性和非广延性这两个概念的基

本内涵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身心关系这

个更为复杂的难题。

三、身体的两重意谓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萨特处理身心问题的语

境。在 《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直到著作的第三

卷 “为他”中，才开始真正涉及身心关系问题。

在萨特看来，为他的存在并不是自为存在的本体

论结构③，原因就在于，为他的存在涉及一个他

人的存在以及自为与他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如

果说，自为的存在的原始含义是 “它在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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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第２３４页。
译文有改动，可参见法文本Ｌêｔｒｅｅｔｌｅｎéａｎｔ，ｐ２２８。

同上，第２４０页。
同上，第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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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心的就是它自己的存在”① 的话，那么在这

里，自为的存在就不得不是为他的，即他必须在

他人的 “注视”下，来进一步关注自我。在萨特

看来，正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身体的意义才能

显现出来，因为 “身体———我们的身体———其特

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所认识的东西是

别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知道的主要的东

西来自别人认识它的方式”②，或者说，“他人为

我所是的对象和我为他所是的对象都表现为身

体”③。

在萨特看来，身体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经常由

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变得难于理解：

即当人们通过其固有的那种内心直观达到自

己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最初是把身体作为有其固

有的法则并可以从外部得到定义的某种物体来看

待的。事实上，如果 “我的”意识在其绝对内在

性中被把握了之后，通过一系列反思活动，我又

力求把它统一于某种有生命的对象，由一种神经

系统、大脑、腺体、消化、呼吸和血液循环器官

构成的对象……而由此，我就会碰到难以克服的

困难。④

简言之，当我们领会到意识的存在的时候，

人们一方面会在同时把身体看作是一个外在的与

意识相分离的物体，另一方面又会进一步把意识

统一于一个具有生命的身体身上。但是，萨特认

为问题和困难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

们谈论的身体其实是一种对象化的为他的身体，

并不是真正的为我的身体：

事实上，我刚才描述的身体还不是我的为我

的身体。我从没有看到也永远不会看到我的大

脑，或我的内分泌腺。而只是由于我见过解剖人

的尸体……也许人们会对我说，给我治病的医

生、为我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能对我自己不认识的

这个身体作直接检查。我不否认这点，也不认为

我没有大脑、心脏和胃脏。但是重要的是要首先

选择我们认识的次序：从医生能对我们的身体所

做的检查出发，就是从没于世界的 （ａｕｍｉｌｉｅｕ
ｄｕｍｏｎｄｅ）、作为为他的我的身体出发。我的为
我的身体，不是没于世界地向我显现的。无疑，

站在Ｘ光机前我也能看到我的脊椎骨的影像，但
是那我就是恰恰是在外的，是没于世界的；我把

握了一个完全作为其他 “这个”之中的一个

“这个”而构成的对象；只是通过推理，我才使

它再现为是我的：与其说它是我的存在，还不如

说是我的属性。⑤

在这里，萨特坚持他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学出

发点，即意识首先是非反思的，反思并不能等同

于意识。我的眼睛看见了我的手、我的腿，这是

真的，但是在同时我并 “不能看见它在看”，我

的眼睛，它或者是混杂于诸物中的一个物，或者

是诸物赖以向我显露的东西，但是它不能同时是

二者。我看到我的手触摸到了对象，但是我并不

在手触及对象的活动中认识这只手。触摸和被触

摸，人们能触摸的感觉和人们被触摸的感觉，是

两类现象，完全不应该以 “双重感觉”的名称把

它们统一起来，它们是根本不同的。当我触摸到

或者看到我的腿时，我就超越了它而走向我固有

的可能性 （例如，这是条可能要康复的腿），并

且因此，我对它是在场的，而更重要的是它并非

是我，我也不是它。当然这个作为对象的身体显

现了某种自我的存在，但是，这样向我揭示的存

在是一种为他的存在，而不是自为的存在。

由此，萨特区分了两种不同存在论层次上

的、而且是不可互相还原的身体形态：Ａ、自为
的存在完全应该是身体，同时它也完全应该是意

识，但是意识不可能与身体统一；Ｂ、为他的存
在完全是身体，那里没有统一于身体的心理现

象，身体后面什么也没有，相反，身体完全是心

理的⑥。简言之，自为的身体和为他的身体。

我们首先来看自为的身体。

当笛卡尔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断言 “心灵比身

体更加容易认识”的时候，他是要从根本上区别

作为反思的思维和在这种思维中确保其地位的身

体。但是，在萨特看来，笛卡尔的这种做法实际

上无可挽回地使人们从意识中驱除了身体，从而

导致了意识和身体的二元对立。现在我们应该脱

离开笛卡尔的认识论路径，而从我们与自在的原

始关系出发，从我们在世的存在出发来探讨问

题。这就意味着完全不是说一方面有一种自为的

存在，而另一方面则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世界，就

像两个完全隔绝而又应该随后发现它们如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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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同上，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８０页。
同上，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同上，第３７７页。译文有改动，参见法文本 Ｌêｔｒｅｅｔｌｅ

ｎéａｎｔ，ｐ３６５。
同上，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同上，第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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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东西；而是说自为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与世

界的关系，意识就是对世界的意识，如果没有世

界，意识就什么也不是。具体对人的实在来说，

人的存在就是 “在此之在”，就是针对某个具体

的世界的意识，萨特把它称作 “一种本体论的必

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本身却体现了两种偶

然性：一方面虽然我 “在此而存在”是必然的，

而同时，我并不是我之存在的基础，这是完全偶

然的；另一方面，我在这里存在，而不在那里存

在，也是偶然的。这种由双重的偶然性围绕着的

必然性就是自为的人为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下，

萨特提供了自为的身体的一个定义：身体就是

“我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所获得的偶然形式”①，身

体不是别的，就是自为。作为身体的自为与整个

世界同一，世界是自为的整个处境。说我们进入

了世界，我有了一个世界和我有一个身体，这都

是一回事。在此意义下，我的身体在世界上是无

处不在的，我的身体是与世界同一外延的，它完

全散布在事物中，它是诸事物指示着的整个归属

中心。由此，我们已不再首先赋予我们以一个身

体，然后研究我们用以把握或改变世界的方式，

相反，我们把我们与世界的原始关系作为把身体

揭示为身体的基础。身体就是我直接所是的，身

体是为我的。所谓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不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实体的偶然结合，相反，身体必然来自

作为身体的自为的本性。也就是说，自为的虚无

化存在或时间性的存在，是在介入世界的形式下

进行的，身体就表现了我对于世界的介入的个体

化。当柏拉图把身体设定为是使灵魂个体化的东

西的时候，他是对的，只不过，设想灵魂能自己

通过死亡或纯思来与身体分离而脱离这个个体化

则是白费力气，因为灵魂就是身体，就如自为是

它自己的个体化一样。

然而同时，身体也是被超越的东西，作为一

种自为的存在的意识不可能完全与一个身体统

一。拥有一个身体就是自为的存在进行虚无化的

基础。自为一方面通过身体而拥有一个世界，另

一方面，自为又必须通过超越身体而使自身得以

虚无化并维持自身的存在，“身体还必须是一个

应该去超越以便在世界中存在的障碍，就是说是

我相对我本身所是的障碍”②。萨特把这样的身

体看作是自为的过去或事实的必然性。然而自为

的存在恰恰是一种以他的过去，即以身体为基础

的超越性的存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意识，

即自为的存在，又永远不可能完全与身体统一。

萨特认为，意识与身体的关系并不是对象性认识

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的关系。我的身体就是我

的意识的整个偶然性存在。比如说，在存在的层

次上，眼睛不是被他人看到的感觉器官，而是我

在看的意识的组织本身。对未反思的意识来说，

我们的痛苦就是身体，而只有在反思的意识的层

次上，痛苦才不同于身体，它们各有其固有的形

式。这就涉及了我们要谈的为他的身体的具体内

容。

身体也是为他存在的。在这个维度上，萨特

又区分了两种身体的存在：一种是我的为他人显

现的或者说他人的为我显现的身体，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为他的或他人的身体；另一种是在我是

一个他人眼中的他人时我的身体③。先看第一种

他人的身体。他人的身体首先就意味着他人的一

种人为性，即他人的身体是有意义的。它所是的

这团肉体是被它注视着的桌子、被它坐的椅子、

被它在上面行走的人行道等确定的，是对世界有

意义的关系的整体，是通过它呼吸的空气、它喝

的水、它吃的东西所定义的，否则的话，它就是

不可显现的。这样的整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

生命代表着诸意义的总体。这意味着：１、除非
从指示他人的身体的整体处境出发，我决不可能

把握他人的身体；２、我不可能单独地感知他人
的身体的任意一个器官，我总是从肉体的或生命

的整体出发来指示任何一种独特的器官的，我对

他人身体的感知根本不同于我对事物的感知。一

句话，身体是从处境出发显现为生命和行动的整

体。而同时，他人的身体又总是指向它本身之外

的，他人的身体总是客观的，总是我们的一个超

越的对象。萨特认为，正是通过对这种客观的他

人的身体的直观，我们才可能领会和理解我的身

体，这就涉及了萨特所说的另一种存在意义上的

身体———在我是一个他人眼中的他人时我的身

体。在萨特看来，这种身体的存在介于两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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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上，第３８４页。
同上，第４０４页。
在 《存在与虚无》的文本中，萨特把这种身体称作是

“身体的本体论第三维”，以区别于之前的自为的身体和作为被

他人认识和使用的对象的为他的或他人的身体。由于这种身体

也是以他人的注视为前提的，因此，萨特也把它看作是为他的

身体的一种。（参见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

第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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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之间：一方面他人不是我，但他却具有对

我的为他的身体的直观；另一方面，我是这个为

他的我的身体，但同时，我却没有对这个 “我”

的直观。我的身体在他人的注视下发生了异化，

这个异化了的身体脱离了本来的我而成为他人的

一个对象，而这种异化了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在情

感上感到害羞的原因，它使我们意识到我的身体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我们不可能被我使

之存在的我的身体所困扰，困扰我的只能是我的

为他的身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的为他的

身体是不在场的，它始终是不可把握的，只有通

过他人，通过对象化的语言，才使我们熟悉了我

的身体的为他的结构，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

独自构成或设想我自己操纵我的身体，正是同过

他人的概念，我才认识了我的身体。

这种为他的身体或者说通过他人的注视而被

领会到的身体同时就是我们的心理自我。萨特坚

持自己在 《自我的超越性》中的结论，认为心理

就是自我，它具有自己的状态、性质和行动，自

我就是一个超越的心理统一对象，是行为的主体

和权利的主体。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心理存在的

行动都代表着一种超越的存在，代表着自为与世

界的客观关系。但是，在萨特看来，心理的东西

只对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反思的自为显示出

来，而且心理对象的潜在性必须通过我们的身体

来作为它们自我实现的工具，正是通过身体，我

们才能拥有心理的状态、性质和各种行动。更确

切地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身体，或者说，身

体就是我们的心理自我。当我们说心理是一种不

同于身体又同时需要依附于或统一于身体的现象

时，这在萨特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于是，在萨特的哲学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

次上的身体概念：一种是自为的为我的身体，另

一种是为他的身体。前者是一种 “原初的身体”，

后者则是一种心理的身体；前者相关于意识，后

者则相关于心理。那么问题是，这两者之间是什

么关系呢？在萨特看来，这两者之间并不能互相

还原。简单来说，为我的身体不能还原为为他的

身体，为他的身体也不能还原为为我的身体，就

如同意识不是自我，自我也不是意识一样。原因

在于，自为的身体完全是非反思的，它体现了自

为和世界的原初统一关系，自为的身体首先是

“在世界中”的，就其本身来说，就如同意识一

样，是不可把握的；而为他的身体则是在他人的

“注视”下被建构出来的一个超越性对象，它完

全不是意识本身，也完全不能被还原为作为意识

的自为的身体，只能是意识的相关物。总之，意

识通过身体而自为地 “在世界中”，又通过他人

建构了一种对象性心理身体。自为的身体不能不

是意识，但又是意识自我虚无化的基础，是自为

需要超越的一种偶然处境；为他的身体就是心理

的自我，是意识在为他的存在中的具体存在，同

时，它也就是意识的一个超越的对象。一句话，

作为自为的存在的意识通过身体来维持自己的存

在，但意识又永远不是身体。

四、可能的分析和反思

从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萨特试图通过自己

独特的本体论证明思想来弥合笛卡尔以来的二元

论。在他看来，自为和自在的存在并不是笛卡尔

哲学意义上的二元性本体，即自为不再是一种具

有自身独立本质———思维———的本体 （笛卡尔会

把它称为纯粹的精神），相应地，自在也不再是

一种与精神相对的本体 （笛卡尔称之为广延性物

体）。相反，自为和自在乃是一种新的存在论内

涵上的———而非认识论内涵上———的存在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自为与自在实际上是互相依存

的。一方面，没有自在的存在，自为就完全是不

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完全透明的意

识。萨特说，意识总是相关于某个对象的意识，

意识总是半透明的，意识是一种 “是其所不是，

又不是其所是”的东西，自为的存在也总是一种

自欺的存在，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对这个存在关

系的不同注解。同理，在另一方面，自在的存在

也只有在面对自为的存在，在面对意识的时候，

才可能有所显现。因此，没有自为的存在，自在

实际上也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萨特才把自我 （ｅｇｏ）看作是一种自在的存在。
在萨特看来，很明显，没有自为，没有意识，自

我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萨特的上述解决思路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但是问题在于，萨特是否真的完全摆脱了二元论

的嫌疑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和反思他关于意识

和身体的关系理论，来尝试着对这个问题给予回

答。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曾经指出，在笛卡尔的哲

学中，有一种原初的身心统一体的观念，或者简

４６



萨特的本体论证明和对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的解决

单地说，笛卡尔实际上承认一种作为单一本体的

人的存在。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坚持身体和

心灵统一观点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依据亚里士多德在 《论灵魂》中的思想，人的灵

魂是身体的形式，是身体的现实性。因此在这个

意义上，人的灵魂和身体其实就是一个东西，我

们脱离开身体去讨论灵魂，或者脱离开灵魂去思

考身体，这都是非常荒谬的。现在，如果说萨特

通过建立一种比较富有新意的本体论思想———自

为与自在的存在关系理论———而在一定程度上弥

合了由笛卡尔通过严格地区分精神和物体从而引

发的诸多理论困难的话，那么他是否会像笛卡尔

或者说亚里士多德那样也坚持身体和灵魂 （在萨

特这里是意识）的统一性观点呢？

从总体上来说，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从萨特的 《存在与虚无》的写作思路

来说，萨特显然并没有把意识和身体放在同等重

要的地位上来看待。我们已经指出，对身体问题

的讨论，出现在 《存在与虚无》的第三卷 “为

他”之中，也就是说，萨特是在讨论了 《存在与

虚无》的最基本的内容，即第二卷的 “自为”

之后，才开始考虑身体问题的。关于这一点，萨

特在第二卷的结尾曾经给出过明确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论述了认识的问

题而没有提出身体和感官的问题，我们甚至一次

也没有涉及它。我们并没有贬低或忽视身体作用

的意图。但是，在本体论中和在一切别的学科中

一样，首要的是规定讨论的严格秩序。然而，身

体，不管其功能可能是什么，它首先显现为被认

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把认识建立在它之上，

也不能在定义认识活动之前论述它，也不能以无

论什么方法或方式从它之中派生出有其基本结构

的认识。而且，身体———我们的身体———其特性

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是别人

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知道的主要的东西来

自别人认识它的方式。这样，我的身体的本性把

我推向他人的存在和我的为他的存在。对人的实

在来说，我与我的身体一起发现了与自为存在同

样重要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而我将称之为为他

的存在。①

依据萨特的观点，如果说具有纯粹自发性的

意识可以在自己的超越性存在中为反思性认识奠

定本体论的基础的话②，那么，人的身体显然并

不具有和意识同等的自发性，身体不仅不能为认

识奠定可能的基础，相反，身体本身就是被认识

的对象。进一步来说，我们只有通过他人，通过

对他人的身体的认识，才能形成对自己身体的把

握，这和在自为的存在中自己为自己奠定基础的

意识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③。

其次，从身体和意识的具体关系来说，尽管

问题要稍微复杂一些，但是身体和意识大致上也

不是完全统一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依

据萨特的观点，身体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原初的身体，或者说是自为的身体；另一种是

为他的身体，或者说心理的身体。由于萨特在本

体论上对意识和心理曾经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因

此我们可以先考察直接与意识相关的原初的身

体。当萨特说，自为的存在完全是意识，同时完

全是身体时，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的思想中显然

隐含了一种身体和意识的统一理论。在他看来，

由于意识永远是相关于某物的意识，也就是意识

永远是 “在世界之中”的，因此意识就必然同时

在我们的身体中。因为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可

以原初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萨特才把身体称作自为存在的人为性。简

言之，意识和身体是具有统一内涵的，没有身

体，就没有意识；反过来，没有意识，身体也就

什么都不是。然而，萨特继续说道，人为性仅仅

是自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意识永远是超越的，

它不能与身体完全统一。在此，萨特的真实意图

已经显露出来了：说到底，自为的存在其实还是

一种意识的存在，拥有在世的身体，这只是意识

存在的一个依托，同时也更是意识存在需要超越

的一个障碍。如果说，意识完全成为了身体，那

么它也就不再是一种自为，而成了自在之物，意

识只有在对身体既依托又超越的过程中，才能成

其为自身。此外，当萨特声称自为的身体和为他

的身体，或者说原初的身体和心理的身体不能互

相还原的时候，也体现了他对意识和身体的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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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第２８０—
２８１页。

关于萨特的认识论思想，请参见他在 《存在与虚无》

的第二卷第三章 “超越性”中的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萨特把为他的存在也看作是与自

为存在同等重要的存在方式，他甚至把为他的我的身体称作是

“身体的本体论第三维”，但是毫无疑问，讨论为他的存在的前

提就是承认他人也是一种具有意识的自为的存在。由此，在这

里身体只不过是自我与他人的自为存在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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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思想。如果说原初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还

能说就是意识的话，那么，为他的或者说心理的

身体就完全不同于意识了，它完完全全就是意识

构建出来的一个超越性的对象，简单地说，它根

本就不是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萨特虽然通过其本体

论的证明思想，对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给予了一定

的批评，并希望建构一种非二元论的自为与自在

的存在关系理论，但是，具体就身体和意识的关

系问题，萨特并没有转而坚持身体和意识相统一

的关系理论。虽然我们不能说身体和意识是一种

新的二元论结构———身体和意识都不是传统二元

论意义上的本体，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能互

相还原，更不能完全统一的存在，这样的理论，

应该说并不能彻底摆脱二元论的嫌疑。

五、结语

我们可以简单地对萨特的身心关系理论做出

如下评价。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首先，我们认为，萨

特的本体论和身心关系理论的最大成就，在于对

于传统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对笛卡尔 “我

思”概念的重新界定。当他力图区分反思前的作

为先验意识的 “纯思”和反思意识的时候①，无

疑为我们脱离传统的认识论和对象性思维方式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思路。应该说，梅洛·庞蒂试图

构建前意识、前断言的现象学身体概念的理论，

以及米歇尔·亨利进一步对意向性概念的批判

（不管是意识的意向性还是身体的意向性）和对

作为先验主体的身体的建构，都是沿着萨特的这

种对对象性思维方式的批判路径而前进的。对他

们来说，共同的东西就是脱离或改造笛卡尔的认

识论的、对象性的 “我思”概念，而寻找真正的

现象学起点——— “纯思”。只不过对萨特来说这

个 “纯思”就是先验意识，对梅洛·庞蒂来说就

是现象学的知觉身体，对米歇尔·亨利来说就是

作为真正的生命的身体主体。其次，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萨特的自为的身体概念。当萨

特声称自为的存在完全是身体，也完全是意识的

时候，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的身体就具备了一

定的意向性内涵。而且由于萨特所说的意识首先

是一种非反思的先验意识，因此，这种具有非反

思的意向性的自为的身体，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

和梅洛·庞蒂的前意识、前断言的现象学身体概

念具有了某种相似度。对萨特来说，自为的身体

也不是梅洛·庞蒂所批判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物理

身体，相反它可以自主地或原始地安排着 “这

个”世界。如果说拥有一个世界和拥有一个身体

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话，那么这样的身体显然就是

和世界处于一种有机的关联之中，而这一点的确

显现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身体的一些特征。毫

无疑问，这是一个有趣的理论现象。

但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萨特的身心关

系思想从理论上讲具有一种不彻底性。尽管萨特

在弥合传统的认识论二元论的道路上有了很大的

进步，即他不再把意识和身体看成是两个独立的

本体单元；但是，当他声称自为的存在完全是意

识又是身体、同时身体和意识不能完全统一的时

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二元论的

新的二元性的思想，即一方面作为自为的存在的

意识是身体，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意识需要虚无

化的障碍，意识又不是身体。如果说梅洛·庞蒂

的理论出发点完全是一种非意识、非物体的身

体，从而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一元论思想的话，萨

特的这种理论显然不是一种彻底的一元论，或者

说，他在弥合传统二元论的道路上走得并不彻

底。进一步来说，我们从萨特讨论身体问题的语

境就可以体察到萨特对待身体和意识问题的不同

态度：如果说先验意识是萨特本体论思想的理论

出发点的话，身体则仅仅是自为的存在在面对他

人的存在时才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

上，在萨特这里，身体并不具有和意识同等的本

体论地位，这和梅洛·庞蒂从身体概念出发来建

构他的现象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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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意识和反思意识区分的思想，我

们实际上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梅纳·德·比朗那
里。在梅纳·德·比朗看来，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 “我思”的

明证性并不是最原初的东西，它必须以非反思的原初事实———

原初意识 （同时也是身体自身）为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萨特的哲学应该是对法国传统的唯灵论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ｓｍｅ）（一般认为梅纳·德·比朗是法国唯灵论的鼻祖）哲学的
一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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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周　慧

【摘要】知识、权力和主体是福柯始终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一 “福柯三角”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关键。但

这三个轴心与我们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权力与知识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所有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与作为物

质性实践的权力运作紧密相连；而权力，也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即通过规训技术、坦白技术和针对 “人口”的治理

术，将个体塑造为客体和主体。晚期福柯从 “权力的支配技术”转向 “自我的伦理学”，试图发展出一种导向生存艺

术的伦理学，使得个体在知识与权力的网罗中，仍有希望成为独立自由和充满创造性的审美存在。

【关键词】知识；权力；主体；自我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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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真理）、权力和主体是福柯始终关注

的三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探索话语实践的考古

学、权力—知识政体的系谱学，还是关注自我的

伦理学，福柯的思想都紧紧围绕着这三个轴心展

开。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开启福柯迷宫的钥

匙，是我们在其著述中找到门径的指针。然而在

福柯的语境里，这三个轴心与我们的传统理解大

相径庭。福柯不仅悬搁了知识的有效性，颠覆了

主体的先验地位，同时也改变了对权力以及它与

知识的关系的一贯理解。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

力不仅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现代权力对

主体的控制和支配是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完成的。

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本文首先试图说明知识、权

力和主体在福柯思想中的特定含义；其次，文章

将逐一分析知识—权力的共生政体是如何通过规

训技术、坦白技术和治理术来实现对主体的控

制；最后，将说明福柯在晚期转向自我的伦理学

的目的及其意义。

一、知识、权力、主体在福柯语境里的含义

（一）知识

在传统的人文语境里，知识是普遍客观的，

是我们获得解放和自由的途径，是我们不断进

步、迈向绝对真理的桥梁。而在福柯的语境里，

知识脱去了 “真理”的外衣，失去了救世主的光

环，被还原为话语实践的产物。它是中性的、唯

名论的①。福柯想要揭示：人类为什么会把自己

当作知识的对象？为了获得关于自己的客观知

识，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以及付出了什么代

价？为此，福柯改变了科学史研究的主题，将研

究重心从自然科学史转向人文科学史，将研究对

象从自然科学对象转向人类主体。这种探索是通

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来进行的。

在考古学阶段，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福

柯悬搁非话语实践，抛开对现今制度和权力机制

的思考，而力图在话语内部揭示话语的历史先天

规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ｐｒｉｏｒｉ）②，即在特定的时期，
使得理论、观念、假说等知识形式的出现成为可

能的必要条件。这些规则在 《词与物》中被称为

“知识型” （ｅｐｉｓｔéｍè），在 《知识考古学》中被

表述为 “档案”（ａｒｃｈｉｖｅ）③。形式化的话语规则
是在人们无意识层面悄然运作的 “认知密码”，

它们作用于人文科学话语内部，使得在既定的历

史阶段，什么对象能够被严肃地说出，从而成为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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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客体；谁能够说出它们，从而成为知识的

主体；以及主体在言说客体的过程中使用什么概

念和主题。例如，在 《词与物》里，福柯集中探

讨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关于语言、生物和

财富分析的三种话语，由此展示出因为知识型的

变化而导致思想史上的种种转型。他认为探讨西

方知识密码的关键是把握词与物的关系，围绕着

这种关系，可以发现自１６世纪以来的三种知识
型：ａ、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 “相似”；ｂ、
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 “再现”；ｃ、现代时期是
“人”的时期，其特征是人的有限性为认知的可

能性提供确切基础。

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福柯在考察监狱
的诞生时，发现考古学进路存在很大问题。自主

的话语理论从话语实践内部来探索知识的形成规

则，抹杀了知识秩序与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之间的

关系，而社会制度、经济进程、政治事件等非话

语实践为真理话语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

条件。福柯开始意识到考察人文学科必须考虑使

其学说成为可能的人类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不仅

不能忽略不计，而且恰恰是内在于人文学科并成

为建构它们的根本。福柯最终放弃了从话语内部

对知识的形成规则做纯粹考古描述的努力，而是

将话语和非话语领域结合起来，转而探索权力和

知识的共生关系。

转向系谱学之后，福柯追随尼采，提出了一

种新型的权力—知识政体。他试图描绘权力和知

识在话语中共生的图景：与其说是外在的权力将

自己印刻在知识之上，不如说是权力机制的效应

在科学陈述的内部循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着

客观纯粹的真理，权力不仅不是知识的障碍，相

反，“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包含的；不相应地

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与此同

时，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知识”①。

由此，在 《规训与惩罚》和 《性经验史》第一

卷中，福柯重新关注早期在 《疯癫与文明》和

《临床医学诊所》中探讨过的主题：知识在许诺

给我们自由和解放的同时，到底掩藏了什么样的

政治需要？分辨真假这一古老的欲望 （求真意

志）内含着什么样的权力策略？系统化的真理话

语与被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

系？系谱学家要探讨的不是语言的意义何以可

能，而是话语的政治学
獉獉獉獉獉獉

：究竟是什么在统治着知
獉

识和真理的生产机制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及 “在我们这些社会

里，‘真理’为什么会被赋予这种价值，从而把

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束缚之下”②？

（二）权力

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将权力理解为某种支配形

式，通常与暴力和强制相连。这种权力观预设了

几个前提。第一，权力是可以拥有的东西，而且

是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第二，在权力机

制中，我们总是可以将人们分为两极：掌管权力

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第三，权力两极之间是压

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它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其

最常用的控制方式是暴力和高压。第四，由于这

种权力从来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会说 “不”，

只会设置界限，因而它的策略是单一的，是一种

否定性的力量。第五，既然权力是一种危险品，

由权力引发的政治问题便是权力的限度以及如何

正当使用权力。由此，始于１８、１９世纪的现代
政治思想始终是依据限度和正当性来提出政治哲

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一模式下，权力和知识只能

是一种对抗和否定的关系，即 “只有在权力关系

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

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③。权力作

为一种强制的手段，是无知的象征，是愚昧的同

义词；它惧怕真理，总是处处阻碍真知的产生与

形成。由此，权力与知识之间玩弄的只能是合法

与不合法、允许与禁止、犯忌与惩罚的游戏。福

柯称之为权力的司法模式④。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福柯在和监狱问题具体接触
时，发现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权力支配形式。福柯

在去除了知识的真理性的同时，将另一个中性化

的 “权力”概念引入到他的分析之中。第一，福

柯摒弃了权力实体论。和尼采一样，福柯将注意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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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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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力从 “物质／实体”转向 “关系”：权力不是被

君主或是统治集团掌控的财产，不是可以被占有

的物品，而是某种关系网络
獉獉獉獉

。在这一关系中，不

存在一个最高权力中心，因为权力具有某种链状

结构，环环相扣，每一个个体既可以是权力的拥

有者，也可以是权力的受体，而权力也从不将人

分为两种，即拥有它的人和服从它的人①。第

二，福柯用肯定性和生产性的权力观替代了否定

性的权力观。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权力具有压制和

排斥的一面，而是说，权力的运作方式比我们想

象的要复杂得多。否定性的权力确实在话语实践

和求真意志的表层网络中发挥了局部作用，它或

许是权力经常带着的一张面具，但决不是权力的

真正面孔。第三，权力来自下层。传统人文主义

者习惯于将权力视为某种 “金字塔”形的构造，

在塔顶总是权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越往下走，权

力一层层地渗漏，到社会最底层，必然是权力最

稀薄的去处。然而，在人们认为权力最薄弱的环

节，福柯却看到了一种微观权力的肆虐。第四，

权力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例如权力并不

外在于知识，它与知识是某种共生关系。微观权

力并不借用国家主权或法律手段不断地缩减话

语，恰恰相反，通过某种理性化的程序和物质性

的社会实践，它使得人文科学话语不断地增生，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渐渐地渗透和弥漫。在一整套

科学话语的生产、调节、分布和流通的程序中，

真理得以产生并与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在

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之间不仅不是格格不入

的，恰恰相反，现代权力对主体的控制是通过与

知识的联手完成其扩张的。在这一支配过程中，

知识的介入使得权力不再表现为某种血淋淋的暴

力征服场景，它变得温和、耐心、细致而周到，

对个体的控制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实现的。真理

在权力塑造主体的过程中，并不是对抗权力的主

要力量，而是以自由女神的名义掩盖了主体产生

的内幕，并成为了支配和统治的同谋。第五，哪

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抵制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权力的关系网络，阻

力充当着权力的对手、靶子和支点。甚至可以说

权力的存在取决于多样性的阻力②。

（三）主体

除了知识 （真理）、权力外，主体是 “福柯

三角”的另一轴心。在传统观念中，这个主体先

于历史，先于它自身的处境，权力被视为它拥有

或反对的东西，而话语则是它表达自身意义的一

种媒介。无论是考古学阶段对人文科学话语的描

述，还是系谱学阶段对权力—知识政体的刻画，

福柯总是试图颠覆赋予主体的中心位置。例如在

《词与物》中，福柯考察知识型的转换和人文话

语生成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探索现代意义的

“人”是怎样诞生、怎样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和

知识的绝对主体和客体。福柯告诉我们：不独知
獉獉獉

识
獉
，连求知的主体也是话语实践的产物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因此他

从不愿意回答 “主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

关注的是 “人
獉
”、“主体

獉獉
”这样的概念是如何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话语实践中形成又是怎样运作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人文主义的
獉獉獉獉獉

“人
獉
”与
獉
“疯癫
獉獉

”、“性
獉
”一样
獉獉

，

不是自然事实
獉獉獉獉獉獉

，而是某种历史的建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文艺复

兴和古典知识型中，现代意义上的 “人”是不在

场的。他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世界本来就存

在着完美的秩序，人的功能只是一个阐述者。即

使在古典时期，语言符号的透明使得对事物秩序

的表现成为可能，但表现出来的只是秩序，表现

的这一过程、表现的行为和主体在这一时期却是

隐匿的。正如委拉斯盖支的那幅 《宫娥图》，作

为既安排整个画面又进入画面的 “人”，在古典

时期的秩序表上是不存在的③。福柯将现代时期

定义为 “人”的时期，其特征是人的 “有限性”

为其知识的确切性提供了基础④。人作为劳动、

有生命和说话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但是关于主

体的知识 （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却被有限

的人建构起来，并获得了某种普遍真理的地位，

而事实的真相———这些表面上看似先于他的、外

在于他的客观知识其实是内在于人之中的———却

被抹去了。这种人类学控制了从康德一直到当代

哲学思想的基本配置，它在三对两重性⑤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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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９５．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ｍｏｔｓｅｔ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ｐ３１．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ｍｏｔｓｅｔ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ｐ３２７－３２９．
这三对两重性分别是：经验—先验、我思—未思、本

源的隐退—回归。（参见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ｍｏｔｓｅｔ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ｐ３２９－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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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构起来。在这三对二元对立中，人被表

现为：ａ．既是认知的主体又是被认知的客体，
既是有待被研究的经验事实，又是一切知识之所

以可能的先验条件；ｂ．既被无法弄清的事情
（未思）所包围，又是确定的知识和一切可知性

的来源；ｃ．既是历史的产物，永远也无法知道
历史的真实起源，又不断地建构着这一起源，力

图揭示历史的最初形态。人作为被奴役的主人、

被观察的观察者的形象诞生了，“人文科学”也

由此应运而生①。既然 “人”的诞生是１９世纪
话语实践和话语规则作用的结果，那么随着这一

知识型的转换和知识格局的改变，福柯断言 “人

的形象必将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

全抹掉”②。随着二十世纪精神分析、人类学、

语言学的兴起，大写的 “主体”在后现代人文景

观中的退场，似乎应验了福柯的预言。

在转向系谱学之后，福柯对先验主体的颠覆

不但没有止步，反而比考古学的进路更为极端。

福柯宣称，权力关系既是意向性的，又是无主体

的。所谓意向性的，是指权力总是有着它的目

的，任何权力都有其精确的计算和精心的策划，

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

作。所谓无主体的，是指权力并不是主体个人选

择的后果。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他只是权力链

条上的一环，是权力和知识携手并进的产物。在

这里，福柯彻底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主体优先于

权力的传统③。权力作为一种实践，有着它自身

的逻辑。它内含着某种意志，但它决不会受控于

某个人、屈从于某一团体，它的效果总是逃脱了

行为者和策划者的初始意愿。这就是权力的无主
獉獉

体的目的性
獉獉獉獉獉

的含义。用福柯的话来说：“人们往

往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

做，但他们无法预料他们所做的又会做什么。”④

由此，权力的分析不应该停留在意识的层面，即

不应问 “谁拥有权力，他想干什么？他的最终目

的是什么？”，而应问在权力塑造我们的身体、支

配我们的姿势、规范我们的言行的过程中，主体

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主体既是权力—知识考察的对象，又是这一

政体自身展开的维度。一方面，福柯试图揭示主

体是如何被权力—知识的复合政体建构起来并被

赋予了统一姿态的秘密；另一方面，对权力—知

识关系的阐述也是围绕着主体的建构展开的。在

系谱学中，对先验主体的颠覆是沿着三个向度来

进行的。首先，在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

了将个体塑造为客体的规训技术；其次，在 《性

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阐述了将个体塑造为主

体的坦白技术；最后，在关于 “治理术”的论述

中，福柯分析了以 “人口”为目的的总体化控制

策略。由此，主体在知识和权力的包围之下，已

经无处可逃———不仅在单个
獉獉

的意义上，而且在整
獉

体
獉
的意义上，他都已经被纳入了客体化／主体化、

个体化／总体化的进程。

二、知识—主体—权力政体的运作

（一）个体客体化的规训技术

福柯在 《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展示了两种惩

罚模式：１７５７年３月２日在巴黎教堂前的一次公
开处决和八十年后巴黎少管所的一份作息时间

表。前者是一幅血淋淋的、对肉体的酷刑折磨；

而在后者的模式中，鞭打、肢解、火刑、示众、

暴尸的公共景观消失了，代之以温和而精妙的对

肉体的监管和规范化的行为控制。这一转变意味

着什么？是人性的进步吗？或许会有人这么认

为，但福柯发现，在这种表层的进步之后，掩藏

着另一种微观权力技术的兴起。尽管这种权力的

对象仍是肉体，但它已从公开的酷刑表演转入了

隐秘的微观控制；而它借以运作的工具不再是暴

力，而是可以进行区分和裁决的科学话语。“在

惩罚变得日益温和的现象背后，人们可以发现惩

罚运作点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出现了一个新

的对象领域、一个新的真理体系以及一大批在刑

事司法活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角色。一整套

０７

①

②
③

④

政治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这三门经验学科并不是

福柯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真正的人文科学是这些经验学科

的衍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由它们再生出
来的新学科。但是，这些经验学科的发展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

必要的前提。生物学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功能的模式，经济学为

它提供了冲突及遏制冲突的规则的概念，语言学为它提供了意

义和系统的概念。１９世纪初以来，这几种模式一直支配着人文
科学的发展。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ｍｏｔｓｅｔ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ｐ３９８．
Ｈ．Ｄｒｅｙｆｕｓ＆Ｐ．Ｒａｂｉｎｏｗ．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Ｂｅｙｏｎ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Ｐ，１９８３，ｐ１０９．
同上，ｐ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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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术和 ‘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与惩罚

的权力实践纠缠在一起。”①

福柯将这一技术称之为 “规训权力”。“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可以指 “纪律”、 “学科”，也可以指

“训练”、“教育”、“惩戒”，福柯利用它的多义

性暗示了知识和权力的紧密关系。福柯是从对现

代监狱的分析来引入这种权力技术的，然而考察

监狱的诞生和惩罚制度的变迁并不是福柯的最终

目的。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分析 “监狱群岛”

（ｃａｒｃｅｒａｌ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② 的权力运作机制。精细
的规训权力不仅在监狱盛行，而且被学校、工

厂、军队、医院、家庭、教养所、救济院等机构

纷纷效仿并有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的趋势。由

此，监狱不过是一个隐喻，只是现代社会的缩

影，真正的目标是一个已经被微观权力渗透的

“规训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权力的眼睛无

处不在，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

这种权力技术注重的是作为个体的 “身体”，它

要在身体之上计算出最佳姿势、方式、速度和搭

配。人体被某种 “权力力学”重新编排、分类和

操练，使其能够按照后者预定的方式和效果，

“不仅在 ‘做什么’方面，而且在 ‘怎么做’方

面都符合权力的愿望”③。

由此，这种权力技术并不通过压制和排斥来

管制个体，而是 “通过一整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

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管制，这套标准和价值

则借助于一种公然标榜仁爱和科学的知识网络而

发挥作用”④。这些技术包括对光线、空间、时

间、距离、身体小心翼翼地分割和安排，对活动

的控制、层级监视、规范化的裁决以及检查的艺

术等等。在这些技术中，权力总是在话语之中并

借助于规范化的策略一步步推进；而话语实践又

是在权力实践的支撑之下，促进了临床医学、精

神病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知识

的成形和完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过去一个

多世纪发展起来的 “人文学科”的共同技术母

体，就是这些繁琐的规训与调查技术⑤。与此同

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再次强化和改进了社

会控制的手段。权力和话语交织在一起，你几乎

辨不出是话语整合了权力，还是权力吸纳了话

语。而个体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权力的支点，

成为了权力策略与人文科学共谋发展的产物。

福柯在对权力—知识的阐述中，并没有对知

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式进行概括。但是我们可

以看到，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的

获取、收集、整理和利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不仅权力必须依赖知识来完成其对个体的支

配，同时，知识也必须借助于物质化的权力技术

来完成其收集、调查、取证和分析的过程。即使

是人文学科，越来越与某种个体的思辨和精神的

愉悦脱离了关系，成为某种技术化的和功能性的

需要。知识不再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它的出

现是为了交换。由此，没有使用价值的人文学科

（如思考人类意义的哲学、历史学、神学、文学、

文化批判等）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面临着尴尬的境

地，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人文学科 （医学、精神分

析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遗传学、优生

学等）则越来越成为可操作的、可通约的元素，

与权力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步扩张。正如利

奥塔所言：“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

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

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

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

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⑥

通过对规训技术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福柯

的理论从韦伯那里获取了灵感。韦伯认为资本主

义的基本特征是科层组织和理性化、精确化的生

产模式，而现代性的危机便在于这一模式日渐渗

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有不断扩大的趋

势，整个生活逐渐屈从于科学管理、官僚主义控

制和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类的所有活动面临一种

被客体化的危险。如果说韦伯只是指出了客体化

的趋势，福柯则细致入微地阐述了现代社会中权

力—知识政体如何将个体 （肉体）客体化的运作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
ｐ２３．

同上，ｐ２９７．
同上，ｐ１３８．
ＬｏｉｓＭｃＮａｙ．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９４－９５．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

ｐ２２６．
Ｌｙｏｔａｒｄ，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Ｒｅ

ｐｏｒｔ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Ｇ．Ｂ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Ｂ．Ｍａｓｓｕｍｉ．Ｍｉｎｎｅａｐｏ
ｌ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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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不过，在韦伯那里，这种客体化与基督教

的禁欲主义息息相关，即合理性的全面渗透与清

教主义将克制欲望、控制情感和规范生活的苦行

主义奉为整个社会都要遵守的理想规范是有着必

然的关联的。那么，福柯对客体化的描述可不可

以看作禁欲主义从家庭转向了监狱、军营、医院

和学校等领域？严格的纪律、时间和空间的划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苦行僧式的生活向社会层面的

进一步扩展？当然不能这么理解。一方面，福柯

的 “规范”不是由传统或习俗产生出来的价值体

系或道德行为的方式，不是主体有意识的某种自

我约束的力量，而是为个体所不能察觉地、将其

客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福柯在 《性经验史》

第一卷中，否认了性经验的压抑假设，提出了与

韦伯截然不同的欲望理论。而这一对压抑假说的

颠覆，是从知识和权力将个体建构为主体的另一

维度来阐发的。

（二）个体主体化的坦白技术

所谓压抑假设，是指我们总是将１７世纪理
解为权力对性的压抑时代的开始。因为从这个时

代起，性由于和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 （所有的能

量都应用于生产）格格不入而被现实语境所控

制。它被贴上封条，成为夫妻卧室里秘而不宣的

窃窃私语，成为大人和小孩之间小心翼翼的禁忌

游戏。那么，性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悄然无息呢？

其实并不然。福柯认为这一关于性的压抑不应该

按照韦伯的方式把它理解为世俗禁欲主义的兴

起，因为对性的约束并没有导致对其兴趣的减

弱，恰恰相反，围绕着性，引发了对身体的强烈

关注和性话语的暴增。性的各个方面、各种关

系、影响、后果都必须得到细致入微的考察。不

仅如此，性经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灵魂深处的

每一次悸动不安，都成了拷问、审查和忏悔的对

象。忏悔／坦白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由一种精神修炼变
成了控制手段，表面上看似禁欲的活动变成了纵

欲的通道。“在语言被小心地净化，大家不再直

接谈论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

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

机会。”① 性经验并没有成为话语的禁区，只不

过是被改变了谈论的方式，成为了一种健康和规

范化的理性话语。欲望也没有被压制，只不过它

不再是性爱艺术所获得的快感，而是在探寻和揭

示真相时所引发的愉悦。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

似乎从来没有对身体和性投入过如此多的关注，

身体的方方面面、性的每个向度都成了权力和知

识的主要投注对象。 “这难道是对性的审查吗？

毋宁说，它要建立的其实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

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其结构中运转灵活，成效显

著。”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执着于这一假

设呢？福柯认为这和个体将自己塑造为主体的过

程息息相关。如果说规训是权力将个体塑造为客

体的外部技术，那么坦白则是权力将个体塑造为

主体的内在力量。自１２１５年成为天主教的七宗
圣事以来，忏悔始终发挥着维护宗教秩序的核心

作用。１６世纪，这一仪式从纯粹宗教的领域扩
展到教育机构和监狱。１９世纪开始，它进入了
医学的领域，而自我忏悔的技术出现了新的形

式，那就是向权威———心理医生、精神病专家、

教育工作者和法官———坦白。通过 “坦白”，权

威就赋予了坦白者以身份，而坦白者认同了这一

身份并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坦白的范围虽然

不断地扩展，坦白的对象却仍然集中在性这一传

统而敏感的主题之上。这一真理不仅是关于性的

真理，也是关于我们的真理，人们被告知关于自

己的奥秘就栖息在性的真相中，即 “告诉我你的

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③。“在性这一问

题上，出现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我们要求性讲

真话……我们要求它将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从这一互相作用之中缓慢地形成

了这一主体的知识……主体中的因果关系、主体

的无意识、存在于其他了解隐秘的人身上的主体

的真相，还有在他自己身上的并不为他所知的知

识，所有这些都在性的话语中找到了展示自己的

场所。”④

然而，倘若要让权力的这一控制过程秘而不

宣，坦白需要一个假设，即存在着被压抑了的关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２０．
同上，ｐ２３．
［法］福柯：《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页。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７０．

（此句译文可参见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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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性、关于我们的真理，而坦白是我们认识自

己、靠近真理的唯一途径。坦白意味着对真相的

追求，对压制的反抗，意味着探寻到了个体乃至

人类最深刻的真理形式。所以在坦白的同时，主

体并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反而认为这是获

得解放的良机。通过对自我本性的不断反思、搜

寻和吐露，个人的主体身份就确立起来了。由此

看来，坦白并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压力，它深深地

根植于主体之中并成为主体建构的根本。而压抑

假设也不是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主体建构自我

的一个必要前提。性被压抑到底是事实还是谎

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一假

设。由压抑燃起的求真意志最终成为了权力无孔

不入、无往不胜的支柱。１９世纪以来，在这种
意志的驱使下，坦白技术扩散到生活的各个领

域：父母和孩子、男人和女人、法官和罪犯、牧

师和信徒、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成年人和

青少年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做坦白和拷问的游

戏，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①。

在这一过程中，坦白的范围多样化了，逐渐

从宗教领域扩展到了司法、医学、教育、家庭、

爱情等其它领域；坦白的内容也从性扩展到本

性、行为、思想、欲念、罪恶和其它不为人知的

秘密。最终，通过将坦白技术纳入科学观察的范

围和程序，性科学诞生了。性成为了科学话语的

一个客观对象，成为了有着隐秘本源的存在物，

而医学、教育学、心理分析、精神病理学的任务

便是揭示这一真理。从坦白技术到性科学的最终

建立，人文学科的发展和权力技术的推进是同步

进行的。坦白机制的扩展造就了真理性话语的需

要，而与身体、生命、性相连接的人文科学话语

既是通过坦白仪式建立起来的，又掩盖了关于性

的本性和客观真理其实只是某种历史建构的秘

密，为权力技术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支撑。在这

一过程中，求真意志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权力的联

结，而且还掩盖了主体被它们建构起来的内幕，

以及真相的展示浸透了权力关系的事实。

（三）针对 “人口”的治理术

在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细致地刻画了局

部的、以身体为目标的微观权力技术；而在 《性

经验史》第一卷的后半部分以及法兰西讲座 《安

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探讨了权力—知识政

体以 “人口”为目标的总体化的宏观策略。福柯

称之为 “治理术”（ｌａ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②

随着１８世纪人口统计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
知识形式的出现，我们看到治理技术开始成为权

力的核心功能。在中世纪，权力的两个重大功能

是战争与和平，它总是高度紧张地盯着武器的垄

断、法律的仲裁、罪犯的惩罚、秩序的维持和经

济的繁荣等目标。而到了１８世纪，新的权力技
术开始了对生命、健康和长寿的深切关注。人们

第一次发现，一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不仅与政权

稳固及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更与人口和人口的各

种变量休戚与共，例如出生率、发病率、生殖

率、结婚年龄、受孕方式、避孕措施、优生优

育、平均寿命以及饮食、居住方式都成了权力眷

顾的对象。人口的健康开始和秩序、财富一并进

入了政治经济领域，而性正处于这一政治和经济

问题的中心位置。一个国家如果想强大，就必须

拥有众多数量的人口，这是自古以来的公理，但

“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与其公民的

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

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和每个公民使用他的

性的方式相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③。维

多利亚时代以来闪烁其辞、遮遮掩掩的性，不仅

在坦白的仪式中落入了话语的掌控，而且成为了

被行政管理和调控的对象。性不再只是关涉个人

的隐私和欲望，而且关系到人类的福祉，后代的

健康，种族的延续，它理应属于公共事务。从

此，生命和性进入了政治领域，或者说，政治在

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了生命政治。“性已成为国家

与个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一个公共问题。围绕着

它，形成了一个话语、专门知识、分析和禁令纵

横交织的网络。”④

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和知识是互相生成的。

如果要了解个体和大众的性并针对它们进行有效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５９．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ｒｅｙｆｕｓ，Ｈ．＆Ｐ．

Ｒａｂｉｎｏｗ，ｅｄｓ．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Ｂｅｙｏ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ｅｒｍｅｎｅｕ
ｔｉｃｓ．ｐ．２２１．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éｃｕｌａｒｉｔé，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
ｍａｒｄ，２００４，ｐ９１－１１３．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２６．
（此句译文亦可参见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本，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页。）
同上。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的管理，知识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口学、

生物学、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伦理学、

法理学、教育学、遗传学、优生学等学科的建立

和日渐扩散的信息化趋势，为生命权力的扩张提

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依据它们给权力提供的精

确数据，才有可能对各种各样的性经验进行监

控、检测、区分、鉴定、研究、诊断和治疗。借

助于知识，生命权力才可能确保一个健壮的肌体

和健康的性经验，才有可能让性承担起对子孙后

代的责任。这也是福柯把权力称为生命权力的缘

故，因为它把 “生命及其机制带进了一个赤裸裸

的计算领域”①，使生命成为可管理的、便于操

作的科学。

支配身体的物质性的权力可分成独立却是相

关的两极——— “规训身体和调控人口”。第一个

问题侧重微观
獉獉

层面，与单数
獉獉

的身体相关，被称作

身体的 “解剖—政治学” （ａｎａｔｏ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在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规

训权力的运作技术。第二个问题侧重宏观
獉獉

层面，

指向整个人类的身体，被称作人口
獉獉

的 “生物—政

治学”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通过性经验的布署，这
两极在１９世纪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既是解剖
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

化的，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生命权力。权力

在这里紧紧盯着生命过程，因为它的最高功能从

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都关注生命，人类

的生命通过这两种技术 “进入了权力和知识的秩

序，进入了政治技术领域”。这两种权力技术对

身体的控制是沿着空间
獉獉

和时间
獉獉

两个维度来进行

的，前者以生产驯良的身体为目标指向城市空间

内的身体再生产，而后者以物种的健康繁殖为目

标旨在约束各代人之间的再生产。了解了这一

点，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性作为政治目标如此重

要，因为它是同时进入个体生命 （微观）和人种

生命 （宏观）的通道，它位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

上，而 “一切政治技术都是围绕着这两条轴线发

展起来的”②。

三、结语：主体的自由

———通往生存美学的伦理学

　　在权力和知识的包围下，主体已经无处可逃

———不仅在单个的意义上，也在整体的意义上，

他都已被纳入客体化／主体化、个体化／总体化的
进程。尽管福柯在论述权力的时候，为个体设想

了一定的自由，甚至宣称这一自由很可能作为权

力行使的条件而出现③。然而，被权力和知识建

构起来的主体进行反抗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

微的。尤其在规训技术中，福柯片面强调权力关

系在身体上的物质效果，主体被理解为权力机制

生产的可操纵和可驯服的身体，而不是具有活动

能力的人，由此不可避免地将丰富的人类体验和

内在心理生活还原成一种机械而可度量的物质效

果。

在 《性经验史》后两卷、法兰西学院最后三

年的讲座以及 《自我的技艺》等晚期作品中，福

柯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权力的共生关系的阐述

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被动性与有限性，为有血有肉

的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幅过于阴暗的图景，于是从

“控制的技术”转向 “自我的技术”，着力于考

察自我的伦理学。在这些作品中，福柯探讨了西

方人如何将自己建构为道德主体的历史，同时也

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话语形态：

一种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辨性的、论述性的话

语，注重概念和逻辑分析；另一种则将哲学看作

是一种生存智慧，注重精神修炼，目的在于通过

一系列技艺 （沉思、静修、反省、良心审查、回

忆、写作、散步、阅读等），来使自我得到持续

的发展和提升④。前者是思辨哲学，后者是修养

哲学，两者在古希腊时期，本是相辅相成的，即

“关爱自我”需要以 “认识自我”为前提，而

“认识自我”要以 “关爱自我”为目的。虽然两

者都很重要，但是福柯认为，关注修养的实践智

慧更能折射出希腊罗马哲学的主要态度和基本精

神。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

改变，希腊—拉丁文化把对自己的关爱看作是道

德实践的主要内容，把有节制的满足和快感看作

是个人幸福的合理目标，把锤炼理想的、自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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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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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个体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从基督教

开始，这两者分道扬镳，精神性的自我修炼慢慢

脱离哲学，成为纯粹的宗教性事务，对自我的关

照也因为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而被改写甚至是被

驱逐。关爱他人和对自我的否弃慢慢发展为获得

救赎的必要条件和道德伦理的首要原则，而斯多

葛和伊壁鸠鲁式的个人内在灵魂的修行式伦理也

逐渐演变为普适性的清规戒律。从笛卡尔开始，

哲学日渐缩小为思辨和认知的场所，科学理性凌

驾于一切领域之上。到了现代社会，“关爱自我”

要么被贬斥，要么被曲解为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

时代的消极产物①。

系谱学家不仅想要揭示人类如何成为自身道

德主体的历史成因，同时也试图寻找走出生存困

境的可能方式。福柯虽然返回到 “自我”，但他

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古希腊的修炼艺术搬到当下的

语境，以恢复古代的修养论，而是要探索一条通

往自由的生存美学之路②。主体并不是一个静止

的、给定的实体，等着我们去发现它的隐秘本质

并与之认同，而是一个通往未知和不确定的建构

过程。在一个生活世界被彻底对象化和概念化的

时代，即使没有办法完全冲破知识和权力之网，

我们仍然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和语境抱一种反思的

态度，不断改变和超越自己，成为掌控自己生活

的真正主人。后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尼采意义上的

强健诗人，他们相信，生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

品，因为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在于它有将潜能变

成现实的无限自由，在于它是一个勇于挑战规

则、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

从颠覆主体到关注自我，这一转变告诉我

们，主体的问题并没有被后现代思想家的利剑所

终结。先验的、大写的 “主体”的死亡，恰恰是

为小写的 “自我”的诗意存在辟出一块空间，人

类的 “有限”与 “自由”仍然是思想的永恒主

题。表面上，福柯只是在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思考

主体的自由，但实质上，他终其一生都在实践着

这条生存美学之路。在一次次穿越疯癫、犯罪、

性经验、死亡这些思想史的无人地带，苦心挖掘

人类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主体／客体的历史，
并重新诠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他享受着超越界

限的无穷快感，也体验着新的知识形式分娩时所

带来的阵痛。生存美学一直是福柯人生的基调，

也是他思想的原动力。他为此心醉神迷，也为此

殚精竭虑。作为一个勇于冒险的先行者，福柯收

获了很多常人意想不到的快乐；而作为一个孤独

前行的思想者，他为自由的终极体验付出了不可

言喻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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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

———论证的批判性之维探析


谢　耘

【摘要】通过从语用视角来重新审视论证实践，非形式逻辑学家拉尔夫·约翰逊提出了一个 “推论性核心 ＋论辩性外
层”的二维特质论证概念，并试图藉由对论证实践作 “展示理性”的解读，来证成这一概念变革。然而，只有进一步

回归论证的理性证成功能，并援引论证的批判性之维，才能合理地辩护其 “展示理性”理论。进而，系统地阐发这一

批判性维度，还能够更全面地拓展与建构当代论证理论研究的全新论域。

【关键词】论证；理性证成；批判性维度；论证理论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７６－０６

　　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交际活动，论证历来是
哲学尤其是逻辑学探讨的主题。长期以来，学者

们都将论证界定为 “一个语句、命题或陈述的集

合或序列”，并将其理解为 “前提 （ｐｒｅｍｉｓｅ）—
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的结构。然而，这种简单和
抽象的论证理解，却深受当代论证研究学者的质

疑和批判。重新回到 “论证实践”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
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中去理解和建构论证概念，并从语
用的视角，对实践情境中的论证作动态性、活动

性的解读，这既成为当代论证研究的理论起点，

也奠定了当代 “论证理论”（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
ｒｙ）的发展契机。与此相应，对实际论证之语用
功能和理论特性的不同侧重，既导出了当前论证

研究中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也形成了当代诸种

论证分析与评估理论的差异建构。本文力图以非

形式逻辑学家拉尔夫·约翰逊 （Ｒ．Ｈ．Ｊｏｈｎｓｏｎ）
的语用论证概念为基础，分析与阐发论证作为理

性证成的理论特质，并进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

批判性理论维度。

一、推论性核心与论辩性外层

———语用视角下的论证概念变革

对 “论证之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论证概

念的多样性建构，始终是当前西方论证理论的一

个热点论域。而其中倍受关注又最具争议的一个

焦点主题，是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所提出的二

维特质论证概念。在其近著 《展示理性》

（２０００）一书中，他从语用的理论视角系统地批
判了传统的 “前提－结论”论证界定，并进而提
出一个革新性的 “推论性核心＋论辩性外层 （ｉｌ
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ｉｅｒ）”的论证概念。

依约翰逊的分析，如果从实践和语用视角来

重新审视，论证应当成为论者与他者在参与论证

实践中所共同形成的成果。因而，理解与界定论

证概念的前提，是要认真地审视论证实践的过

程。首先，论证实践以理性说服为目的，也即是

说，论证过程是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说服对

方，在其中只有 “理由”才是唯一被认可的、决

定最终结果的力量。这一特征决定了在论证中任

何论断都必须以理由或证据来支持，因为单纯的

断言不足以达到理性说服的目的。换言之，“正

是因为论证具有理性说服的目的，它才具有 ‘理

由 （前提） －结论’的结构。”①然而，在语用
视角下，“对于我们理解论证而言， ‘理由 －结
论’结构仍然并不充分”②。因为论证过程总是

始于一个争议性论题，这意味着必然已存在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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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

于论题的观点冲突和立场分歧。为一个结论提供

支持的理由，本质上就蕴涵着其中的论题可能或

事实上正遭到质疑、或者已存有争议。因此，论

者想要在论证过程中达到理性说服的目标，他将

不会、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给出支持结论的理由就

得以实现，因为那些他试图去说服的他者，将清

楚地知道关于论题所存有的争议，并且明确地意

识到还有与论题相关的某些其它立场或观点，它

们的存在冲击着论者所持的立场或所论的结论。

由此而言，“如果他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将不

会，而且也不应当，被如此轻易地说服”①。所

以，论者为自己的结论提供理由支持，只是以理

性说服为目标的论证过程的一个起点。在给出理

由支持结论之外，论者还必须严肃地对待所存在

的批评与反对意见，认真地考察既有的竞争性观

点与立场，并通过适当而充分的回应，来进一步

表明为什么自己的论题是合理的、所持的立场更

为优越。换言之，在真实的论证实践情境中，仅

仅提供一些理由来支持结论，却完全忽略、甚至

主动回避与论证相关的反对意见与竞争性立场，

将意味着 “没能认真地对待论证活动得以存在和

发展的条件与背景”②。所以，对于一个理性的

论者而言，“如果其论证真正以理性说服为目标，

他就有义务去考察那些反对意见、对立观点，以

及批评”③。基于此，约翰逊提出了一个革新性

的二维特质语用论证概念：

论证是作为论证实践中之提取物的一种话语

或文本，在其中论者试图通过提供理由支持来说

服他人相信某个论题的真实性。除了这个推论性

核心，论证还包括一个论辩性外层，论者在其中

履行自己的论辩性义务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④

正是通过对论证之理性说服目标的关注，约

翰逊揭示出传统的论证界定并没有 “将论证概念

放在论证实践的背景中去理解，而是仅满足于以

结构化的方式理解它，使之变得抽象化和形式

化”，并且，由于它 “没有考虑到使得这个结构

得以产生的目的，以及更广的语用背境”⑤，因

而完全没有抓住论证理解的本质，过于草率地简

化了论证实践的真实结构。与之相反，在语用视

角下，一个完整的论证界定将既包括一个推论性

内核，同时还具有一个论辩性外层。前者中论者

以理由支持论题，后者中论者履行其相关的论辩

性义务，如回应已有或可能的针对论题的批评和

反对意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批驳已有
或可能的关于论题的可替立场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⑥。相应地，语用视角下的论证分析与评估
理论建构，也应当关联于 “推论性核心”和

“论辩性外层”两个方面，并进而拓展出 “论辩

性素材”、 “论辩充分性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等全新理论议题。

二、展示理性

———概念变革的理论证成及其问题

显然，约翰逊所倡的概念革新要求在论证界

定中加入 “论辩性外层”，同时还指明论者需要

履行其 “论辩性义务”。这些变革都给既有的论

证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也引发了旷日持久

的理论争议。诚如戈维尔 （Ｔ．Ｇｏｖｉｅｒ）的感叹：
“对于 ‘什么构成一个论证’这一问题的哲学和

逻辑思考而言，约翰逊的理论蕴涵着一个实质性

的概念修正。前提与结论变得不再足够了，我们

这么多个世纪以来曾经认同的一些论证，现在突

然变得不再是论证了。”⑦ 质言之，尽管论辩性

外层及论辩性义务等概念确有其实践基础，但真

正要由之导向论证概念和论证理论的实质变革，

却依然需要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证成。从传统

的论证界定到二维特质论证概念，其变革在于

“论辩性外层”的增加；而 “论辩性外层”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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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与合理性，则归因于论者需要履行其特定

的 “论辩性义务”，即他 “有义务去考察那些反

对意见、竞争性立场，以及批评”。由此可见，

在这一概念变革背后真正核心的理论根基，是为

“论辩性义务”提供恰当的理论证成。更明确而

言，在论证实践中考察与回应相关的反对意见等

论辩性素材，虽然历来都是论证实践的真实反映

和论证学者的理论共识，但为什么一定要将它从

论者尽力而为的可能选择，上升为其不得不为的

“义务”要求？

约翰逊试图从论证实践的理性本质入手，来

证成其论辩性义务的要求。在他看来，传统论证

理解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够充分重视

理性 （在论证中）的作用”①。相反，理解与证

立论辩性义务的合理性，则需要更准确地把握论

证实践与理性之间的紧密关联。一方面，他认为

“理性”指涉着 “人类所具有的寻找、提供、接

受理由的能力以及某种基于理由行事的特性”②。

进而，“论证实践的参与者都必然是热衷与追随

理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珍视理性的……论

证实践要求我们只能接受那些被表明为有理由的

东西”③。另一方面，他提出 “理性不仅是论证

实践的内在真实 （ｉｎｎ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更是它的外在
表象 （ｏｕｔｗａｒｄ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如同正义一样，（在
论证中）理性不仅必须被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

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ｍｕｓｔｂｅｓｅｅｎｔｏｂｅｄｏｎｅ）。
由此，论证实践不仅是理性的，它还需要展现出

来是理性的”④。所以， “要适当地理解论证实

践，我们必须将之视为一个 ‘展示理性’的活

动”⑤。更明确而言，“论证实践以 ‘展示理性’

为特征，即是说，对于其参与者，无论是论者、

批评者、或是任何其它对论题感兴趣的人而言，

它都显明地和公开地是理性的 （ｐａｔ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ｏ
ｐｅｎｌ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ｌ）”⑥。这意味着，“论证实践的参与
者不仅需要是理性的，他们还需要在论证过程中

展示出理性”⑦，即他们不仅需要理性地行为，

而且还必须表现出 （ａｐｐｅａｒｔｏｂｅ）是在理性地行
为。对约翰逊而言，正是论证所具有的 “展示理

性”这一特性，证成了论者具有 “论辩性义务”

的要求。正如他所言明的：“展示理性是论者为

什么有义务去回应，而不能无视、甚至掩藏来自

他人的反对意见与批评的原因。”⑧ 给出理由、

权衡反对意见与批评、审视与驳斥相关的其它立

场，这些都正是使得理性在论证中得以展现的必

然要求和最佳途径。

由此观之，正是通过对论证之 “展示理性”

特征的阐发，约翰逊才确立了 “论辩性义务”的

合理性，进而得以证立 “论辩性外层”的必要

性，并最终奠定其 “推论性核心 ＋论辩性外层”
的论证概念革新。然而，他对 “展示理性”的分

析与探讨，也依然存在诸多未尽的理论问题，这

既为之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理论质疑，也将其理论

导入了争议困境。一方面，强调论证中对于 “理

性”的 “展示” （ｍａｋ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ｉｆｅｓｔ），为
诸多非理性、修辞性因素开启了空间，从而招致

了不同形式的曲解与误读。正如范爱默伦 （Ｆ．
Ｈ．ｖａｎＥｅｍｅｒｅｎ）的理解， “展示”显然更适合
通过修辞性的手段来实现，比如我们可以精心地

选择、设计与组织某些反对意见并对之做出回

应。甚至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谬误性的论证方

式，来更有成效地驳斥反对意见和回应批评，从

而更明显地 “展示”出考察与回应论辩性素材的

努力。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发展一些特定的论

证表达技巧，“使我们能够在论证中貌似回应了

所有的批评意见，而实际上只是应对了那些最容

易的、或是我们能够回应的批评意见。甚至于尽

管没能令人满意地回应那些必须应对的批评意

见，我们仍然可以以某种方式来假装成已经做到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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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①。另一方面，依约翰逊的阐发，展

示理性在原则上 “要求论者尽可能地认真对待所

有的论辩性素材”②，从而达到对于理性的最佳

和最显明的展现。因而，“对于一个与论题相关、

且众所周知的反对意见，纵使它并没有真正使论

者论证的说服力遭到质疑，我们也仍将期待着看

到论者能否、以及如何去回应它”③。甚至于，

它还将要求论者 “回应那些他相信 （或者知道）

是误导性的批评意见”④。正由此，汉森 （Ｈ．
Ｈａｎｓｅｎ）也禁不住坚决地断言：“展示理性的要
求看起来将是一个修辞性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到

的不仅是推理的品质本身，而且还是推理的表达

方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理性的论者甚至还需要
去回应那些误导性的反对意见，这就明确意味着

其说服必须去迎合特定的听众。”⑤

严格说来，约翰逊阐发论证之展示理性特征

的理论努力，实际上导源于当代论证研究中逻辑

学与修辞学进路之间的纠葛困境，并试图回归

“论证是以 ‘逻各斯’为主导的理性说服”这一

古老的逻辑学论证研究传统。然而，这一努力却

最终为其论证理论重新带来了 “修辞学”品性的

质疑与批评，这无疑是一个颇显吊诡的理论困

境。

三、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

———展示理性的理论辩护

概而言之，如果 “展示”本身并没有内在的

规范性要求，那么藉由适当的说服策略甚至精细

的表达技巧，它将会被轻易地导出到 “合理”的

界域之外。同时，如果被展示的 “理性”也只是

简单的 “寻找、提供和接受理由、依理由行事”

的能力，那么显然推论性核心已然完善地体现着

这种理性能力，于此之外的额外的、甚至过多的

“展示”性努力，很可能本身就将背离 “理性”

的基本要求。有鉴于此，要真正为 “展示理性”

做出更为合理的辩护，我们需要更全面地拓展其

“理性”的基本理解，并且更深入地发掘 “理性

说服”所蕴涵的理论特征。

实际上，通过主动对反对意见和批评进行分

析与回应，以及对其它竞争性立场进行考量与权

衡，论者不仅是在 “为其论题寻找和提供理由，

以及只通过理由来证成结论”。同时，他还是在

给出不同的、更多的甚至多方面的理由，从而寻

求对于论题的最佳、最强甚至最全面的论证方

式。由此而言，这些考察与回应论辩性素材的理

智努力所展示出来的理性能力，早已经超越了约

翰逊所阐发的 “寻找、提供与接受理由”这一

“最基本的理性概念理解 （ｂａｒｅｂｏｎ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相反，其中所展现的是一种更为
复杂的审慎考察支持与反对性理由的能力，或者

说，是一种寻求更强的理由或更好的论证的能

力。与此相关联，以 “展示理性”为特性来解读

的论证实践，不仅上承了 “有效说服”与 “理

性说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的传统对
立，而且还将后者进一步强化为一个论题的理性

证成过程，进而也凸显出论证之于信念合理性证

成的认识论功能。诚如诺齐克 （Ｒ．Ｎｏｚｉｃｋ）的
分析，在认识过程中，一个信念的合理与否，需

要 “敏感于理由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ｔｏｒｅａｓｏｎｓ）”，即它
将 “不仅应该涉及到考察支持它的理由，也同样

需要涉及到审查那些反对它的理由”⑥。更明确

而言，尽管一个命题可以由 “能够支持它的一般

性命题或可接受的其它命题”、或者 “能够为之

提供证据的相关特例或其它实例”而增加其合理

性，但如果不能适当地回应或者削弱 “可能的针

对它的反对意见”，处理那些 “可能的反例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以及应对与之相关
的另一些可能更好或更合理的 “可替命题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那么这一命题仍将需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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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修正，或者将并不值得被理性地接受。①

显而易见，由论证之展示理性特征所导出的 “论

辩性义务”要求，本质上正与这一 “敏感于理

由”的信念合理性要求一脉相承。

由此，要真正为 “展示理性”做出更为合理

的辩护，我们需要回归论证的理性证成功能。首

先，约翰逊在其理论建构中所择取的那个 “寻

找、提供和接受理由、依理由行事”的 “理性”

界定，需要进一步增强为一种 “对于多方面理由

的比较、评估与权衡能力”。更确切而言，它不

只停留于能够寻找、辨识与提供理由，而且还表

现为能够对不同理由的质量与强度进行评估与比

较，并且能够对它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做出把握

与调控。进而，对于这种理性能力的 “展示”，

则体现为通过全面审视其支持与反对性理由，从

而对论题之合理性作出批判性审查和全面辩护。

其次，这一 “展示理性”的过程本身，也将具有

其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一方面，它不能是单纯的

支持性理由的数量堆积，而是必须对正反两方面

的相关理由都予以考量。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是

依赖于修辞技巧的刻意构建甚至伪造，而是在真

正的支持与反对性理由之间，依其质量与强度进

行审视与权衡。质而言之，借约翰逊的术语，以

“展示理性”为特质的论证实践，其 “内在真

实”正在于批判性地证成其论题的合理性，而其

“外在表象”则是在支持性理由与论辩性素材之

间的全面审视与合理权衡。

四、论证的批判性之维

———当代论证研究的理论拓展

实际上，“敏感于理由”的信念合理性所蕴

涵的 “同时审视和权衡多方面理由，探求最佳、

最全面论证方式”的理智要求，本质上所彰显的

正是理性证成的 “批判性”维度。援引与阐发这

一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之批判性维度，不仅可以

更合理地辩护与澄清约翰逊的 “展示理性”理

论，而且还能更全面地拓展与建构当代论证理论

研究的全新论域。

历史地看，早在图尔敏 （１９５８）、佩雷尔曼
（１９５８）和约翰斯通 （１９７８）的论证理论中，都
曾经明确涉及到论证的批判性之维。但时至今

日，对之的重视与探讨，在论证研究的理论传统

中却始终是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系统地发掘与

阐发论证的批判性之维，我们可以将之展开为如

下三个层面。其一，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依其

概念界定即是 “批判性”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ｏｒ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对于反对性理由的关注与考
察，历来就是理解论证的基本要素。正如基斯

（Ｗ．Ｋｅｉｔｈ）所指出的：“正是涉及到他者对于论
题的质疑、抗拒与辩驳，才使得论证真正能够与

说服相区别开来。”② 换言之，“所有论证背后的

最根本性观念正在于：一个可能经受住严肃批评

的理由，才是我们接受某个信念的好的理由”③。

其二，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其展开机制与功能

实现都要求其 “批判性” （ｇｅｎ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ｂ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正是通过对相关
立场和争议性观点的审视，一个论证才得以建构

起来；也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理由的比较与权

衡，以及对对立观点与论证的拒斥，一个论证才

得以展开和完善，其结论的合理性才得到确立。

其三，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在其规范性要求上

也将彰显出 “批判性”（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ｔｏ
ｂ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正如图尔敏所言：“一个可靠的论证
是一个能够抵抗住批评的论证，它需要为主张给

出一个全面辩护 （ａｃａｓｅ），才能够满足获得有利
评判 （ａ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ｖｅｒｄｉｃｔ）的标准。”④ 换言之，
能否、以及是否适当地考察和回应了对抗性观点

与冲突性论证，将成为评判一个论证优劣价值的

重要标准，以及建构合理的论证评估理论的基本

原则。

与之相应，关注与探讨论证批判性之维的论

证研究，将进一步拓展和凸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

全新论域。第一，全面阐发认识论视角下论证的

可错主义立场 （ｆａｌｌｉｂｌｉｓｍ）。首先，论证参与者
应当持有一种可错主义的论证态度。论者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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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接受质疑与批评的态

度，以及被之所击败的风险。由此，“论者将不

仅要认真对待他人的批评，甚至还应当主动去引

出他人的批评”①。其次，论证应当具有 “非终

结性 （ｎ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的理论特征。对于
论证中的任何一个论题，都将既存在着使你认为

应当接受它的理由，也存在着使别人认为应当怀

疑或否决它的理由。没有一个论证足以完全绝对

地、一劳永逸地证立其结论，从而可以免于合理

的批评 （ｉｍｍｕｎｅｔｏ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换言之，
“一个合格的论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它必须
能够遭受合理的批评”②。再次，论证合理性标

准与规范理想需要做出范式变更。论证将不再能

等同于数学的、几何的证明 （ｐｒｏｏｆ），论证的分
析与评估也不应再以过去的 “必然性”、 “演绎

的”证明形式和规范作为参照范本，而是应当致

力于找寻更为恰当的概念范式和发展更为实质性

的规范标准。

第二，探讨与发掘反对性理由或论辩性素材

对于论题或论证所具有的建设性价值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一直以来，我们都偏重于讨论支持
性理由的证成作用，而忽略反对性意见的理论价

值。同样地，在当代论证研究中，理由、支持、

保证等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理论和规范要

求，都得到了学者们的持续探讨与发展，而反对

意见、可替立场、批评等概念的界定与分类，以

及与之相关的回应方式、修正策略与论证改进等

议题，却依然停留在研究者的视域之外。与此同

时，对反对性理由及论辩性素材之价值的充分强

调，还将开启 “论证评估／论证批评”的理论区
分。具体而言，不同于简单地 “将相关的规范标

准应用于一个论证成果，进而裁定它的 （好坏）

价值”（论证评估），“论证批评”则需要 “以使

论者的论证得到改进为目的，”从而致力于 “指

出论证之中所可能存在的薄弱之处 （ｌｏｃａｔｅ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③ 显然
它既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也要求遵循不同的规

范标准，而对之的分析探讨与理论建构，无疑也

将开启当代论证研究的一个全新论域。

第三，阐明论证之批判性证成功能的内在机

制及建构其规范性理论。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需

要通过对支持性理由与论辩性素材之间的全面审

视与合理权衡，从而批判性地证成其论题的合理

性。与此相应，我们将既需要探讨支持性理由是

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结论，同时

也需要阐明反对性理由以何种方式和强度破坏或

者阻碍了结论的成立，而且还需要解释与澄清理

由的支持力与破坏力之间的互动机制与裁决标

准。就此而言，当前既有的论证理论成果显然还

远不能清晰地解释论证之批判性证成功能的实现

条件与基本机制。对于不同种类与性质的理由，

我们仍需要发展恰当的理论方法和评价标准，来

评估与比较它们的质量与强度。更进一步，对于

支持性和反对性理由之间的权衡机制，我们依然

有待提出适当的分析模型与规范理论。

概览当代西方论证理论的发展与现状，论证

的批判性之维实际上正在以不尽相同的方式渗透

于其主流理论和前沿论域当中。以之为基础，我

们才能更为充分地辩护与发展约翰逊的 “展示理

性”理论。同时，对之的全面阐发所开启的诸多

理论议题，也正不断成为当前论证研究中日益棘

手的焦点问题。因此，系统探讨与建构当代论证

研究的批判性维度，无论是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当

代论证理论成果，还是深入研究其前沿理论问

题，无疑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和理论潜

力。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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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效用理论的两个悖论及其消解


———兼谈决策论的发展

熊　卫

【摘要】期望效用理论在弱序和独立性等公理基础上表征后果的价值和当事人的信念度，从而表征偏好关系。阿莱斯

悖论和厄尔斯伯格悖论在理论基础和解释经验方面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阐述这两个悖论的消解，可以

清晰地刻画现代决策理论的大概发展脉络。

【关键词】决策；期望效用；悖论；信念度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２－０５

　　决策论表征当事人的偏好，是研究决策行为
理性的一种理论。由于行为理性是社会科学一个

重要的概念，决策理论逐渐成为哲学、经济学、

统计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管理学和心理

学等多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事实上，在历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不乏来自不同学科的决

策论研究大师，如经济学家阿莱斯和奥曼、哲学

家西蒙、心理学家卡尼曼。在当今兴起的形式认

识论的热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应用决策论

和博弈论来探讨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期望效用理论 （贝叶

斯决策理论）在决策论中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

然而，阿莱斯悖论 （Ａｌｌａｉｓｐａｒａｄｏｘ）和厄尔斯伯
格悖论 （Ｅｌｌｓｂｅｒｇｐａｒａｄｏｘ）在理论基础和解释方
面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何解读

和消除这两个悖论，决定了推广期望效用理论的

思路。因此，阐述这两个悖论的消解，可以清晰

地刻画现代决策理论的大概发展脉络。

一

根据萨维齐的观点①，一个典范决策情景包

括：（１）由行为组成的集合；（２）由世界状态
组成的集合，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对客观世界的

一种描述；（３）由后果组成的集合。下表直观地
表述了一般的典范决策情景，其中 ａｉ为一个行

为，ｓｊ为一个世界状态，ｏｉｊ为行为ａｉ在世界状态
ｓｊ下所形成的一个后果，ａｉ的可能后果是 ｏｉｌ，
…，ｏｉｍ。

　　　　ｓ１　　　ｓ２　　　…　　　ｓｍ
ａ１ ｏ１１ ｏ１２ … ｏ１ｍ
ａ２ ｏ２１ ｏ２２ … ｏ２ｍ
… … … … ｏｉｍ
ａｎ ｏｎ１ ｏｎ２ … ｏｎｍ
决策是当事人偏好所决定的。偏好是一个定

性的概念，可以用 “对ｘ的偏好不次于 ｙ”等日
常语言来刻画，实质上，它是定义在行为集合上

的二元关系。主流的决策理论认为当事人的偏好

取决于对后果的愿望 （价值）。然而，任意一个

后果产生的可能性又依赖于世界状态真假的不确

定性，亦即他对世界状态的信念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因此，决策理论的目标在于给出一个模
型，使得当事人能够合适地表征后果的价值和有

关世界状态的信念度，从而表征他的偏好。

效用和概率均是定量的概念。前者刻画当事

人对结果的心理满足或愉悦的程度，后者刻画当

事人对世界状态真假的相信程度。在期望效用理

论中，价值由效用概念来表征，而信念度以概率

来表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一个行为的

期望效用，即对该行为可能后果的效用实行加权

求和，而概率就是加权因子 （决策权重）。于是，

我们把偏好表征为期望效用：当事人对行为ａ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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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不次于 ａｊ当且仅当 ａｉ的期望效用不小于 ａｊ
的期望效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可以说偏好

将行为集合中元素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它要求当

事人选择某行为当且仅当它的期望效用是最大

的。在决策理论中，命题 “对行为 ａｉ的偏好不
次于ａｊ当且仅当ａｉ的期望效用不小于 ａｊ的期望
效用”被称为表征定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
ｒｅｍ），它是理论中的主要定理。

根据科学方法论，一个科学理论，特别是成

熟的科学理论，需要有内在公理 （基本理论假

定）。它们不是理论中其他命题的演绎结果；相

反，它们是可以推演理论的定理。如果在决策理

论中我们将表征定义视为导出定理，那么它的内

在公理是什么？归结起来，期望效用理论有两类

公理系统。

基于客观概率的公理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

斯坦的巨著 《博弈和经济行为理论》于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出版，如今再版几十次，这本著作被广

泛地引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系统假定

了当事人已知每个世界状态真值的概率 （客观

的）。因此，这个系统不需要表征信念度，而只

要表征后果的价值。为此，他们提出了三个公

理，并证明了效用函数的存在性 （这里的效用函

数在线性变换下是惟一的）和表征定理的成立。

这些公理包括：其一，弱序公理，即偏好序列具

有传递性和连通性。所谓偏好传递性是指该偏好

序列满足如下性质：对行为 ａ的喜好不次于 ｂ，
而ｂ不次于 ｃ，那么 ａ不次于 ｃ。显然，假设传
递性是为了保证偏好的一致性。所谓连通性是指

任意两个行为都是可比较的。其二，阿基米德公

理，即偏好具有连续性。其三，独立性公理，即

若两个行为在某概率下产生的后果是无殊的 （价

值相等），则以其他等值的后果替代原先的后果

不改变这两个行为之间的偏好关系。特别地，当

我们可以用值为零的后果替代时，仍然不改变行

为之间的偏好。因此，这个公理实际上说明了在

其前提下偏好关系的确定与这些后果无关。作一

个类比，在一个不等式两端各加上或减去相同大

小的实数后，所得不等式的大小关系不改变。萨

维齐把它称为 “确凿性原则” （Ｔｈｅｓｕｒｅｔｈ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基于主观概率的公理系统。与冯诺依曼和摩

根斯坦的观点不同，拉姆齐、萨维齐、安斯康伯

和奥曼认为有关世界状态的信念度是主观的，它

不是公理系统外的，而且当事人之间的信念度可

能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公理系统不仅要推演

效用函数 （表征后果的价值），还要推演概率函

数 （表征信念度），从而证明表征定理的成立。

这就意味着，相比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系统，

他们的系统更加复杂，他们需要有更多的公理，

同时还需要扩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理论的基本

概念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相应的基本概念之

下，他们的系统均包括上述三个公理，或者这些

性质在其中都是成立的。由于他们把有关世界状

态的信念度表征为主观概率 （具有惟一性），在

决策论中，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称为主观期望效用

理论。在认识论中，这些理论往往被贴上主观贝

叶斯主义的标签。

在技术细节上，以萨维齐等人的主观期望效

用公理为基础来表征信念度是非常复杂的，但其

中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系统提供一个测度信念

度的方法，即给出一个信念度的操作性概念，从

而阐明这个语词的意义。这个思想和逻辑实证主

义中意义的经验划界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以拉姆

齐观点为例，他认为，考察当事人对一个命题为

真的相信程度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决策情景来进

行，粗略地说，提议就此命题为真 （假）进行打

赌，看看他所愿意付出的赌注分别是多少，以赌

比作为信念度的测度①。这种方法类似于物理学

中测量电路的电流强度，即我们可以将一个安培

表安置于某电路中，再看看安培表的指针刻度。

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那里，由于当事人之间

对有关世界状态的看法是不同的，因此，它允许

当事人拥有不同的信念度，但是必须满足概率公

理以确保它们是融贯的。事实上，由表征定理的

证明，拉姆齐等人的主观期望效用公理均能够保

证信念度的融贯性②。

二

阿莱斯悖论。经济学家阿莱斯在研究期望效

３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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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中发现，该理论不能解释人们的一些实际

决策行为。因此，他设计了如下决策情景以验证

这个的观点。

决策情景一：对于行为ａ和ｂ，你偏好于哪一个？
ａ：有１００％的机会获得１００万元；
ｂ：有１０％的机会获得５００万元，有８９％的

机会获得１００万元，还有１％的机会什么也得不
到。

决策情景二：对于行为ｃ和ｄ，你偏好于哪一个？
ｃ：有１１％的机会获得１００万元，有８９％的

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ｄ：有１０％的机会获得５００万元，有９０％的
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阿莱斯的实验结果是：对于第一个决策情

景，大多数人偏好行为 ａ，即选择确定地获得一
百万元而不愿去冒险 （有１０％的机会得到五百
万元）；而对于第二个决策情景，大多数人偏好

行为ｄ，他们因寻求获得更多奖励而愿意冒大一
点的风险。下面，我们应用期望效用理论中的独

立公理来分析上述决策情景。事实上，行为 ａ可
以改写为：有 １１％的机会获得 １００万元，有
８９％的机会获得１００万元。由于行为 ａ和 ｂ均以
０８９的概率获得相同的后果 （１００万元），我们
以零替代１００万元。经过如此替代后，ａ转换成
ｃ，ｂ转换成ｄ。于是，根据独立性公理，当事人
在第一个决策情景中偏好ａ当且仅当他在第二个
决策情景中偏好 ｃ。因此，期望效用理论分析的
结果与实验结果不一致。这就是所谓的阿莱斯悖

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上述决策情景中概率

是已知的和客观的，故阿莱斯悖论针对的是基于

客观概率的期望效用理论。

若同时接受期望效用理论和实验结果，则由

两个决策情节中的偏好关系分别可以推出０１１ｕ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０１ｕ （５００００００） 和 ０１１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ｕ（５００００００），其中，ｕ为效用
函数。显然，这是矛盾的。

依据科学方法论，当一个理论做出的预测和

经验不一致时，在不考虑特设性假说和边界条件

下，我们应该对该理论的内在原理 （公理）进行

修改，以消除这个矛盾。实际上，消除阿莱斯悖

论的方案主要是：在放弃或弱化独立性公理的基

础上构建新的理论，而不再把该公理作为必要的

条件。

这个方案的代表性理论之一是由奎基

（Ｑｕｉｇｇｉｎ，Ｊ）提出的依序效用理论 （Ｒａｎｋ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奎基的主要思想包括：
首先，假设行为后果的效用是已知的，并且，如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他假设我们知道每个世界

状态为真的概率，它是客观的。其次，他把后果

的效用由大到小进行排列，然后定义后果的序

（ｒａｎｋ）。所谓后果的序就是一些概率累加，在这
些概率之下的后果的效用均不小于该后果的效

用。例如，考虑上述第一个决策情景中行为 ｂ，
后果 “５００万 元”的 序 就 是 ０１（记 为 Ｆ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０万元”的序就是把前
面两 个 后 果 所 对 应 的 概 率 加 起 来 （即 Ｆ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类似地， “０元”的序为
１。进一步，再定义概率权重 ｗ，它是非线性的
和递增的，具有非可加性，并且具有如下性质：

在小概率的情况下决策权重超重，即决策权重大

于该概率，反映了当事人在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情

况下往往会采取冒险的策略，例如参加一个抽彩

活动；而在其他情况下决策权重次重，即决策权

重小于该概率，说明了人们在非小概率事件发生

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保守的策略，例如，在阿莱

斯设计的第一个决策情景中，当事人偏好行为ａ。
再次，他把概率和决策权重这两个概念区别开

来：概率是有关世界状态的客观测度，而一个决

策权重是关于后果的序的函数，可定义为两个概

率权重之差，即两个相邻后果的序的权重差。最

后，正如期望效用的计算方法，一个行为的依序

效用就是对该行为可能后果的效用实行加权求

和，但是与期望效用不同，其中加权因子不是概

率，而是决策权重。例如，行为 ｂ的依序效用
为：ｗ（０１）ｕ（５００００００） ＋ ［ｗ（０９９） －ｗ
（０１）］ｕ（１００００００）。

让我们应用依序效用理论来考察阿莱斯悖

论。在计算四个行为的依序效用后，由 ａ偏好于
ｂ可以推出 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ｗ（０９９）） ＞ｕ
（５００００００）ｗ（０１）；由 ｃ偏好于 ｄ可以得到 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ｗ （０１） ＞ ｕ （５００００００） ｗ
（０１１）。因此，我们有：１－ｗ（０９９） ＞ｗ
（０１１） －ｗ（０１）。它说明对于被试者而言，
概率为１与０９９之间的概率权重差大于概率为
０１１与０１之间的概率权重差。实际上，根据佩
勒克的概率权重表达式，这个不等式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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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效用理论的两个悖论及其消解

这个方案的另一个代表性理论是前景理论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和
一个完整的行为决策理论，引导当今行为经济学

的研究。它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提出，前者主要因此项成果获得２００２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可惜后者于１９９６年谢世。与期
望效用理论不同，它试图描述和解释人类的实际

决策过程和有关认知偏差，而不是以 “我们应该

如此”为出发点。该理论可以视为依序效用理论

的扩展，拥有依序效用理论的四个主要特点，除

此之外，还引入参考点、获益和损失等因素。参

考点的效用为零，次于参考点的后果即为损失，

而好于参考点的后果为获益。获益部分的后果之

效用函数为凸性的，反映了当事人是厌恶风险

的；而损失部分的后果之效用函数呈现凹性，表

明当事人是寻求风险的。获益和损失部分的价值

计算方法和依序效用相同，于是，一个行为的期

望价值等于这两个部分的价值之和。由于在阿莱

斯决策情景中没有 “损失”的后果，应用前景理

论分析阿莱斯悖论基本上和依序效用理论的分析

相同。

厄尔斯伯格悖论。与阿莱斯悖论不同，针对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厄尔斯伯格提出了另一个悖

论。假设一个罐中盛有三百个球，其中一百个球

是红色的，其余两百个球是黑色的或者是黄色

的。现在从罐中随机抽取一个球，厄尔斯伯格设

计如下决策情景：

决策情景一

　取出红球　　取出黑球　　取出黄球
ａ１：１００元　　　　０元　　　　０元
ａ２：０元　　　　　１００元　　　０元

决策情景二

　取出红球　　取出黑球　　取出黄球
　ａ３：１００元　　　０元　　　　１００元
　ａ４：０元　　　　１００元　　　１００元
其中，ａ１表示的意思为：如果世界状态为

“取出红球”，那么当事人将得到一百元，否则他

什么也得不到，其余类推。现在就上述两个决策

情景分别进行选择，厄尔斯伯格邀请哈佛大学的

学生参与实验。实验结果是：对于第一个决策情

景大多数人偏好行为ａ１，而对于第二个决策情景
大多数人则偏好ａ４。

让我们以期望效用理论中的独立性公理来考

察这些决策情景。首先，情景一中行为 ａ１和 ａ２
在世界状态 “取出黄球”下的后果是相同的 （０
元）。由独立性公理，这两个行为的偏好关系的

确定与在世界状态 “取出黄球”下的后果是不相

关的。其次，情景二中行为 ａ３和 ａ４在世界状态
“取出黄球”下的后果是相同的 （１００元），同
理，ａ３和ａ４的偏好关系的确定与这个后果无关。
我们注意到：行为ａ１和ａ３（ａ２和ａ４）在世界状
态 “取出红球”和 “取出黑球”之下的后果分

别是相同的。因此，根据独立性公理，如果当事

人偏好行为 ａ１当且仅当他偏好行为 ａ３。显然，
由期望效用分析的结果和上述实验结果是矛盾

的。众所周知，理论的功能在于解释和预测，一

个好的理论应当能够解释经验现象，并且做出与

经验相一致的预测。然而在上述决策情景中，期

望效用理论却不能实现这些功能，这就是所谓的

厄尔斯伯格悖论。

如果我们同时接受期望效用理论和厄尔斯伯

格的实验结果，那么，一方面由 “行为 ａ１偏好
于ａ２”可以推出 “取出黑球”的概率小于三分

之一，另一方面则由 “行为 ａ４偏好于 ａ３”可以
推出 “取出黑球”的概率大于三分之一。所以，

从前提中推出矛盾！

目前，对厄尔斯伯格悖论主要有两种解读方

法，它们各自提供了扩展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思

路。第一种解读方法是，厄尔斯伯格决策情景涉

及信息或知识的不完全性，因为它没有提供黑球

和黄球的数量，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当事人通常

是厌恶含糊性的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ａｖｅｒｓｉｏｎ），而这种对
不确定性的态度导致他的偏好关系违反了独立性

公理。因此，为了消除厄尔斯伯格悖论，我们必

须放弃独立性公理 （但保留其他公理）。这个方

案的代表性理论之一是肖凯特期望效用理论

（Ｃｈｏｑｕｅｔ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它是依序效用
理论的扩展理论。如前说述，依序效用理论是假

定了我们知道每个世界状态为真的概率是客观

的，在此基础上定义概率权重。肖凯特期望效用

理论放弃了这个假定，它直接定义事件权重函

数，这里的事件是一些世界状态的集合。于是，

在肖凯特期望效用理论那里，我们在计算行为的

期望效用时只需把依序效用理论中的概率权重替

换成事件权重。回到厄尔斯伯格悖论，首先我们

计算四个行为的肖凯特期望效用，再由两个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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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可以推出：ｗ（取出黑球） ＜ｗ（１／３），ｗ
（取出红球或者黄球） ＜ｗ（２／３），其中 ｗ为事
件权重。由于未知黑球和黄球，这些不等式反映

了当事人在决策时含糊事件权重的赋值通常会小

于有确定概率的事件权重，即他是厌恶含糊性

的。

这种方案的另一代表性理论是累积前景理论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它是由卡尼曼和特
维斯基扩展前景理论而得到的。类似肖凯特期望

效用理论，它放弃了这个客观概率的假定，定义

事件权重函数，然后在前景理论的期望价值公式

中将概率权重替换成事件权重。由于在厄尔斯伯

格决策情景中没有 “损失”的后果，这个理论和

肖凯特期望效用理论对厄尔斯伯格悖论的解读和

消解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第二种解读方法是，由于我们仅知道罐中黑

球和黄球数目的总量，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取出的

黑球或黄球的概率。这导致我们可能无法为每个

行为指派精确的期望效用 （可能为一个集合），

故两组偏好关系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比的，这说明

这些行为之间的偏好关系不满足弱序公理。如果

我们武断地确定这些行为之间的偏好关系，将不

免产生偏好的逆转而导致悖论。为了消除厄尔斯

伯格悖论，这种解读方法提倡放弃弱序公理而保

留独立性公理。它的代表性人物是塞登菲尔德

（Ｓ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Ｔ）、莱维 （Ｌｅｖｉ，Ｉ）。莱维认为，
在不确定状况下当事人有关世界状态的信念度用

一个概率函数来表征是不现实的和不合适的，也

就是说，在信息或知识不完备条件下，我们应该

用一个概率函数集合来表征信念度，从而刻画概

率的不确定性和无知①。基于此，塞登菲尔德

等②在弱化弱序公理的基础上推广了期望效用理

论。但是，他的理论只能表征那些确定的偏好。

进一步，为了消除厄尔斯伯格悖论，莱维③和基

博亚等④各自提出了概率不确定条件下偏好关系

的确定规则：先计算所有行为的最小期望效用，

然后找出其中最大的一个 （称之为安全水平），

再选择其对应的行为。这个规则通常被称为安全

水平规则。在厄尔斯伯格决策情景中，四个行为

的最小期望效用分别为 １／３ｕ（１００）、０、１／３ｕ
（１００）和 ２／３ｕ（１００）。由于 １／３ｕ（１００） ＞０，
故当事人偏好 ａ１；因为 １／３ｕ（１００） ＜２／３ｕ
（１００），当事人偏好 ａ４。显然，这和实验结果是

一致的，从而消除了厄尔斯伯格悖论。

三

典范的决策情景是决策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构造这样的一个决策情景，需要当事人能够预知

所有的可能后果。另外，表征偏好关系需要表征

一个融贯的信念度 （或者决策权重）以及后果的

价值，这些均要求当事人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足够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批判了这个假定和

理性经济人假设。经历半个多世纪，虽然很多学

者在基于有限理性概念研究决策的方面做出了很

多的努力，但是有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地开展。

在建立决策理论时，我们需要考虑偏好应该

遵循的一些性质或者相关的认知因素，如偏好的

传递性、含糊性规避等，而这实际上是做出了一

个归纳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决策理论并

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决策经验现象，均为一个局部

性理论。在规范的决策理论那里，所设立的公理

容易受到经验事实的冲击。而描述性决策理论往

往缺乏内在原理，使得一些概念得不到理论上的

辩护，理论在解释方面同样地存在局限性，例如

近期马辛纳 （Ｍａｃｈｉｎａ，Ｍ）针对肖凯特期望效
用理论和累积前景理论提出了两个类似厄尔斯伯

格悖论的事例⑤。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决策理论中

的相关概念，建立更有效的理论，我们还需要借

鉴不同的研究方法并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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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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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７，２００９，ｐ３６４－３７６．

Ｓ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Ｔ，．Ｓｃｈｅｖｉｓｈ，Ｍ．，Ｋａｄａｎｅ，Ｊ．，“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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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０－６８

Ｌｅｖｉ，Ｉ．，Ｔｈ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５０

Ｇｉｌｂｏａ，Ｉ．，Ｓｃｈｍｅｉｄｌｅｒ，Ｄ．，“Ｍａｘｍｉ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
ｎｏｎｕｎｉｑｕｅｐｒ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８，
１９８９，ｐ１４１－１５３．

熊卫，刘海林：“ＯｎＳｏｌｖｉｎｇＳｏｍ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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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之探讨

———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述评

李承贵，王金凤

【摘要】２０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这里只就 “中国有无诠释学”、“中国诠释

学怎样建构”、“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中国诠释学的原则与方法”、“中国诠释学的特点”、“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

期”、“中国诠释学与传统方法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加以考察、进行综述、展开评论。

【关键词】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述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７－１０

　　２０年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有一个焦点问
题被持续地关注，有一个热点问题被持续地争

论，有一个难点问题被持续地探讨，这个问题就

是 “中国诠释学问题”。伴随着关注、争论、探

讨的逐步展开，涉及中国诠释学的研究成果层出

不穷，而其中关于中国诠释学理论的研讨，不仅

实质地推动了中国诠释学的研究进程，也逻辑地

拓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讨论空间。每一学术新境

的出现，都得益于及时、系统而准确的反思与总

结，本文正以 “将中国诠释学研究推向新境域”

为初衷。

一、中国诠释学的有无及其建构

与哲学、生态学、人文主义等概念一样，诠

释学 （或解释学）的概念或学说源自西方。由于

中国学术分类、学科建立的现代性步伐相对缓

慢，以至西方的学术概念引入中国之后，最先面

对的是对中国有无相关概念或学说的讨论，诠释

学 （或解释学）当然不能例外。那么，中国究竟

有无解释学呢？

（一）有无中国诠释学？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学界的观点大体上可

分为两种。一是肯定的态度。刘笑敢认为：“王

弼和郭象确立了以经文注释为体例的哲学诠释和

体系创构的方式，他们是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成熟

的标志。”①既然存在一个 “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并且这个传统在魏晋时代就已成熟，“中国诠释

学”的存在当然毋庸置疑。而在黄俊杰看来，中

国诠释学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所谓 ‘中国诠

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

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

学。”②周裕锴则强调只要有文本的阅读与理解，

就会有诠释学理论：“只要面对语言与世界关系

问题，就有诠释的现象发生；只要有文本需要阅

读和理解，就一定有相应的阐释学理论，不论其

理论形态如何……尽管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论是从

德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化

中同样存在着一套有关文本理解的阐释学思

路。”③周光庆也肯定中国有自己的诠释学，但还

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只有加以发掘和整理，才

能显示其创造性和领先性：“中国确有自己的经

典解释学。尽管它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专

门学科，它的理论的阐述还比较零散，方法的运

用还隐含在浩瀚的注疏之中，丰硕的成果还未恢

复本有色泽；但是……只要加以科学的整理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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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它那值得自豪的创造性和领先性就能在世界

学术之林，会闪现出光彩。”① 汪耀楠根据中国

古代学术方法的特点与要素立论，认为中国存在

自己的注释学： “１．能够自觉运用文字学的原
理，辨识文字的本义，引伸义和假借义；２．能
够明了声音与词义的关系；３．能够明了古今异
言，方俗殊语的语言变化现象；４．有广泛深入
的注释实践，其注释内容涉及到文章的各个方

面；５．有阐发注释原理和方法的理论。”② 以上
观点虽然称谓不同，但实质上都已承认中国诠释

学的存在，即中国有自己的诠释学。

二是否定的态度，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主张。

汤一介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认为中国还不存在

诠释学理论：“在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

但是能否说中国早已存在一种与西方解释学不同

的解释学理论体系呢？我认为大概还不能说中国

已经有了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解释学的理论

体系。或者只能说，我们正在试图创建中国解释

学……照我的看法，一种 ‘学’（理论体系）的

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

自觉 （即自觉地把他要研究的对象作为 ‘对象’

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

方法）。”③ 潘德荣也不认为中国存在 “诠释学”：

“我们至今尚未建立可以称为 ‘诠释学’的体

系，只在最近几年，学者才开始倡言 ‘建立中国

诠释学’。”④ 贾红莲则强调诠释学理论标准的重

要性，认为若要按照西方诠释学标准，中国诠释

学是不存在的。她认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

系统和学科门类的 “中国诠释学”是人们以某种

取自西方诠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非诠释

学的文本创造出来，因此仅依靠西方哲学概念及

方法的引进而建立某种不同于中国传统诠释经典

的诠释方法系统、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并不是

创建了 “中国诠释学”，而是一种 “中国诠释学

史”的研究，而 “中国诠释学”一词的涵义也

可以等同于 “诠释学在中国”⑤

（二）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方式

对于怎样建构中国诠释学这一问题，学者们

各有不同的理解和思路，大体可概括为 “重建”

与 “创建”两种形式。主张 “创建”的学者认

为中国存在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但

其与西方诠释学理论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因而

“中国诠释学”可以创建。汤一介多次撰文讨论

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认为完全可

以在借鉴西方诠释学的基础上，创建 “中国诠释

学”，因为创建 “中国诠释学”是基于中国有长

期而丰富的 “经典注释”的传统⑥。成中英虽然

指出 “本体诠释学”的初始状态在 《周易》，即

“本体诠释学的看法是根植于中国哲学观念之中，

尤其是根植于强调整体作用的 《易经》哲学之

中”，但 “本体诠释学”还是需要创建的， “把

诠释学看成本体论和方法论，这就是本体诠释

学。本体诠释学本身既是一种本体论，同时也是

一种方法论哲学，更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重建的

方法”⑦。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诠

释学，“本体诠释学”是在中西哲学综合的基础

上创造出来的。对洪汉鼎而言，中国诠释学的创

建是中国传统经典注释与西方哲学诠释双向互动

的过程：“中国诠释学这一名称表示的是一种新

学科，它既表示我们经典注释、经学、训诂学等

传统学科的现代性，又表示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本

土化或民族性……中国诠释学学科既可以说是以

西方诠释学为学术规范，由传统经典注释转向西

学范型以使我们传统学问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不

是把西方诠释学强行应用于中国传统学问，而是

由中国经典注释传统学科转为参照西方诠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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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诠释学独立的学科。”① 林光华认为，要在

揭示经典文本异于西方诠释理论特质的基础上建

立中国诠释学：“在中、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当

代语境下构筑中国诠释学必须面临两个问题：第

一，诠释中国文本所运用的思维方式；第二，诠

释中国文本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此可以导

出，在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便会

进一步认识到：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建立中国

诠释学的可能性在于：在西方古典哲学本体论思

维的启示下，解释出中国哲学文本的道德意义和

实践途径。”② 李清良也是创建中国诠释学主张

的支持者，他虽然将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的

一些话头认为是 “中国阐释学理论的一次全面体

现”，但又认为这并不是阐释学，而应该 “在西

方阐释学的激发之下，清理中国文化固有的阐释

学理论，建立中国阐释学”③。

然而，持 “中国有诠释学”观点的学者，大

多主张 “重建”，认为中国诠释学在古典传统中

既然存在，目前需要做的就是以西方诠释学理论

的形式对传统诠释思想加以盘整。周光庆指出，

“中国古典诠释学，原本是理解和诠释古代文化

经典的技艺之学，因而在成立以后最为关注的始

终是诠释方法论的创立、变革与完善，并以此为

前导，进而重视文本论、目的论的建设，而其旨

趣，则主要表现为文化经典诠释的效果性”④，

因此当下的任务是要重新恢复古典诠释学、实现

其现代转型⑤。余敦康指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形

态的诠释学，因而对中国而言不需要创建诠释

学：“中国有中国的诠释学，西方有西方的诠释

学，印度有印度的诠释学……中国的诠释学不是

哲学之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牵涉到

哲学问题，但是诠释经典的思想都在他的作品

中。”⑥ 严春友则认为能否创建中国的诠释学实

际上很复杂，作为诠释技术的诠释学无须建立，

因为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如果是一般诠释学和哲

学诠释学，那么中国尚未出现，所以存在建立的

问题：“就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所理解的

解释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

不仅不需要创建 （它已存在），而且也没有发扬

光大的必要，原因是由于古代解释学的过度发

展，使中国哲学具有了强解释学特征，即解释过

度，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妨碍了中国哲学的发

展，使其解释有余，而创造不足，并形成了学派

线性发展和思想寄生式发展的特点。目前中国哲

学界最需要的是少一些解释，而多一些创造。”⑦

在刘笑敢看来，中国拥有诠释学传统，但其中包

含一定程度的矛盾，因而可以借助西方诠释学以

协调这一矛盾，并重建中国诠释学：“中国哲学

诠释学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

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 ‘客

观’地诠释经典的 ‘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

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西方诠释学从原

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诠

释和论证，但其理论概念，如 ‘前理解’、 ‘诠

释学循环’、 ‘重构’在诠释中国哲学传统时遇

到了困难和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

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

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⑧

（三）建构中国诠释学应注意什么？

不管是 “重建”还是 “创建”，必然涉及到

诸种理论与操作的问题。对此，学者们也给予关

注并提供若干解决方法。汤一介认为，应该而且

可以创建中国的诠释学，不过需要做如下努力：

第一，应该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的历史 （特

别是 《圣经》）以及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

学理论和这种理论在西方的发展；第二，对中国

注释经典的历史进行梳理，对经典注释的各种形

式如传、记、说、疏、注等有清楚全面的理解；

第三，“要运用西方诠释理论来研究一番中国解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洪汉鼎：《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中国诠释学》第１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４页。

林光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诠释学》，《徐州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３７—３９页。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４、１５页。
周光庆： 《中国古典诠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年，《绪论》第９页。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转型》， 《学术界》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８８—１０５页。
余敦康：《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北

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３０页。
严春友：《中国哲学的强诠释学特征》，《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１００页。
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的成熟与特点刍议》，《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３２—４０
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释问题”①。李明辉则检讨了 “中国诠释学”称

谓的应用，认为对于 “中国诠释学”一词应当谨

慎，以 “经典诠释传统”取代 “中国诠释学”

似乎更为合适：“上述的审慎态度正可以避免这

类无谓的意气之争……无论西方学者根据什么意

义来使用 ‘诠释学’一词，都很难否定中国过去

有一个源远流长而且别具特色的 ‘经典诠释传

统’。”② 魏长宝主张用 “经典诠释学”代替

“中国诠释学”的说法，因为目前相关研究仍然

立足于经典诠释资源的方法论挖掘，对西方诠释

学的本体论思想涉及未深，同时在经典诠释学研

究过程中要注意警惕不能自觉地了解和充分地借

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局限于从传统经

典学和经学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诠释历史和诠

释实践，以及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质

缺乏同情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认，而完全套用西方

诠释学的方法来比附、阐释中国经学传统的做

法③。景海峰分析了中西 “诠释”观念和系统的

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 “前

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

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

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

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

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

复杂化④。李清良则从主体性入手，指出中国诠

释学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阐释学研究

所应当反思的问题就是：这种研究本身的主体性

如何体现？在阐释事件中主体性存在的依据是什

么？主体性的提升与阐释质量的提升是否存在着

互动关系？如何解决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关系问

题？如何解决自觉的主体性与不可能完全意识到

的存在状态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一种主体

性角度来深入思考、探讨、总结中外阐释理论，

就应该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真正获得其合法性

的一条思路”⑤。

可见，面对 “中国有无诠释学”、 “建构中

国诠释学的方式”、 “建构中国诠释学应注意什

么”等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多样而富有成效的讨

论。就 “中国有无诠释学”言，有学者直接肯定

中国诠释学的存在；有学者认为只要有文本的阅

读与理解，就会有诠释学存在；有学者更认为中

国不仅有诠释学，而且是内容丰富且独具特色的

诠释学。而对那些否定中国诠释学存在的学者

言，中国没有诠释学的自觉、没有系统的诠释学

理论。不难看出，关于中国有无诠释学的争论，

焦点还是在 “有没有系统的诠释学理论及自觉”。

就 “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方式”言，主张 “创建”

的观点大概有两条依据：一是中国尚不存在诠释

学理论体系；二是所要建立的诠释学既是中西诠

释思想的综合，又是中西诠释思想的超越，因而

中国诠释学只能是创建。而持 “重建”观点的依

据比较统一，即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丰富的诠释学

理论，只要稍加盘整即可。不过，这里还有一种

更为具体的主张，即认为若是就技术诠释学言，

则无需创建；若是就哲学诠释学言，则必须创

建。就 “建构中国诠释学应注意什么”言，学者

们谨慎地提出了这样一些主张：第一，必须对西

方诠释学史及理论有完整且准确的把握；第二，

对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思想与方法要有完整且准

确的理解；第三，不能直接套用西方诠释学理

论，要注重中国诠释思想的特殊性；第四，注重

诠释实践中的主体性问题，解决因主体在诠释实

践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是中国诠释学创建的关

健问题之一。应该说，如上观点可以认为是对中

国诠释学研究的贡献。但其中显露出来的问题也

成为 “贡献”的另一面：第一是对 “诠释学”

定义的认同。我们发现，之所以在 “中国有无诠

释学”问题上喋喋不休，关键就在于学者们对

“诠释学”定义的不同理解；而之所以存在不同

理解，又在于论者对公共学术话语的态度，即如

果大家总是从特殊性角度拒绝接受一种公共性学

术观念，那么，观点存在差异的双方可能永远都

不会产生交集。这种争论所透显的正是两种心态

的差异。以笔者论之，对于公共学术理论应予积

极的接纳，但这又不应成为消解传统资源的借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诠释学》，《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１
年第１期，第２５１页。

李明辉：《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台北：喜玛拉雅基金

会，２００３年，《导言》第ⅲ页。
魏长宝：《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哲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１０页。
景海峰：《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天津社

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７—２１页。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河北学

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３７、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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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第二是诠释学资源与诠释学理论的关系。毋

庸置疑，这两者密切关联。没有诠释学资源，不

会有诠释学理论；而诠释学理论的历史形态，便

成为诠释学资源。因而有学者用诠释学资源支持

其诠释学存在的观点，是符合思维逻辑的。但我

们必须关切 “诠释学理论”与 “诠释学资源”

的差异，不能因为 “诠释学理论”出自 “诠释

学资源”而抹平两者的界线，因为这种做法不仅

是对 “诠释学理论”非人文的对待，更致命的

是，它消除了思维层级的差异，这显然是不利于

学术成长的。第三是中西诠释思想的差异。虽然

我们主张需要遵守共同的学术话语，但在这个前

提下也必须包容差异和个性。因而，我们不能因

为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发达与系统化，而轻视甚至

放弃中国诠释学资源，因为在 “中国诠释学资

源”中，蕴藏着丰富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诠释学

理论，这应该是我们建构中国诠释学、发展中国

哲学所需要的资源。第四是诠释与创造的关系。

有论者认为中国属于 “强诠释学”国度，这个特

点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创造力，而问题在于：思想

创造很难远离对特定文本的诠释，并且思想创造

在很大程度是就是以诠释形式出现的，因此或许

不能将思想创造与诠释对立起来，应该考虑的是

在诠释中怎样释放诠释主体的精神与观念。第五

是作为 “学科”的诠释学与作为 “思想”的诠

释学之关系。这里举个例子，有篇文章题为

“‘诚’之释义”，另一文章题为 “周敦颐释

‘诚’方法研究”，前文属于诠释实践，后文属

于诠释实践的研究，即诠释学，也就是关于 “诠

释”的学问。为什么有论者主张中国古代有诠释

学？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区分学科研究与思想实

践之间的差异。对于 “诠释实践”与 “关于诠

释实践的研究”两个概念不加区分，这样的认识

是无助于建构中国诠释学的。

二、中国诠释学的类型、方法与特点

虽然 “怎样建构中国诠释学”尚是一个争论

的话题，但这并没有影响学者们对中国诠释学的

类型、方法、特点及历史分期的探讨。事实上，

与 “中国有无诠释学”这样的 “伪”话题相比，

学界关于中国诠释学类型、方法、特点的讨论之

多样性与深刻性令人叹为观止。

（一）中国诠释学的类型

受西方诠释学有所谓 “圣经诠释学”、 “方

法论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区分的启发，中

国诠释学的类型问题也为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然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类型的论说，相对比较复

杂，其中既有属于创构形态的类型，也有属于对

传统诠释思想概括出来的类型，目前比较明确且

为学界所关注的大概有如下几种：

１． “创造诠释学”。傅伟勋的 “创造诠释

学”意在吸纳西方诠释学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本位

的诠释学原则，认为以儒佛道三家为主的中国哲

学思想史乃是 “创造的解释学史”①，提出研究

中国古代经典的实谓 （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

说了什么）、意谓 （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蕴

谓 （原作者可说什么）、当谓 （原作者本来应该

说什么）、创谓 （作为创造的诠释家，我应当说

什么）五层次说②。该理论在诠释的方法理论上

给予更为精细的例示，并在中国诠释学研究及构

建中国化的诠释方法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２． “本体诠释学”。成中英的 “本体诠释

学”以 《周易》为思想源头和基本构架，是基

于对西方方法论的批评和中国本体论思维传统所

做出的一种创造性工作：“本体诠释学是一种认

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③

这里的 “本体”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而

是具有实在意味的系统， “实体的体系，即体，

它来源于实体的本源或根本，即本”④。因此本

体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就存在很大差异：“（１）
本体诠释学以建立一个本体的意识与本体论的系

统作为诠释学的基础对象，而哲学诠释学则基本

在寻求一个科学方法外的人文理解，而未明确地

讲求本体性的理解。（２）本体诠释学以中国哲学

１９

①

②

③

④

傅伟勋：《现代儒学发展课题试论》，载 《佛教思想的

现代探索：哲学与宗教五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５年，
第３９页。

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

建构试论之一》，载 《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哲学与宗教

四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０页。
［美］成中英：《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与本体诠释学》，

载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６页。
［美］成中英： 《何为本体诠释学》，载 《本体与诠

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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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的本体宇宙论、本体知识论、本体伦理学与

本体美学为基本内涵，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则

以海德格尔的个人存有论的体验为基本内涵。”①

３．“儒学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学诠释史为
中心，提出了儒家经典诠释学以及东亚诠释学应

特别关注的三个方法论问题：诠释者的历史性、

问题意识的自主性以及诠释的循环性。这些方法

论问题同样存在于西方诠释学中，是 “诠释学中

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问题”。同时，他总结出

儒学诠释学及东亚诠释学的三种类型：作为解经

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作为政治学的诠释

学、作为护教学的诠释学；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诠

释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实践活动，是 “生命的学

问”，是 “中国诠释学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特

色”②。

４． “仁学诠释学”。李幼蒸的 “仁学诠释

学”是依据分析哲学、符号学等理论观念对 “仁

学”的相关问题如结构、意义、功能等作出新的

诠释，以期复归 “仁学”原本的意涵，修正以往

对孔孟学研究中存在的误解，并认为中国历史上

形成的经验理性主义仁学传统，经过解释学和符

号学方法论的读解后，有可能成为普适于现代人

类的基本伦理学范型之一。因此，李幼蒸指出自

己使用的 “解释学”是方法论学科词，并非指现

代西方哲学解释学③。除此之外，李幼蒸还提出

“儒学诠释学”的说法，认为其目标是将传统考

据学、文献学和现代符号学、诠释学结合起来，

通过对传统思想史相关对象、课题及其概念和学

科进行全面的再组织和再表述，超越历来国学、

汉学、中国思想史的经验性论述层级，提升对传

统思想的意义和功能描述的准确性④。

５．“经典诠释学”。这一类型为许多学者所
主张。如潘德荣指出西方的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

论诠释学已成对立之势，因而我们的诠释学研究

不必在 “本体论”与 “方法论”之间作出选择，

中国的诠释思想研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使

得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面上可以整合为一个整

体，“在此整体中，对立的双方都能得到合理的

安顿。诠释学研究的这一努力方向，笔者名之为

‘经典诠释学’”⑤。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诠释学具有多个类

型。如汤一介以先秦为例，认为在此时期至少存

在三种诠释学类型或模式：“第一种我们把它称

为历史事件的诠释，如 《左传》对 《春秋》的

解释……第二种是 《系辞》对 《易经》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

《韩非子》的 《解老》、《喻老》对 《老子》，我

们可以把它叫作实际 （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

释。”⑥ 周裕锴通过对汉代诠释思想理论的分析，

也指出汉代的诠释思想具有多种模式：“就其阐

释模式而言，既有政治的诠释 （美刺），神学的

附会 （谶纬），也有文字的注解 （训诂），哲理

的发挥 （义理）。”⑦

（二）中国诠释学的方法

在探讨中国诠释学类型的同时，学界对中国

诠释学方法也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讨论，使中国

诠释学方法的丰富性得以呈现。蒙培元考察了

“仁”的诠释历史实践，从中提炼出四种诠释学

方法：“一是转向式解释。依据仁某个方面的意

义，将其转向一个独立的方向……二是延伸式解

释，将仁的内涵与外延从不同程度上进行延伸与

拓展，使其增加新的内容而不失其基本意义……

三是消解式解释，将仁的形而上意义不断加以消

解，只从感性情感和物质化的层面进行解释……

四是建构式的解释 （但不是建构主义），即重新

建立新的形而上的仁学体系，并用一些新的概

念、范畴加以说明。”⑧ 周光庆通过对中国古代

诠释思想史的分析与研究，揭示出经典诠释三种

基本方法：语言诠释方法，包括名实关系、言意

之辨、释词形声义训解、句法分析等；历史诠释

方法，包括以事解经、知人论世等；心理诠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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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中英：《序》，《本体诠释学》第２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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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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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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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人

文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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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以意逆志、唤醒体验等①。蔡方鹿对朱

熹的诠释思想进行深入分析，认为 “训诂与义理

相结合”、“历史还原法”、“因时结合法”、“古

为今用法”、 “直阐本义法”等不仅是朱熹的诠

释方法，也是中国经典诠释学中常用的方法②。

李清良对中国阐释学方法论进行了较为精细的研

究，得出了中国阐释学方法是 “双重还原法”的

结论，认为 “双重还原法”的 “原始要终应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原初状

态，二是回到对事物领会的原初状态。阐释学意

义上的原始要终就是要 ‘还事物之本来面目’与

‘还领会之原初状态’。回到原初状态，我们常常

称之为 ‘还原’。因而，在中国阐释学理论中，

原始要终就体现为一种 ‘双重还原法’”③。

（三）中国诠释学的特点

既然中国诠释学的类型有异、方法有别，那

么中国诠释学有哪些特点呢？实际上，学界对这

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提出了许多创造性

的见解。郭齐勇通过与西方诠释学比较所得出的

结论是：与西方比较，中国经典的经———传、经

———说、经———解的诠释系统是开放性；中国经

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④。

刘笑敢习惯于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中国诠释学问

题，所获得的结论是：“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特

点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或表达新的哲学体

系，这样就必然会出现经典文本自身意义与诠释

者的新体系之间的紧张与矛盾。”⑤ 杨海文的观

点与刘笑敢不谋而合，认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诠

释学传统，其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

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 “客

观”地诠释经典的 “原意”与诠释者建立自身

哲学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⑥。刘晓东将中国诠释

性质分为 “中介性”与 “非中介性”两种：“所

谓 ‘中介性诠释’，包括文字语词的训释、文本

意义的阐发，其责任是在准确说明所诠文本的本

旨，其目的是在沟通读者对所诠文本的理解，所

以又可以称作 ‘笺疏性的’。而所谓 ‘非中介性

诠释’，却是诠释者将其所诠文本只当做诱发自

己思辨的基点，通过对文本的思辨来阐发个人的

理解……”⑦ 潘德荣通过对 《易经》的分析，认

为中国传统诠释观念主要有三个特征：解释的辩

证性、应用性和价值性⑧。黄俊杰揭示出儒家诠

释学 （同时也是中国诠释学）的三个突出面相，

即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作为政

治学的诠释学、作为护教学的诠释学⑨，因此中

国诠释学以 “经世”为主，“是一种具有 ‘实践

诠释学’特色的经典诠释传统”瑏瑠。严春友认为

中国诠释思想的特征是 “强诠释”的：“由于古

代解释学的过度发展，使中国哲学具有了强解释

学特征，即解释过度，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妨碍

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使其解释有余，创造不足，

并形成了学派线性发展和思想寄生式发展的特

点。”瑏瑡 刘之静指出中国哲学具有本体论特征：

“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不是虚无空洞的体证，也

不是注释或解说经典原文，而根本在于通过言语

对实有存在的体认，通过象征言说的方式将本原

的意义揭示出来从而达到诠释的最终目的……从

总体上讲，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或

者说一种特征，即在形式上是以经典注释为主

的，但在实质上却借助这种经典注释，注重对本

原的体认和把握，语言仅仅是一种诠释的手

段。”瑏瑢 蒙培元认为当代新儒学就是一种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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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其特点是 “消化”西方哲学之后再对中

国哲学进行阐释，但若要走出 “以西解中”的路

子，其根本方法就是 “回到原点”，重新理解中

国哲学的精神①。

可见，学界对 “中国诠释学类型”、 “中国

诠释学方法”、 “中国诠释学特点”等问题展开

了比较系统且成熟的讨论，成绩颇为可观。

就 “中国诠释学类型”言，至少在这些方面

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善于借助西方诠释学理论与

方法，开掘中国传统诠释学资源；二是揭示了中

国传统诠释思想中隐含的多种诠释方向的可能

性；三是探讨了中国传统诠释学思想更新的方

式。这些方面的研讨与判断无疑对中国诠释学的

创建深具启示意义。但是，因诠释学类型的讨论

所引发的如下问题似需进一步思考：第一，诠释

学类型究竟是可以无限地区分？还是有限的？也

就是说，诠释学的类型是否应该主要属于哲学范

畴？或者，哲学诠释学与其他形态的诠释学 （如

文化诠释学）是什么关系？第二，各种类型的诠

释学是研究 “诠释”的学问，还是本身即是

“诠释实践”？这两者的关系似乎也需要证定。第

三，作为诠释学类型，怎样配置西方诠释学资源

才是最佳状态？如何在配置西方诠释学资源的基

础上建构一种综合中西诠释思想资源的、有价值

的、相对完整的诠释学理论方法？

就 “中国诠释学方法”言，学界的讨论表现

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将诠释学方法归为传统

研究方法；第二，从具体的传统诠释实践活动中

总结出中国诠释学方法；第三，对传统注释、诠

释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和反思；第四，探讨

了中国诠释学存在论、本体论的特点。这些讨论

对中国诠释学方法的研究与完善都具积极意义。

但此方面的研究也引发了以下值得继续思考的问

题：第一，不同诠释方法的效应如何？它们在诠

释文本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层级的差别？第二，所

指出或揭示的诠释学方法 （如心理诠释方法），

是否在诠释文本过程发挥了实然作用？若有，其

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其自身特点如何体现？第

三，哲学诠释学方法与非哲学诠释方法 （如历史

诠释学、文化诠释学等）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

传统解释方法自身特点如何体现？第四，如果说

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诠释史，那么，诠释方

法是怎样达成这一目标的？诠释方法在达成这项

目标的过程中，是否会根据目标实现的情况进行

调整或改变？第五，诠释学方法体系中是否存在

普遍性与特殊性差别？对不同性质的诠释学方法

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如此等等，这或许是讨论中

国诠释学方法问题时必须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的

问题。

就 “中国诠释学特点”言，学界所揭示的特

点主要有：第一，中国经典诠释是开放的；第

二，中国经典诠释存在文本原意与诠释者创意之

间的矛盾；第三，中国诠释学具有圆融性、循环

性、模糊性；第四，中国诠释有过度诠释倾向；

第五，中国诠释学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中心；

第六，中国诠释学追问本源等等。然而，关于中

国诠释学特点或许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第

一，中国诠释学为什么具有鲜明的 “强诠释”特

点？它对中国传统解释思想及中国哲学史的影响

怎样？第二，中国诠释方法是不是以目标或目的

为中心的 （如儒家的 “不义而富且贵”）？那么，

是否意味着诠释学的思维方法或研究方法受制于

这种重视程序公正性的价值取向？如果是，表现

在什么地方？这一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反作用于诠

释方法自身？第三，由于学者讨论中国诠释思想

特点大多以个案为角度切入，因而存在表面化、

零散化的不足，并且许多属于传统诠释理论的文

献尚未纳入考量范围之内，以致于以往的研究还

谈不上系统、深入，从而使中国传统诠释学特点

尚存讨论的空间。第四，中国诠释学特点深受中

国文化精神的影响，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

教，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分析、揭示

中国诠释学特点，必须将其置于自身的历史文化

背景之中进行。

三、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及与

传统方法关系

中国诠释学的存在是以其对经典的持续性诠

释为前提的，而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诠释学理

论、方法必然存在差异，这样，中国诠释学便表

４９

① 蒙培元：《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人

文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１８页。



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之探讨

现为时间上的不同形式，由此表现为中国诠释学

的历史分期。问题应然而生：中国诠释学的历史

阶段有哪些？应该如何划分？此外，中国诠释学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古代所有理解、注释、解

释方法的组合，那么，被抽绎出来的中国诠释学

与这些传统方法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本节即对这

两个问题的讨论加以综述和评论。

（一）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

传统经典诠释包含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这

一点固无可疑。而一种思想的出现与成熟，必然

有其产生、发展、成型的过程，也就是其发展史

的问题。关于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学界有不

同角度的讨论，也形成了不同观点。周光庆主要

以历史时间顺序为划分标准，扼要介绍了中国诠

释思想的形成脉络，即春秋战国时期是古典诠释

学的初生实践时期，古典诠释学成立于两汉并走

向成熟，并启导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与清代朴

学①。刘笑敢认为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突出特点

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或表达新的哲学体系，

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

时期，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

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②。景海峰

指出中国诠释学历经了三个时代，即以经为本的

时代、以传记为中心的时代、走向多元的时代，

期望这样的划分能够为经典诠释思想的历史提供

了整体图象③。康宇以训释、诠释、解释作为儒

家诠释学的三种范式，以此三种范式对应历史时

期，得出汉唐主要为训释期、宋元明主要为诠释

期、清代以下为解释期的结论④。

（二）中国诠释学与传统方法的关系

所谓 “传统方法”主要指考证、训诂、校

勘、小学、章句。中国诠释思想与传统方法密切

关联，这也是中国诠释思想的特点之一。换言

之，如果不以传统方法为途径或基础，中国的经

典诠释或许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关于中国诠释

思想与传统方法关系的研究，也是中国诠释学思

想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学者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

同样是见智见仁。有学者主张传统训诂就是中国

诠释思想。如张世禄指出传统经典诠释虽然并非

纯粹的学理研究，而多偏重于实用，但他仍采用

“中国训诂学”这一说法，并认为中国训诂学就

是诠释学⑤。潘德荣也认为训诂学可被视为中国

传统诠释思想的形态特征，“中国诠释传统植根

于训诂学……训诂学就是解经学”，并指出传统

训诂学具有现代诠释学意涵，训诂学诠释学化将

是传统训诂学的改革方向⑥。汪耀楠结合注释学

与训诂学的相关知识，指出传统方法可以充实诠

释学，“注释的范围比训诂广……注释不必受时

代限制……注释之名浅显易懂……建立注释学，

并不排斥传统的训诂学。由于注释学有比训诂学

更为广泛的适应性，比如以现代汉语翻译古文，

以现代诗歌的形式翻译古诗，都是注释学应当承

担的任务，它不妨充分利用训诂学的丰硕成果来

充实自己”，而 “版本”、 “校勘”、 “句读”、

“章句”等，都是注释的基础工作⑦。董洪利对

传统方法于诠释学的提升作用也给予了肯定，认

为辨伪学、辑佚学、校勘学、语言学、文字学、

音韵之学等都 “对注释学的深入与提高具有更为

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认为 “注释中有训诂，

但不能包摄所有的训诂内容；训诂中有注释，但

不是一切注释都属于训诂”⑧。周光庆认为古典

诠释学的产生于汉语的特征，因此语言诠释是古

典诠释学的重要类型之一，语言诠释的基础理

论、释词方法、析句方法与古典诠释学思想密切

关联⑨。曹海东指出训诂学与生发于西方土壤的

哲学诠释学在学科性质、学术志趣以及研究路径

方面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在吸纳诠释学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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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基础上可以重构训诂学学科体系①。杨端

志认为中国古代以哲学、训诂学为中心的诠释理

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的汉语语言的单位论、

结构论及语言诠释方法论等内容，能够为现代语

言学、诠释学和哲学等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学术价值②。

然而，多数学者仍比较认同训诂与诠释学不

对等的观点。景海峰指出训诂与诠释有一定关

联，但训诂学并非诠释学，只有诠释学的理念和

进路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中国哲学

经典诠释问题的浮现，决非是简单地复旧，重回

训诂学的怀抱……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并不能真

正地解决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实际问题。”③ 江怡

则通过对传统训诂学与西方诠释学的历史溯源，

认为这两者在对象、方法以及目的三个方面存在

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能混淆中国传统训诂学与

现代诠释学两个概念，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说，

“训诂”可以被看做是一种 “诠释”，因为对典

籍版本的梳理本身也是整理者对其意义或重要性

的解读④。曹洪洋试图厘清传统训诂与西方诠释

学的关系，指出音义训诂是建立在古文原有意义

的基础之上的，训诂的目的仅仅是用更易理解的

语言把古文的原义揭露出来，而不是用诠释者的

眼光赋予古文新的意义，因此无论把诠释学作为

一种本体论哲学，还是作为哲学方法论，传统训

诂与诠释学都是不相干的⑤。

可见，学界对 “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

“诠释学与传统方法的关系”等问题也展开了较

广泛、深入的讨论。

就 “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言，主要表现

为四种观点：一是以历史编年顺序划分，二是以

诠释实践围绕的中心划分，三是按诠释的形式划

分，四是根据诠释学发展过程划分等。诠释学历

史分期的讨论对中国诠释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不

仅明晰地呈现了中国诠释学的发展过程，而且能

深化人们对中国诠释学的认识。然而，对中国诠

释学历史分期的判断，可能应以中国诠释思想自

身逻辑为中心，以中国诠释学自身的基本要素为

指标，同时树立 “诠释学的历史分期并不意谓着

哪个时段的诠释学更优越”的意识，它只是说明

了中国诠释学存在自己生长的历史而已。不唯如

是，传统诠释思想本身错综复杂，不同历史时期

又各具鲜明的诠释方法与特征，以上讨论远远不

能够撑起并代表中国诠释思想史的研究。可以

说，目前关于中国诠释思想的研究缺乏对相关涉

及诠释思想之文献的全面梳理，从先秦到２０世
纪的中国诠释思想历史、发展阶段、演变路径等

研究依然匮乏，全景式的中国诠释思想史描述或

解读值得期待。

就 “诠释学与传统方法的关系”言，主要涉

及了如下问题：第一，训诂学就是诠释学；第

二，传统方法可以丰富诠释学理论；第三，可用

西方诠释学更新、提升传统诠释学方法。当然，

也有学者指出，从对象、方法、目的等方面看，

训诂学与诠释学不能等同，甚至是毫不相干。这

些探讨与结论都是很具启发性，但这样几个问题

仍需进一步思考：其一，传统方法的确不能等同

于诠释学，但传统方法在诠释学中有没有属于它

的地位？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地位？其二，在现

代学术视域下，传统方法中的哪些是可直接沿

用，哪些则必须更新？其三，传统方法中蕴藏着

哪些诠释学智慧？可以被吸收到现代诠释学理论

中的有多少？……这些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回应和

解决的问题。总之，从以上关于传统方法与诠释

学之关系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中国诠释思想与传

统方法渊源甚深已成为学界基本共识，两者之间

的关系错综复杂并呈现交叉的态势，传统方法与

经典诠释可以互为支撑，实现各自的现代转型。

但值得提出的是，目前研究并没有对中国诠释思

想与传统方法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澄清，并且关于

两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可能以及怎样互动的讨论仍

然不够充分。因此，对中国诠释学研究与建构

言，诠释学与传统方法的关系讨论与处理值得继

续关注与深入。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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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辨析


丁成际

【摘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学界主要有 “融通说”、“综合说”、“并存说”、“排斥

说”、“主辅说”等观点，“融通说”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交织着 “儒学马克思主化”与 “马克思主义儒

学化”之争，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从文化建设、社会心理、价值认同、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等方面进行整合。

【关键词】儒学；中国特色；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儒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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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以来，中国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其是儒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

一。自宋明至辛亥革命以前，儒学一直是中国社

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当今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传播到中国，必须得面对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

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无

疑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最主要的问题。在

当代，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

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事关到政治与意识形态

的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之间的关

系，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价值，

两者的有效结合是中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妥善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实现儒学现

代化的需要。一方面，儒学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

结合，才能实现儒学现代的转化；另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也必须与儒学相结合，以真正地实现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从近期来看，新的 “国学热”再度兴起，是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而出现的现象。这种现

象又再度引起人们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

关系的关注。如何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系，不但事关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

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问题，事关如何进一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问题。从现实状况来说，

对儒学与马克思想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不同观点。

其中 “融和说”是多数人所持的立场，但对

“融和”后的结果仍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 “儒

学马克思主义化”和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

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陷入意识形态之

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总论

从整体层面来说，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融通说”、

“综合说”、“并存说”、“排斥说”、“主辅说”，

“融通说”已成为主流。其中，蒋庆坚决主张

“排斥说 “，认为 “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

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①。自称 “左

派儒学”或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

的清华大学贝淡宁 （ＤａｎｉｅｌＡ．Ｂｅｌｌ）认为：儒学
必将在中国复兴。据他分析，从现实上来看，

“儒家的普世价值需要通过特别的传统和具体的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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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来传播，那些传统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

身份认同的核心”；从历史上来说，“一些中国自

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２０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试图激进地消除那些传统以及传统生活方

式，但是他们攻击的往往在表面，深层的价值和

实践仍然根深蒂固”；就当代来说，儒学在中国

必然复兴起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即将

终结①。台湾学者李明辉反对将儒家思想与马克

思主义牵连在一起。他借用康德对 “道德的政治

家”与 “政治的道德家”②的区别，认为马克思

主义政治观代表 “政治道德家”，儒家的政治观

代表 “道德政治家”③。 “并存说”依据 “现代

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儒学是

民族主体的价值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代中

国指导的意识形态，二者相互并存、并行不悖，

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二者之间有相互沟通

与融合的可能④。 “综合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 “三流合一”，走综合

创新之路，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

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

与融通⑤。“主辅说”是方克立提出的，他认为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是 “支援意识与主导

意识的关系”。这种主张从古今关系立论，强调

立足于现实，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立论，顺应历

史发展规律，强调把儒学中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

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援意识⑥。方克立在不同的场

合中提出 “马魂、西体、中用”的主张。无论是

“并存说”、“综合说”还是 “主辅说”都内涵有

互融汇通之思想。从以上的论点来看，对于儒学

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主张二者

是可以相通、相融的，“合则两利，离则两伤”，

二者之间的 “融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

系的主流主张。

进一步言之，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有的学

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性主要表现

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

建构层面的融合⑦。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

融相济的关系，需特别关注的是现代某些新儒家

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转变上。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许多第三代

新儒家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要求。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明确主张儒学具有开

放性与无限超越性，指出儒学要汲取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资源来实现其当代的自我转化，除了早期

着重对西方哲学层面的汲取之外，当代新儒学还

必须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汲取，即超越的层次

（吸收其对超越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

抗议精神）、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 （如马克思主

义等）、心理学层次 （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⑧。可以看出，这里杜先生提出了新儒学要

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思想。刘

述先也表达了儒学要与马克思主义同等对话的理

论诉求：“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的走势，大致

可以看到以下趋向。首先得势的是西方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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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加］贝淡宁： 《中国的新儒家》，吴万伟译，徐志跃

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中文版序》。
康德的 《论永久和平》指出：“道德的政治家”认为道

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需要经得起道德的拷问； “政治的道德

家”认为道德是政治的需要，甚至可以编造出政治上所需要的

道德。康德对二者的区别，契合孔孟所说的 “王霸之别”，“王

道”是 “以德行仁者”，霸道是 “以力假仁者”（《孟子·公孙

丑上》第３章）。
李明辉：《论所谓 “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释道

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东海大学研究所，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０５—１１９页。
郭沂：《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

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哲学动态》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第３—１３页。

张岱年的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说：“现在所

说的综合，是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也即是唯物论、理想

主义、实证论之新的综合，而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

之新的综合，实际上则更可以说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这段话

可视为 “综合创新”论的基本规定。它的原型是张崧年的 “百

提 （罗素），伊里奇 （列宁），仲尼 （孔子），三流合一”，但又

是这个原型的改造。张岱年引其语之后说：“然罗素一派之哲学

有时亦不免主观唯心之误会，如 ‘非心非物，亦心亦物’，云

云。”他站在 “综合创新”论的基本立场上所提出的相关主张受

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参见 《张岱年文集》第１卷，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１页。）

方克立在吸收张岱年的有关思想以及借鉴学界相关讨

论的基础上，提出 “马魂中体西用”，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

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使得

传统 “体用”范式从过去的 “体用”并举改变为 “魂体用”并

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 “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丰

富和充实了 “综合创新”。（参见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

学关系的三点看法》， 《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８年第 １１期，第
３３—３６页。）

邵龙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思

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５７—６２页。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

辑要》，岳华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６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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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可以胡适为代表；其次是马列主义的思

想，以毛泽东为代表……最后不免出人意表的是

……当代新儒家思想向传统的回归。由此可见，

儒家思想虽不是 ２０世纪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
但传统思想并未一去不返。即大陆学者，也有许

多同意杜维明和我的说法，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的

前途乃在于西方、马列以及新儒家三个思潮的健

康互动。”①

二、“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辨

从具体层面上来讲，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

系的各种解读之中，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

“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说最为凸显。虽然儒学

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 “融通说”成为主流，但在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中与对二者实

际关系的解说中，对进一步融合后所产生的结果

则表达出了不同的观点。 “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与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表达了两种不同的主

张。

对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来说，主要是指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中，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化的进程之中被儒家文化所同化。“马克

思主义儒家化”之说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从文化守成主义的角度来说，郭齐勇与汤一

介的看法具有典型性。郭齐勇认为，没有儒家文

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化。所谓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

主义儒家化②。郭先生积极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中的作用，“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被

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汤一介说，中华民族的复

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是联

系在一起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

可以说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

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

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

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固有文化和佛教禅

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

主义是汇入的流。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

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③。也就是说，汤先生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实质上是个同质

的过程。可以看出，汤一介从整个文化发展的角

度来谈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

义相互交际交融过程中，是以儒学为主体来同化

马克思主义的。这有人为拔高儒学的地位与作用

之嫌。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包遵信从毛泽东所

谓 “从灵魂深入爆发革命”的 “思想革命”与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书中看到了儒

家的 “伦理本位主义”，即把思想文化完全意识

化，突出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把 “思想政治路

线”拔高到 “决定一切”的高度。这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著作中是没有的，而是与中国

儒家心性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强调政治伦理

价值，并把它上升到主导人的一切活动的高度，

政治伦理支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就

是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基本特征④。金观涛也认

为，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思想内在地影响了马克

思主义。这在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

物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

东的 《实践论》、 《矛盾论》和刘少奇的 《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方式

上来说，都受到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的影响⑤。早

期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等人都是在传

统文化的熏染中长大的，他们的思想深处烙印的

中国儒家文化的因子，必然潜在地影响其思想与

行为。甘阳从 “明言的”与 “非明言的”层面

来解析马克思主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就 “非明

言的”方面来说，儒家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是

作为内在的因子来决定着所谓的 “共产主义道

德”和 “共产主义理想”，并借助于儒家文化来

将共产主义道德及其理想进行 “社会化”，进一

步 “内化”到普通的民众当中，为人民大众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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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５页。
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５６—６２页。
汤一介：《儒学研究院１０年规划》，《科学时报》２０１０

年７月８日Ｂ３版，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ｓｂ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７／２３４０５５．

ｈｔｍｌ。
包遵信：《批判与启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９

年，第５８页。
刘述先：《论 〈兴盛与危机〉———它的方法及对中国文

化传统的了解》，《中国论坛》第３１１期，１９８８年，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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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接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

儒学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

义社会之所以能从传统文化直接获取合法性根

据，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都是以 ‘道

德理想主义’ （价值合理性）为本的。”① 包遵

信、金观涛、甘阳对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述

的角度与侧重点不同②，但都表达了 “马克思主

义被儒学所化”的理论诉求，注意到儒家的道德

伦理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视 “儒

家的伦理本位主义”、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

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二者共生共融的结合点。由

此可知，上述学者均不同程度上以传统文化 （儒

学）为主体来谈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关系，

虽然其文化立场或内在的思想旨趣各异，但其共

同的特点是把儒学的功能提得过高，有儒学决定

论之倾向。

三、“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辨

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显然对立的是儒学马克

思主义化之主张。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指在儒学

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儒学被马克思主

义所同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

主义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汲取儒学，并在中国现

代化建设始终处于指导与支配思想地位。郭建宁

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儒学

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主张优秀的文化传统

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③。

这表明在今天如果试图以儒学这一元取代其他的

多元文化是非科学的，当然更不能用儒学取代马

克思主义。张世保认为当前中国反对 “四项基本

原则”，主张 “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

产党”、 “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只有

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

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④。儒学发展也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儒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才能有健康的发展方向。刘东超认为儒学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起到过一些阻碍作用，

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是儒学作为零散

的思想资源被改造、整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中。由于时代条件的改变，儒学的未来作用还

要加强。但是，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

没有、以后也不会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这是由

于二者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等方面

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只

能是一个梦幻泡影⑤。这些观点显然都主张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性地位，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本

位来整合儒学的资源。既然认同儒学马克思主义

化，那又如何实现呢？

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化是由儒学自身的局限性

所致的。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是一直在变化

的。自从春秋孔子创立儒家以来，在中国不同的

历史时期，儒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理论

形态也是在不停地改变，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众

所周知，汉儒特别是董仲舒的思想汲取了阴阳

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黄老之治的指导思

想显然汲取了道家思想，宋儒更是汲取了道家与

道教的思想，也汲取了隋唐佛学的思想。从儒学

的功能上来看，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自身的缺

陷，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

命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

险，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成为紧迫与主要的任

务。当时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儒学显然难以改变

积贫积弱的落后的中国现状，儒学的 “道德本位

主义”及其泛道德主义思想显然不适合中国经济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儒学的 “道德中心主义”的

指导思想如果不改变，中国的科技、经济、政治

与文化都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社会改革与

国家富强都不会实现，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民族复

兴之路也就难以起步。而以心性儒学为主的现代

新儒家，其理论的缺陷也在于此，“内圣”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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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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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开不出 “外王”之果。正是儒学有着此方面

的弊病，现代新儒学的某些代表人物对儒学有着

深刻的反思，其首要反思的是儒学何以在当代社

会的生存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取得

成功的问题。林安梧就是反省儒学理论缺陷的比

较突出者。他认为儒学生命力存在于百姓的现实

生活中，儒学要反映百姓的生活需求，要走出书

斋，而不是沉迷于思辨的道德形而上学之中，要

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着实际贡献。由此，他提

出 “儒学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后新儒学，完

成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①。他倡导树立 “后新儒

学”的概念，要求儒学进行双重层面的革命。具

体来说，第一个层面是要从心学为本转向气学为

本，要回到王船山气学立场上来，因为较之于熊

十力、牟宗三而言，王船山的 “气”的概念可以

转到人的历史性、社会性、物质性等具体的方

面；第二个层面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改变儒家的以德为本的

实践观，从而消除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本位

的弊端②。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

中国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建构无疑有着巨大的

推进作用，哲学界、理论界、科学界没有理由拒

绝这种全新的资源优势，应该珍惜这一历史所赐

予的机遇，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尽快敉

平固有文化传统的资源缺陷，将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积淀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来。随着中国

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其理论的正确

性，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将

儒学的合理因素汲取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

四、正解对待二者关系需要进一步

厘清的几个问题

　　如何正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不纠
缠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二者

的情结之中，就需要对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整合。

这涉及整合的可能性问题以及整合成功与否的标

准问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为本位还是从儒学为

主体的角度看，二者的深度融合都离不开文化建

设、心理认同、价值认可、时代际遇、时代背景

与时代主题几个方面。

（一）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二者是相互交

融的。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

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化”就是 “化”在

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中国文化这一发展流

变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和土壤上。离开了中国

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了 “化”的

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命

题。同时，要从 “民族性”与 “时代性”的双

重维度更为完全完整、准确地认知、把握儒家思

想，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

之间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从而大力推进当

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并进而为成就人类更为

合理的 “现代性”做出中国文化自身的贡献。马

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中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方针，儒

学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儒学复兴也不

等于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从儒学转化的角度

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最主要的儒学转化形式，是符合儒家传

统的、取得社会实践历史性成功的新转化。以西

方自由主义传统建构新儒学、解救中国儒学及思

想传统的想法并不合时宜。同时，我们不能过多

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视了传统文化。

在现有情况下，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

为学术流派的儒学，要形成适应现代社会、与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新的儒家文化。

（二）从社会心理与价值认同方面来说，二

者是内在联系的。儒家文化是在历经二千多年的

社会磨练中形成的，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

智慧，并主导着民众意识，它的某些核心思想仍

然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并化为人民大众日

用而不知的生活交往与社会生活样式之中，规范

与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儒学已经深入到人民的血

液之中，是个不争的事实。从社会认同方面来

说，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人民所认

同，其需要内化为人们的心理，化为民众的精神

信仰与行为习惯，从而形成从心理到价值、从制

度到习俗的一系列内在逻辑关联。从历史的延续

性来说，作为存在着并处于支配地位的儒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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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萍：《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福建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８２—８８页。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 “新儒学”到 “后新儒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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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核心价值构成了我国各民族共同认同的因

素，这是不可人为地磨灭的。这种延续性，对于

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的满足有着很大的

贡献。在此种情势之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

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积极汲取儒学的精

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真正

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而真

正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三）从时代背景来说，需要考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儒学在当前时代际遇层面的相互关

系。从 “儒学的现代化”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相向际遇中来看，马克思主义的 “三化”

（即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在很大的程度上

依赖于与儒学的相融合与创造性地相互转换。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蕴含

着儒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

目标就要使儒学向现代转化，使儒学更好地、更

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共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

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需

要，而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民族

认同的文化资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

国人民改变世界的理论，而儒学则内化为中国人

如何做人的伦理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

主义侧重于指导国人如何做事，儒学则偏重于国

人如何做人，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共

创着与成就着中国未来的走向。

（四）从时代主题来说，需要反思儒学现代

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中所产生的 “中国

特色”问题。一方面，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看成是向中国传

统文化的 “隐性复归”。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逐渐排除儒学影响中

国社会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与传统

文化的告别，用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儒学，这样

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断裂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和生产、生活、精神实践

联系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

儒家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学马

克思主义化等理论主张与理论诉求，需要我们正

确地辨析、客观地对待、深入地探讨。作为解决

现实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二者的关系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

和总结。其中，林安梧进一步指出儒学与马克思

主义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二者将如何共同面对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与后现代性共存全球化

社会的现实①。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不是用所谓

的 “儒家社会主义”来代替我国现行的社会制

度，也不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 “儒家式的

社会主义”。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学，二者都

要面着中国如何迈入现代化社会，同时又避免后

现代化的社会弊病的问题。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既同又

异，二者的关系存在着复杂的多重面向。无论是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

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相互关系上都有

着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即如何在借鉴历

史、把握现状与立足于未来发展的向度上正确处

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如何从学

术层面上有效地相融相济、进而进入到社会层面

与政治层面上的二者的相融相济。这是学者们需

要共同面对与破解的时代难题②。比如，儒学现

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中所产生的 “中

国特色”问题何在？梁漱溟所谓行得通的 “儒家

式的社会主义”③ 到底指什么，它与现在的 “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何关系？这都需要我

们进一步深思。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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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林安梧、陈占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

的接榫点——— “后新儒学”建构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安梧

先生访谈》，《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１７期，第１０２—１１６页。
丁成际：《历史、现状与未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

系研究的三个面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
１９５—２００页。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１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１０—５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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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反 “礼”实质探讨

陈　冬

【摘要】《韩非子》是阐述法术势思想的著作，但其对礼学也有独特的观点和论述。自春秋以来，对礼学的批判，既有

“仪”是 “礼之末”的认识和思考，也有儒家后学的 “内省”与 “务外”的分化。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仪文礼制得

到进一步的独立认识。《韩非子》对 “礼”的认识也沿承了这些观点，其对礼制的看法，既有认同，也有批判。文章

分析了 《韩非子》批判礼制的原因，并总结出其反对礼制的核心内容是反对 “仪”（礼文）和批判以礼来获取爵禄的

现象。

【关键词】《韩非子》；礼学；仪；爵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０３－０７

　　 《汉书·艺文志》列法十家，其中 “《韩

子》五十五篇”，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信赏必罚，以辅礼制。”①这恐怕是最早肯定法家

类书与 “礼”的关系的评论，认为 《韩非子》

所主张的德 （赏）刑治国方略，是与礼制并行而

以治国的。韩非 “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②

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皆原

于道德之意”③。 《艺文志》以为： “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

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

南面之术也。（中略）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

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④如此，

韩非及 《韩非子》思想渊源之一隅，其根本又是

反对礼的。《韩非子》书最集中讨论 “礼”的篇

章是 《解老》。章太炎认为：“（解）《老子》独

有 《解老》、《喻老》二篇。后有说 《老子》者，

宜据韩非为大传，而疏通证明之。 （中略）然

《解老》、 《喻老》未尝杂以异说，盖其所得深

矣。”⑤故其 《原道》上中下三篇，屡引 《韩非

子》尤其 《解老》、 《喻老》以申老聃意。章氏

对于 《韩非子·解老》与 《老子》关系的认识，

可以再讨论，但 《解老》确可认为是见于传世文

献之最早对 《老子》进行解释的文字，则 《韩

非子》对 “礼”的认识和态度，不能不说受了

道家 （黄老）的影响，有反对 “礼”的倾向。

那究竟 《韩非子》对 “礼”持什么立场，有何

态度，有怎么样的理解呢？为此，本文试图讨论

其反 “礼”实质观。

一、反对 “礼”之实质

《韩非子》论 “礼”，集中于 《解老》篇。

《解老》是立足于 《老子》文本以言法家思想的

篇章，其实质是阐发法、术为用，而以 《老子》

文句作为一种理论依据。《解老》言礼曰：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

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

礼者，（中略）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

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

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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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　冬，广东广州人，文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３５—１７３６页。
②　这里的 “韩子”有可能是指 《韩子》，即 《韩非子》书。笔者较同意张觉对于 《韩非子》编集成书的观点，其认为 《韩非

子》书 “应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 （即公元前２３０年至前２０８年之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张氏用内证法证明 《史

记》论韩非其人时多称 “韩非”或 “非”，称其书则 “韩子”。（参见张觉：《〈韩非子〉编集探讨》，《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９０年第３
期，第５７—６０页。）

③　 ［汉］司马迁著、［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第６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７２、３２８７页。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６册，第１７３２页。
⑤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自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三个 “礼者”，是作者对 “礼”的定义，表

明其认识到 “礼”是为人情所发的性质，揭示名

分等级是 “礼”的核心精神，描述了 “礼”之

表现形式，肯定了 “礼”作为人之内心与外界沟

通的桥梁作用。实际上这都是春秋战国对 “礼”

之内涵的普遍理解。后两点认识则是春秋时人所

说的 “进退有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

“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俯仰”之态，是反

映内在感情的 “外节”，即 “仪”。 《解老》对

“礼”的理解，实则是包含了 “礼”、“仪”两个

方面。

单从 《解老》对 “礼”的定义来看，无法

判断对 “礼”的态度，其进一步分析君子、众人

之为礼，才是作者独特的见解。《解老》分析君

子、众人之为礼云：

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众

人之为礼也，以尊他人也，故时劝时衰。君子之

为①礼，以为其身；以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

上礼神②而众人贰，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

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贰，圣人之复

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

《解老》篇多以 “君子”、“众人”相对，其

中的 “众人”所为是其所批判的，再如当中的

“圣人”，也是受到作者肯定的用词。简单来说，

能为礼由情的是君子，不能为礼由情的是众人；

由情的礼薄，不由情的礼繁；君子之为礼是治

身，众人之为礼是誉身。《解老》作者认同的是

“君子之为礼”，称之为 “上礼”。故 《解老》反

对的，实际上是众人所为之 “礼”，即缺乏内心

情感支撑、徒有仪式的礼仪：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

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

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

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

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

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

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

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

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

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

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

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

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这里的 “礼”，准确来说是指 “仪”。上文

对 “礼”的定义是 “礼者，所以貌情也”，是说

“礼”源情的性质；而这里云 “礼为情貌者也”，

则重点在 “貌”，与下句 “文为质饰者也”之

“饰”并列且义近，指外在的仪文和规制。 《解

老》篇把对老子 “道”的 “不可道”，不可形状

的理解，灌注入 “礼”的理念中。因此其所肯定

的 “上礼”虽有人为的痕迹却稀薄若无，如父子

之间的礼一样，内有血缘之亲，发外而有礼，是

为表明父之慈爱恩、子之孝敬心，不需繁复的礼

文来点缀与证明。这样的 “礼”如和氏玉璧、隋

侯宝珠般，不以五彩和银黄来修饰，而反映出自

然光彩，是故具有 “薄”与 “朴而不明”的特

征。因此，君子注重内心之情感和实质，不追求

外在的仪容动作和刻意修饰。而礼文，就是和氏

璧、隋侯珠的五彩和银黄之饰，掩盖 “礼”内在

的光芒。众人往往会 “恃貌而论情”、 “须饰而

论质”，结果只能得到 “情恶”和 “质衰”。越

是繁复的礼文，复杂的礼仪，就越扰乱真挚的

情，破坏朴素的质。如 《韩非子·八说》云：

“笏干戚，不适有方铁；登降周旋，不逮日

中奏百； 《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礼节

仪式严重干涉了正事的修为，没有实际用处。因

此，“礼繁者实心衰也”，礼仪之制成，反使人不

４０１

①

②

张觉解释 “为”是 “治理，引申为修养”。 （参见张

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５７
页。）

“上礼神而众人贰”之 “神”，有三解：一是陈奇猷引

其师于思泊之说，“神”读作 “信”，与 “贰”为对文，“故信

之为上礼，上礼信而众人疑也”；二是陈奇猷认为当取 《扬权

篇》、《内储说上》篇之 “神”解，即 “隐而莫测其所由者也”；

三是张觉解 “神”为 “神通，精通” （参见张觉： 《韩非子校

疏》，第３５７—３５８页）。笔者认为于思泊解此句，文意通畅，不
违主旨；张觉说可备参。但 “贰”未必是 “疑”，众人对于礼制

并无怀疑或疑惑，只是不能明白礼的意义故行礼不得专一坚定，

不似君子。



《韩非子》反 “礼”实质探讨

得以朴素的心灵和感情来待人、接物、处事①。

由于众人为礼 “时劝时衰”，为了 “以尊他人”

而非 “以为其身”，故他人顺应则窃喜，他人逆

对则埋怨。时喜时怨，难免有 “相责之分”，喜

则和，怨则斗，从而有争致乱，因之，君子不

为，智者不为。《解老》篇云：“所谓 ‘大丈夫’

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 ‘处其厚不处其薄’

者，行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 ‘处其实不处其

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 ‘去彼取此’

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 ‘去

彼取此’。”真正的智者君子，重真情而轻表面，

反对繁复礼文仪式，而非反对人情之本的礼。

《解老》反对 “仪”是 《韩非子》书反对

“礼”的实质的体现，基本上符合整本书对

“礼”的否定态度和反对的立场。 《韩非子》反

对 “仪”，是倡导以法术势为治、尚功务实、去

虚击伪的需要，是 《韩非子》书吸收、综合其他

学说思想的沉淀，是礼学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反

映。现就后两点展开分析。

（一）自春秋中期开始对 “仪”的反思及儒

家内部分化

礼本身有其精神与内涵，除了明名分等级之

政治内涵外，也寄予了道德的伦理精神。然而从

《说文》对 “礼”的定义 “礼，履也。所以事神

致福也”② 来看，初只不过是指祭祀求福之制，

后来才把君德要求置诸礼中，失德则礼备而天不

佑，再到孔子时礼、仁兼备，礼确实不断被发展

和充实。礼学之发展并非本文讨论主题，但

“仪”被分离出 “礼”的认识，并逐渐得到思考

和评价，在春秋时期已有端倪，这种认识是伴随

着古人对失德的认识、深入和批评的。

春秋中期周灵王二十三年，晋侯嬖人程郑问

“降阶”之礼于郑国公孙挥。郑国然明闻之，云：

“（程郑）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

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

夫既登而求降级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

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也。”（《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③ 杨伯峻解 “降阶”含义：

“既登高位，自感难保，而求下降者，乃明智之

人也。”④ 这本从宾主相见之礼制而来，是宾客

谦虚恭让之德的表现。然而晋之程郑身为嬖人，

却自以为矜贵，欲藉行降阶表示谦虚，这本身就

是骄傲和愚蠢的表现。然明的话，实质是把

“礼”的精神内涵和 “仪”的外在行为分开来评

论，反映出对 “仪”单独思考的开始。周景王七

年，楚灵王盟诸侯于申地，三问礼仪规制。首问

楚臣椒举，椒举提供夏启、商汤、周武、周成、

周康、周穆、齐桓、晋文六王三公盟会之礼制规

格；灵王次问宋左师向戌以盟主主持盟会的礼仪

规格，向戌提供了 “公合诸侯之礼六”，杜注云

“其礼六仪也 （六种仪节）”⑤；再问郑国子产诸

侯朝会盟主所行的礼仪路数，子产遂提供了 “伯

子男会公之礼六”（《左传·昭公四年》）。灵王

问礼，实是问仪，但求熟习礼仪不致被诸侯嘲笑

其蛮夷之习而已，而其本人贪愎残忍，申之会后

诸侯、国人叛离。则若阙 “德”之 “礼”，实剩

“仪”可论，此时之 “仪”则含贬义，如观齐国

女叔齐之叹 “鲁侯 （鲁昭公）焉知礼”，其语正

以 “礼”与 “仪”分论。

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

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

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

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

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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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句为释 “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诸家对

此句理解不尽相同，择期重点而论。王先慎认为：“缘众人之实

心而形之于事则为礼之貌，故曰 ‘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１３４页）陶鸿庆的理解近王先慎：“此言始为礼者，本以通达人
之朴心为事，而不虞其启争而首乱也。” （陶鸿庆： 《读诸子札

记》之十二 《读韩非子札记》，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３５４页）而有的学者认为这句已有批判 “礼”乱人心性的倾向。

陈启天云：“（为礼者）务斫丧人之本性也。”（陈启天：《增订

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第７２９页）陈
奇猷云：“以礼为矫情之物，违反自然，言人心本淳朴，自有礼

而后习于诈伪，即于争乱，是为礼者以动扰人之朴心为事者也。

（中略）盖谓礼使贯通人之朴心，而人受礼之拘束矣。”（陈奇猷

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３８２页）两位陈先生的解释，经过考据而得，笔者于文之解释，
是折衷两位先生意见。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经韵

楼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页。
文中凡称引 《春秋左传》文字，皆自 ［清］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四部备要本），《清人注疏十三经》，上海：上

海中华书局据南菁书院续经解本影印，１９９８年。下不赘注。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第３册，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９３页。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５册 （四部丛刊本），

上海：上海涵芬楼借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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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

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左传·昭公五年》）

女叔齐指出 “仪”为 “礼之末”，昭公虽在

郊劳之礼上周旋进退应答皆合礼，但只是 “屑屑

焉习仪以亟”，礼与德是为一体则能发挥其齐家

治国和诸侯的政治作用，德、礼为用才是礼，否

则只是仪。是以周敬王三年，晋主持黄父之会，

晋卿赵鞅问郑卿游吉 “揖让、周旋之礼”。游吉

答：“是仪也，非礼也。”（《左传·昭公二十五

年》）

春秋末期，甚至出现了质疑仪文的声音。事

情源于周敬王四十二年，齐鲁会盟于黄地，齐侯

稽首，鲁侯拜。鲁卿孟武伯坚持： “非天子，寡

君无所稽首。”（《左传·哀公十七年》）稽首是

叩头，是诸侯对天子所行之礼，“拜”仅弯腰作

揖。齐鲁同是诸侯国，故鲁不行天子之礼，由是

齐鲁有隙。周元王二年，鲁、齐、邾有顾之盟，

齐人旧事重提，以歌让之：“鲁人之皋，数年不

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

传·哀公二十一年》）“儒书”，杨伯峻认为是儒

家礼书①。齐人认为鲁人太过拘泥于鲁国礼书仪

文的框条，以致两国不和。这其中反映的问题当

然很多，但仪礼导致两国不和，甚至呼吁当弃

之，则见仪礼之弊。

于朝、聘、盟、会、遇、觐上，春秋时期的

政治家们逐渐意识到 “仪”“礼”两体化，更深

化了对 “礼”背后之君德向往及其所带来的正面

的政治影响。而对于 “仪”作独立之思考，正是

春秋时期礼学的一种进步和发展。实际上，在以

孔子为宗的儒家内部就礼学问题也产生了 “主

内”和 “务外”的分化②。从 《论语》的记录

来看，有子游论子夏一派重细琐小节的言论：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

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

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

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

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论语·子张》）荀子批之：“正其衣冠，齐其

颜色，蛕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子夏一派当是注重从学习

礼仪之细节来进行修为，“主张循序渐进，要求

人们在 ‘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务中循礼而

行，这实际是把礼自外对人的约束看做成德的根

本”③。又子张氏之儒 “衣冠中，动作顺，大让

如慢、小让如伪者”④，荀子形容 “弟佗其冠，

羪銺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可见子张的特点是重视

礼容仪表，可称为孔门后学的礼容派”⑤。子张、

子夏一派相对于子游、曾子、子思一派而言，确

是重视践行礼仪，积习以感化内心对德性的感

悟。诸如子游讥子夏门人之语、谓子张 “为难能

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又或孔子评

子张、子夏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曾

参论子张 “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

语·子张》），后至荀子非子张氏、子夏氏以

“贱儒” （虽然荀子也受 “外在”派之影响至

深），都反映了儒门对关注 “仪”的思想倾向是

有所思考、有所批判的。

《韩非子》书基本上反映了韩非的思想和主

张。韩非师从荀子，从 《韩非子》书多称引孔子

（或言仲尼）及其弟子、 《显学》篇论述 “儒分

八派”来看，韩非是了解儒学的。春秋时期

“礼”“仪”分论及对 “仪”的反思，与儒家内

部礼学分化，必然对韩非礼学思想产生影响。

《解老》篇作者⑥在对 “礼”的定义，基本上沿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４册，第１７１８页。
关于孔门后学的分化情况，朱熹注 《孟子》：“子夏笃

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０页）于礼，孔门后学有向内思
省与向外之博的分化，几成定论。（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

孟学派》第２章 《孔子的仁、礼思想与孔门后学的分化》，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９５页。
赵曰生：《孔门后学著述考》，《船山学刊》１９３４年第４

期。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９２页。
关于 《解老》作者是否韩非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大概有三种观点：一是否定。代表可见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

纲》、容肇祖 《韩非的著作考》。容氏文收入罗根泽主编的 《古

史辨》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二是肯定。
见栗劲 《〈解老〉〈喻老〉不出韩非手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３期。还有对 《韩非子》进行校注、校疏的陈

奇猷、张觉。这是比较主流的说法，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

校注》；张觉：《韩非子校疏》。三是认为 《解老》是韩非早期

作品，《喻老》是后期作品，肯定作者为韩非的，只不过更进一

步考证写作时间，见马世年、吴健新：《〈解老〉〈喻老〉的性

质及其文体学意义》，《辽东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笔者比
较认同第二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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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春秋以来对 “礼”的认识，又特地分析 “众

人之为礼” （仪），并表明其对 “众人之为礼”

的否定态度。这种既对 “礼”进行二元化分析和

吸收、又带有法家立场地批判的取舍态度，表现

出对历史的思考和继承，也显露其不同于 《老

子》彻底反对 “礼”的立场的独特性。

（二）《老子》反 “礼”之立场

有学者认为 《韩非子·解老》“多合于老子

之旨，为治老子者所必读”①，这体会概沿章太

炎 “解老、喻老未尝杂以异说，盖其所得深

矣”② 的说法所来，但清人陈澧早已觉察 《韩非

子》所收之 《解老》篇并不纯言道家意而杂用

儒家语③。就通篇考察而言， 《解老》还是阐述

法家思想，只不过据 《老子》部分文句为依托，

以申解其意。这有可能也是史迁认为韩非所学

“其归本于黄老”、 “皆原于道德之意”，置其与

老子、庄子于同一列传的原因之一。故准确地

说， 《解老》篇与 《老子》之间是有一定联系

的，那么，《老子》反礼的主张必定也影响 《解

老》作者对 “礼”的态度。

《解老》论 “礼”是以 《老子》第 ３８章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

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为解释对象的，

其反对 “礼”是针对 “礼”的有为性和非自然

性而发的。 “礼”是人为的产物，有节文之意，

正所谓 “克己复礼”。礼文本身具有规范性，需

要学习和实践，且推行礼时，若他人不服，更导

致了强行之举，扭人心意。这与 “道”的无为而

无不为完全背驰。《老子》认为 “上德”“上仁”

“上义”每况愈下， “天下最理想的治道应该是

道，其次才是德；（中略）礼由于与道相距最远，

因而最为低下。基于此，老子得出礼是乱天下之

道，绝非治天下之道，礼是人世间一切苦难之源

头的结论”④。 《解老》作者承认 《老子》所言

“礼”之 “去自然化”的特质，也承认 “礼”是

乱之首，但 《解老》的主旨根本是立足于论证

法、术的正当性。一方面，作者给出 “礼”是缘

情之作、饰义之为的定义，从而肯定 “君子之为

礼”以用治身修行而行之不衰。另一方面，《解

老》对于 “义”的理解本身就不同于 《老子》，

前者把 “义”看成是君臣上下、父子贵贱、知交

朋友、亲属内外之间恰当的相处原则，其实就是

名和分，故其肯定 “礼”正名分、明等级的政治

作用。《解老》对于 “礼”是忠信之薄、乱之首

的诠释是从 “众人之为礼”的角度出发，针对众

人为礼过程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情况而发论

（“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

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

毋争乎？有争则乱”），而不是全盘否定；并引申

出 “情”“礼”的辩证关系，用道家变化、辩证

的方法，去论证情、礼的消长 （“凡物不并盛，

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从而提出

“礼繁则心 （情）衰” “实 （情）厚者貌 （礼）

薄”的观点。这个独特的观点，正是要为确立法

治张目，同时为反对后儒提倡礼治提供理论依

据，即反对礼成为换取功名利禄之途径。这可以

说是 《韩非子》吸收并归 《老子》反 “礼”思

想为其法家思想所用的体现。

二、反对礼成为换取功名利禄之途径

《韩非子》认为，在政治关系中，从人性自

为的角度论，君臣之间异道异利，互为矛盾，尖

锐相对， “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孤愤》），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

（《内储说下》）。具体表现在：“主利在有能而任

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

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

用私。”（《孤愤》）“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

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

情，害国无亲。” （《饰邪》）君臣上下的关系，

不可以亲爱之道相处，“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

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９年，第７２１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自注，第１０８页。
“（韩非）本以解老子 ‘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

义而后礼’，而其解仁、义、礼三字之义，则纯乎儒者之言，精

邃无匹，（中略）所闻仁义礼之说，尚无差谬，而其文又足以达

之，使其为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观者也。” （［清］陈澧：

《东塾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８—２３９
页）

陆建华： 《先秦诸子礼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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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备内》）。因为利出

二孔，君臣不得同心同德，正所谓 “君臣异心”

也，两者之间利害相争，“君以计畜臣，臣以计

事君。君臣之交，计也。（中略）君臣也者，以

计合者也”（《饰邪》），所以 “爱多者则法不立，

威寡者则下侵上”（《内储说上》）。于是乎，君

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交易的关系。正如 《内储说

上》记齐王问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

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

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以赏罚为

调控交易双方的平衡，而施行赏罚之间有一道

“验货”的程序———循名责实。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有益于国家的，能产生实际效能和功用的，

才有资格参与这场交易。通过参伍名实，有效能

的则给予赏赐———爵、禄。没有效用的，那么非

但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还要接受惩罚。

《韩非子》书正是认为，儒者 （墨者、纵

横）打破了这个交易的规则，他们用漫无边际的

言说，无须参政 （如稷下学宫那般），用道德、

孝行、遵行礼仪来获取本该建功立业才可获得的

爵禄。春秋战国以来，儒倡礼治，至荀子而备。

《荀子》云：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

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

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把

行礼义提升为获爵富身的标准之一，视为王制。

而实际上，居学之士①、备礼之人确实受到当时

诸侯和显贵的欢迎。如 《内储说上》云：“宋崇

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

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子

之服亲丧者，为爱之也，而尚可以赏劝也，况君

上之于民乎！”孝子服丧三日内几乎不进食，加

上哀痛欲绝本身极度伤身，形近于毁②，作者举

例说明本是由情而发的行为，上却以孝亲服礼而

举官，以礼制背后体现的德行来论官授爵。这里

虽是为了说明君主要利用民欲利的自为心来运用

刑德二柄治国，但从法家严格的赏罚标准的角度

而言，这就破坏了君主行使治国之柄 “赏”的意

义。

《韩非子》肯定礼仪所表现出来的尊君内涵，

但反对因执行礼仪、尊重主上而获得实际的荣誉

和爵禄。因备礼，不是功。 《韩非子》对于

“功”的界定，对于如何可获爵禄的标准，十分

严格。若凭君主主观感受而论功过，则是无法之

治，也使赏刑二柄失去了意义，例如 “人主之听

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 ‘棘刺’、 ‘白

马’之说”（《外储说左上》）。人主好玩，说者

应和人主心理而夸耀自己有棘顶刺母猴之艺，要

求人主斋三月皆得见，于是人主赐爵行赏以供养

之，是则说者以人主不可行之行为条件而悬空话

以邀宠加功，则空话行而功无望，赏罚无以施功

过③。如今，儒者之倡礼治，恰如棘刺之说。以

礼进爵加禄，是抓住人的普遍心理：大众喜欢受

到别人的尊重，恭敬行礼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表

现，相反傲慢无礼是不尊重的表现；同样，在恭

敬之下，人的心情也会柔和欢欣，自然对施礼之

人有所好感。这是人情所至。于是以礼邀功获

赏，是说者之利而君主二柄之乱。“爵禄生于功，

诛罚生于罪。”（《外储说右下》）“赏罚者，利器

也，君操执以制臣，臣得至以拥 （壅）主。故君

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所见之所罚，则

臣鬻之以为威。”（《内储说下》）韩非正看到了

社会当时凭礼乱赏刑之法的现象，而对君主屡屡

提出告诫。再如 《韩非子·难一》记：“襄子围

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

张孟谈曰： ‘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

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

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

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

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这里载

有孔子赞语，但此事发生于孔子身后，明是无名

氏加之以渲染此事影响力，《孔丛子·答问》篇

子鲋语可辟之。韩非难之之语，正说明了 《韩非

子》反对君凭礼行赏、臣以礼获爵禄的态度。

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

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

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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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所谓 “学”，包括了两种人。一是学礼之人，因礼是需

要学习和实践的，另儒家六艺也是当时士学习的内容，六艺也

是礼学的具体内容。关于学礼，《荀子》书尤明。二是学论说为

纵横之士。这里指前者。

据 《礼记·问丧》： “亲始死，鸡斯，徒跣，?上衽，

交手哭。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肺，水浆不入

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清］孙希旦：

《礼记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４９页）
见 《外储说左上》对应 “经二”的两则故事。



《韩非子》反 “礼”实质探讨

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

于晋阳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龟，而民无反心，

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

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

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

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

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

襄子之善赏也？

此话是从君道而言的，认为赏须应功而罚当

惩罪。功者，具实际效用、可量化之为功。无骄

侮、尽臣礼是君威下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其他没

有行此道的臣下仅起到典范效应，而此典范效应

既没垦草开地之农功，没攻城多民之战功，没揭

发隐奸之事功，也没破敌完郭之急功，君不该以

无功施首赏。虽行典范，但此典范之所以成为典

范，没有得到普及，实是君失君威所致，是君罚

不加于无罪所致。在韩非的逻辑里，既然臣礼没

农功、战功、事功、急功之效用，不可邀赏，那

么不行臣礼自然也不见得会破坏农、战、事、

计，但是尽管不行臣礼不造成实际的破坏，却被

纳入可量刑的范围里，是故韩非认为 “操令行禁

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这骄侮之臣就当诛，

而 “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则是有过。从这个

逻辑推论来看，对于礼和仪，《韩非子》书并不

是彻底的否定和推翻，而是本着尊君卑臣的立

场，臣下具礼备仪是义务、是规定，是臣道之

一；既然是义务，则不足以成为获取额外奖赏的

条件。故治国之术虽尽在二柄之运，但很多君主

却凭个人喜好、主观感受来论定功赏，使赏行于

无功之为，而臣更趋利而行主上欢心之事却无需

承担具体事务之责任。

《韩非子》书对于礼制、仪文不能作为行赏

的标准，除了认为仪礼无用于社会外，还因其存

在不确定性。礼存在已久，仪文是在不断变化和

损益的。到了战国后期，以葬为例，“墨者之葬

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

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

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显学》）。

恰儒墨两家皆谓己制是真理，“孔子、墨子俱道

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

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

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

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儒墨之制处事之两端，缺乏客观的评判依

据，无从定论。“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

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势同水火

不可调和，而 “上兼礼之”。可见以礼作为赏罚

标准的话，就存在很大的争议空间。“今孝、戾、

侈、俭俱在儒、墨”，对于君主行使二柄造成了

主观上的偏颇，背离了法家提倡的法治精神。

是以 《韩非子》认为以礼为尊、凭礼获爵、

学礼增禄、行礼得赏，四者行是忠信之薄而社会

乱之首。

总而言之，《韩非子》书有其反对礼制的一

个体系和逻辑，究其本源，当重在反对繁仪和曲

折的礼文，并坚决反对凭礼及礼背后的道德体现

来作为居尊高爵的台阶，认为此是扰乱循名责实

以行赏刑二柄的治国方法。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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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与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杨海文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０－０２

　　研究孟子，绕不过杨朱、墨翟。现代人如何
看杨、墨？就得提到四川金堂籍大学者贺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再刨根究底，于是发现了 “梁任

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贺麟发表于１９４１年的 《论假私济公》有云：

近代哲学家之对待自私，大都采取梁任公称

赞费希特哲学思想的话，所谓 “以杨朱之为我为

出发，以墨子之兼爱为归宿”的策略。这不仅代

表了一种新观点，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另具有一番

教导世人，打破人我界限，假私济公的苦口婆

心。①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建国导报》第１卷第１４期
发表贺麟的 《杨墨的新评价》又云：

利己与利他 （杨子与墨子），虽说失之偏执，

似应设法调解，而不可一味抹煞。现代的中国，

旧的儒家思想，特别关于家庭、国家、礼教方面

的思想，业已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破坏摧毁。

杨子的思想已随西洋个人主义的输入而抬头，墨

子的思想，亦随西洋的宗教思想、人道教以及社

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而复兴。故今后新儒家思想的

发展，似亦不得不部分的容纳杨墨的精华，而赋

予新的意义。且西洋近代注重社会理想的伦理思

想，便是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

爱为归宿点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以维护个人

权益为出发点，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归宿点，便

可说是得到相当可取的调解，而值得我们的借鉴

了。②

以上两段话，录自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出版
的 《文化与人生》第６７、２０５页。此书乃新版，
盖因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出过，而且把所编文章
分为上、下篇，如 《杨墨的新评价》收入上篇，

《论假私济公》收入下篇。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出版
的 《民国丛书》第２编第４３册，收有１９４７年版
的影印版。

仔细对照旧版、新版，以上两段话仅有个别

文字的差异，如新版说的 “费希特”，旧版译为

“费希德”③。“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究竟出自哪

里？新旧两版均未具体说明。到了晚年，贺麟才

关心起这个问题。

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出版 《中国哲学》第２辑，
刊有贺麟的 《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

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文章介绍梁启

超 （１８７３—１９２９）与康德哲学时说道：
他也曾写了一篇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

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他强调费希德注重自我，是以杨朱之为我为出发

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准

确，也有一定道理。④

贺麟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并易

题为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

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它叙述梁

启超与费希特 （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
１８１４）的文字略有改动：

０１１

 作者简介：杨海文，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
践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６７页。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第２０５页。
③　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５５、１３３页。按，该书影印版收入 《民国丛书》第２编第４３册，

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
④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 《中国哲学》第２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０

年，第３５２页。



贺麟与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他也曾写了一篇 “费希特人生天职论述评”，

第一次在我国评述了费希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他强调费希特注重自我，是以 “杨朱之为我为出

发点，而以墨翟的兼爱为归宿点”。其论虽未必

准确，也有一定道理。①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的出自 《菲斯的

人生天职论述评》吗？梁启超把费希特译为 “菲

斯的”，这篇文章收入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

（见 《饮冰室合集》第 ４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年
版，据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影印）第７０—８４
页。极其细心地读过此文，竟然不见 “以杨子的

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这句

话的踪影。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分两次原载１９１５
年４、５月出版的 《大中华杂志》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ＣｈｕｎｇＨｗａ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第１卷第４、５期。梁启超
担纲主任撰述的 《大中华杂志》不难找，文海出

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８年出版、沈云龙主编的 《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５５辑影印了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年全部 ２４期的杂志，计 １２册、３０１５页。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见第２册第６６１—６７１
页、第３册第８７５—８８９页。遗憾的是，这个原
始版本同样不见贺麟说的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

《大中华杂志》第１卷第５期刊登的 《菲斯

的人生天职论述评 （续）》末尾有段话：

述者案：以上所述，为菲斯的对公众极有名

之演说词，其影响于德国百年来之人心者颇大，

不识吾国人读之能受用否？若其不能，则是吾之

学与吾之文不足以达之也。菲氏尚有论士君子之

天职一篇，其言更锐入使人奋发，吾更将述为余

论，登诸次期。②

以上这段话，《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未录，

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 《〈饮

冰室合集〉集外文》亦未收。梁启超说的 “吾

更将述为余论，登诸次期”，并未兑现。因为

《大中华杂志》第 １卷第 ６期 （１９１５年 ６月 ２０
日出版）有梁启超的 《论理学与心理学之关系》

等文，但无有关费希特的余论。

梁启超一生留下的文字太多，《饮冰室合集》

凡１２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凡３册。他
是否说过 “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

兼爱为归宿点”，笔者无力确证。如今网络发达，

可搜寻的结果亦令人失望。至此，只得断定贺麟

说的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真是个问题了！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倒是说过：

菲斯的之教义，常谓我为我而生，我为我而

存，骤视之，若与杨氏之说同一根柢；而其感化

力所及，殆率天下而为墨氏之徒，此无他故焉。

彼其于人我间之沟通，别有所悬解，深察乎③非

兼用他爱，则无以举自爱之实，故其倡导他爱

也；常根据自爱主义以立言，未尝陈高义，厉畸

行，而自能鞭辟近里。此菲氏社会观之所为可贵

也。④

难道这就是贺麟的蓝本？笔者以为，它跟

“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

宿点”毕竟出入太大。因而，所谓 “梁任公称费

希特语”，既必须承认它是贺麟的误记，更该视

为这位新儒家创造性转化杨墨之道的理性追求！

写到这里，想起陈寅恪 （１８９０—１９６９）的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 “惟此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

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⑤ 此乃１９２９年的话，影
响深远。更想起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说

过：“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一

切道德律皆导源于是。”⑥ 此乃１９１５年的话，当
时又以字号增大、字体加粗排印⑦，分外醒目。

假如两者存在某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关联，那就是

笔者写这篇杂记的意外收获了。

（责任编辑　菖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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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

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氏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上篇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８９页。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５５辑第３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８年影印版，第 ８８９页。
按，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大中华杂志》的编号为：《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５４１—５５０册。因第５４５、５５０册重复编
号，算起来就不是１２册，而是１０册。

此字，《大中华杂志》原作 “夫”。参见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５５辑第３册，第８７５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氏著：《饮冰室合

集》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据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
年版影印），第７８页。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４６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氏著：《饮冰室合

集》第４册，第７５页。
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５５辑

第２册，第６６８页。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总第１３０期）／九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５２０１３／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道家与当代环境


陆建华

【摘要】自然环境是理想的、美好的，不需要人类加以改造的，人类对待自然环境只需 “无为”；自然万物有其固有的

属性，是人类所无法改变的，人类只能因顺自然；自然环境能够给予人类的物质给养是有限的，人类要取之有度、知

足常乐；自然环境与人类是和谐相融乃至融为一体的，人类要爱护和亲近自然；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不仅诗意

地生活于自然之中，而且还拥有朴质纯真的本性。道家的这些观点提醒我们要爱护自然、赞美自然、尊重自然，要尽

可能地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以适应自然、顺应自然，要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快乐、获取生存智慧，要让自然与人类

都能得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道家；人类；环境；自然；自然环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２－０６

　　任何存在都是环境中的存在，都与环境发生
联系。环境是相对于某一存在物而言的，是与某

一存在物发生联系、并对某一存在物产生影响的

各种因素的总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环境，

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是与人类发生联系、并且

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虽然包括

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自然环境以及地球所处的太

空环境，但是，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因为太空环

境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从目前来看远未危及人类

的生存，从而未成为 “问题”；而自然环境对人

类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已日益严重地制

约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自然环境在人类的视域

中已成为 “问题”。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环境

限于自然环境。在此意义上，所谓环境，也可称

为自然。

“环境”成为 “问题”。那么，如何保护和

利用环境、如何处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如何使

得人类真正能够可持续发展，就不仅是社会问

题，也是学术问题。于是，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类

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应运而生。虽

然，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但

是，人类关于环境的 “思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

开始，而且从来就没有停止。在中国哲学领域，

对环境问题的 “思考”最为系统深刻的应该说是

道家。道家的环境思想对于解决当下的环境问

题，有一定的参照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

道家的环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

道家认为人类生长于天地之间、生长于天地

间的万物之中，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物构成了

人类生长的自然环境，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物所

构成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最美好、最理想

的环境。例如，为了人类能够长久的生存，人类

希望天地能够长存，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家园，而

“天长地久”（《老子·七章》），天地以时间维度

的持久存在的特征满足了人类对于天的长存的愿

望；为了人类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人类祈求

天能够清明、能够充满光明，地能够静止、能够

安宁，而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老子

·三十九章》），天地从诞生之日起就分别具有

“清”和 “宁”的特征。这说明，天地的特征、

属性恰是人类所需要的，天地在人类的视界中是

理想的、完满的。不唯如此，天地间的万物及其

状态也是人类所需要的，在人类的视界中也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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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完满的。例如，“日月照而四时行”，“昼

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庄子·天道》），人

类希望日月轮番照耀大地，使白天充满阳光、夜

晚也不至于十分黑暗；希望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

的变化，使人类能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希望日月运行有其规律，从而使昼夜变化也有其

规律；希望云气浮动、雨水适时降落，使天气不

至于干旱，人类和万物不至于缺雨少水。而日月

运行、季节变化、雨水布施恰是如此，完全合乎

人类的希望。再如，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

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人类希

望甘露均匀分布，而甘露恰好就是均匀分布。

另外，就自然环境自身来说，构成自然环境

的天地万物不仅对人类而言是理想的，其自身也

是自足的，不需要人类加以改造的。“天地固有

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

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天地

本来就有其常道，日月本来就有其光明，星辰本

来就有其排列次序，禽兽本来就有其群居之地，

树木本来就有其生长的地方，简言之，构成人类

生存环境的天地万物本来就是自足的，对其自身

而言本来就是理想的。这样，即便人类为自然环

境 “着想”、为万物的生存 “着想”，也不必改

造自然环境。

既然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理想的、完满

的，人类就不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再说，如果人

类没有意识到其身处的自然环境的理想与完满，

试图按照自己错误的观念去改造自然、改造环

境，其结果必将是自食其果：破坏了原本理想、

完美的生存环境，使被破坏了的环境伤及自己。

在道家看来，改造自然意味 “上悖日月之明，下

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 （《庄子·紸

箧》）①，是对自然环境本然状态的毁坏，这种毁

坏直接惩罚着人类。试想，日月之明混乱、四时

之行混乱、山河大地改变，人类还能有美好家园

吗？为此，道家以鱼与水的关系类比人类与环境

的关系曰：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大宗

师》）② 鱼生存于水之中，水本是鱼最好的生存

环境，如果鱼不满足于生存于水之中，改造其生

存环境，使得水丧失而处于陆地，即使 “相稴以

湿，相濡以沫”，也无济于事，无法逃脱死亡的

命运。同理，人类生长于自然之中，自然环境本

是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不满足于其身处

的环境而改造之，其结果是破坏自然，丧失其本

来理想的生存环境，难逃厄运。因此，道家警醒

世人曰：“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

能伤也。”（《庄子·知北游》）只有人类不破坏

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才不伤害人类，并为人类生

存提供最好的保障。

还有，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只能在局部

的领域暂时地战胜自然，最终将无力改变自然，

并因此而屈服于自然。因为在道家看来，“道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人类虽然是宇宙中高贵

的存在，但是，在人类与天地之间，天地优越于

人类，人类不仅无力撼动天地，反而要从天地那

里获取生存智慧③。这是因为在道家看来，天地

万物有其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包括人力在内

的任何外力所不可改变的。例如，“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

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狂风暴雨

是短暂的，高于万物的天地都不能使狂风暴雨持

续不止，更何况比天地弱小的人类呢！再如，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四十二

章》），万物按照其固有的本性而变化发展，不以

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当人类违背其本性时，万物

便呈现出与人类意志相对立并超越人类意志的一

面。由此，道家从人性之维度总结道：“人之不

能有天，性也。”（《庄子·山木》）人类无力从

本质上改变自然，这是由人之为人的本性所决定

的。

道家视界中的自然环境是理想的，不需要改

造的。这种观点提醒我们，要懂得欣赏和赞美自

然，并在欣赏和赞美自然之时享受并珍惜自然所

３１１

①

②

③

《庄子·天运》作：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堕四时之施。”

《庄子·天运》作：“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例如，《老子·七章》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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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人类的恩惠，对自然始终怀有感恩的心；在

人类与自然发生冲突、矛盾时，要 “维护自然存

在，捍卫自然生命，反对残朴为器”①，首先从

人类自身寻找原因，同时，对待自然要更加 “宽

容”。人类由于急功近利而 “错怪”了自然，由

于没有真正理解自然而 “冤枉”了自然，由于自

私、只图自己的利益而 “抛弃”了自然，也许才

是人类与自然发生冲突、矛盾的真实原因。意识

到这一点，人类就不应轻易改变并破坏自然。此

外，即使人类与自然的冲突、矛盾是客观的，也

应尽量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化解这种冲突和矛盾，

在维护自然的前提下，尽量通过提高人类的科学

水平来超越、克服这种冲突和矛盾。道家所谓圣

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老子·二十七

章》），就是要求人类不仅不要嫌弃无用甚至有害

之物，还要宽容并使这些无用甚至有害之物变得

有用。扩而言之，就是要求人类不要简单地视不

利环境为有害环境而随意改造之，而要在利用有

利环境之时能够容纳不利环境，并通过改造自己

适应这些不利环境，使得不利环境对人类有利并

在人类的视域中 “完美”起来。道家视界中的自

然环境从根本上讲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因为天

地高于人类，构成自然环境的天地万物的固有属

性是不可改变的。这种观点提醒我们，不要无限

放大人类的力量，不要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更

不要以自然的主宰者自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

要学会约束自己，要尊重自然的规律，要尊重自

然万物的本性，在自然面前不仅要懂得感恩，还

要懂得谦卑。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自然仅仅

看作任人宰割的被动性的弱小的存在，才不会因

毁坏环境而遭受环境无情的报复，才不会先毁坏

环境然后又不得不保护环境。人类面对自然所犯

的错误、所做的蠢事，不正是 “唯我正确”、

“唯我独尊”所造成的吗？

二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是理想的、完满的，自然

环境已给予了人类最美好的生存环境、生存家

园，那么人类即便是 “自私”的存在，即便仅仅

为了自己，也不应改变自然环境。所以，面对自

然，道家提出 “无为”。道家的 “无为”，“完全

是为了避免人为地破坏自然而然的东西，当然也

是为了避免破坏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②。关

于 “无为”，道家云：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

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二章》），“不创不

作，与天地合德”（《冠子·天则》），“因而不

为”（《吕氏春秋·知度》）。即是说，对自然环

境无所为，不用人为去干扰自然环境，而是任凭

构成自然环境的万物生长变化，并不把万物的生

长变化看作是人类人为的结果，更不将万物据为

己有。在此意义上，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看，

道家所谓的 “无为”，也就是不在自然面前妄为，

不改变自然的本来面貌，用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

李约瑟的话说，就是 “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

“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③。因为人类在自

然、在环境面前的 “无为”，自然环境就不会反

过来报复人类；相应的，人类在自然、在环境面

前也就不会失败。所以，道家说： “无为，故无

败；无执，故无失。”（《老子·六十四章》）

人类的存在以自然为依赖。人类视自然为理

想的存在，对自然无为，只是说明不应破坏自

然，并不意味对自然无所取，否则，人类就失去

其最基本的物质来源。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

料、物质来源？道家以为要做到因顺自然，并且

取之有度。所谓因顺自然，就是顺应天地万物之

本性，不改变天地万物之本性。对此，道家有颇

为详细的论述：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

章》）

因天之则。（《黄帝四经·称》）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管子·

心术上》）

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吕氏春秋·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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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地之自然。（《淮南子·原道训》）

它们都强调因顺自然万物之本性，不可以违

背自然万物之本性而妄为，更不可以因妄为损坏

自然万物之本性。此外，庄子还以 “养鸟”① 为

例，表达其因顺自然的思想：用人类的生活方式

去 “养鸟”，也即 “以己养养鸟”，背离了鸟的

天性、鸟的生活习性，只会好心办坏事，使鸟最

终死亡；用鸟的生活方式去 “养鸟”，也即 “以

鸟养养鸟” （《庄子·至乐》），符合鸟的天性、

鸟的生活习性，鸟才能快乐、自由。同理，对待

自然万物、对待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要尊重万

物之本性，顺乎万物之本性，使万物按其本性自

由发展。换言之，“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本性及

其生存方式，不可按照人的私欲随意加以改变。

人的行为应当合于自然，顺乎性命之情”②。唯

有如此，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万物，才会在

保持其本来面目的前提下，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

的生活给养。

所谓取之有度，就是因顺天地万物，在不破

坏自然、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获取人类生存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物质财富，用今本 《文子》的话

说，即是 “上因天时，下尽地理”、 “不涸泽而

渔，不焚林而猎” （《文子·上仁》）③。道家之

所以提出取之有度，是因为在任何具体条件下，

环境所能给予人类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人类不能

超越环境的有限性去从自然中获取财富。还有，

人类的有些 “非分”的要求、“恶劣”的欲望违

背了自然的本性，会对自然环境构成威胁乃至伤

害。不破坏自然、不破坏环境，人类才能真正维

护环境，通过环境的持续发展保证人类的可持续

发展。如果破坏自然、破坏环境以获取人类生存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物质财富，人类只能获得暂

时的物质满足，终将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如

此，即便在因顺自然、保护环境与从环境中获取

物质财富发生冲突时，即便在不破坏自然、不破

坏环境就不能获取足够的物质财富时，道家都强

调保护自然、爱护环境，并在此前提下提出 “知

足”、“寡欲”，要求通过压缩人类的基本需求来

化解冲突，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解决人类的生存困

境，即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少私

寡欲”（《老子·十九章》），“生有害，曰欲，曰

不知足”（《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这是说，

懂得满足、减损欲望，降低生活需求，即可解决

物质财富不足、生活资料缺乏的问题。反过来，

如果在物质财富不足、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形下，

还膨胀物欲、追求奢华，对自然环境强取豪夺，

就会祸从中来。“知足”、“寡欲”落实到人类的

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之所需，道家云：“圣人食

足以接气，衣足以盖形，适情不求余”， “至人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 （《淮南子·精神训》）。

饮食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衣着只是为了遮住身

体，不求多余的食物和布匹，仅是满足生命最基

本的需求。道家因为对自然环境的取之有度而提

倡节衣缩食、只需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需求，与

墨家 “节用”思想有些相似。

道家视界中的自然环境是理想的，因而面对

自然只需 “无为”，或者说，不必为。这种观点

提醒我们，不要人为地轻易改变自然，更不要为

了人类暂时的需求而破坏自然；要超越人类与环

境相对立的思维，要超越 “有为”的心态，以

“无为”的方式对待自然、处理人类与环境的关

系，充分发现自然的完美与伟大；要保持自然的

原貌，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的原貌的前提下利

用自然。道家视界中对待自然的理想方式是因顺

自然。这种观点提醒我们，为了更好地处理人类

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要充分地认识自然，了

解自然万物的本性，然后顺应自然的本性、顺应

构成自然的万物的本性而为；一方面让自然和万

物得以自由发展，为人类提供最美好的家园，不

至于在对自然、对万物的 “无知”中冲撞自然、

毁坏自然；另一方面把握自然，理解万物，为自

然万物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即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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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庄子·至乐》载：“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

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

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

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

食之鳅，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

葛荣晋：《“道法自然”与生态智慧》，《新视野》２０１１
年第５期，第７４页。

今本 《文子》之真伪，学术界虽有争论，但是，今本

《文子》乃道家著作，是确定无疑的。另， 《淮南子·主术训》

也有几乎一样的文字：“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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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提供更好的环境，而不是企图控制自然、

主宰万物。人类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难

以认识自然、理解环境，表面上看似乎是被自

然、被环境所操控，对自然万物特别是天地充满

了敬畏甚至恐惧。在人类进入 “现代”以来，科

学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得以深入地认识自然、理

解环境，得以掌握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总

有反过来主宰自然、主宰万物的欲望，物质需求

的随之加大，物质欲望的随之增强，使得人类主

宰自然、主宰万物的欲望变成盲目乐观的行动，

其结果便是对自然的毁坏、被自然无情地报复。

道家因顺自然的理念，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道

家视界中的环境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物质财富

是有限的，要求人类取之有度。这种观点提醒我

们，不要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要考虑到环境的

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为人类的未

来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空间；同

时，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在不破坏环

境的前提下虽然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也不可以奢侈浪

费，养成奢糜之风。

三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理想的，人类不需

要改变自然环境，就能获得最好的生存环境。这

意味着 “人和自然界混而为一，纯朴不分，万物

处于最好的状态，人们的生活资料丰赡富足”①。

换言之，人类与自然环境是天然和谐乃至融为一

体的，用庄子的话来说，即是 “人与天一也”

（《庄子·山木》）。对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乃至融为一体，道家有繁多且大致相似的论述：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

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

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

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

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

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庄子·山

木》）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

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

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

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

·缮性》）

卧倨倨，兴盱盱；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

牛；其行錼錼，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

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淮

南子·览冥训》）

由道家的以上论述可知，道家认为自然环境

由山河大地、阴阳四时、草木禽兽等所组成，山

河大地、阴阳四时、草木禽兽等与人类是和谐相

融的。人们不以山高地险、河深水急为人类生存

的障碍，因而没有修路造桥，没有挖隧道、用舟

船，更没有试图改变山河大地的面貌，而是以山

川之本然状态为美、以造化之神奇为伟大；人们

不以阴阳变化之莫测、四时更替之冷暖转换为人

类生存的阻碍，因而没有扰乱阴阳之序以及阴阳

转化，没有抱怨冬冷夏热，更没有试图改变阴阳

四时之序以及阴阳四时的变化，而是以阴阳为和

顺宁静、以四时更替为合乎节令；人们不以草木

禽兽为人类生存的威胁，因而没有清除杂草、砍

伐树木，没有驱赶甚至袭击禽兽，更没有与草木

禽兽为敌，而把自己打扮成 “受害者”、把草木

禽兽塑造成 “敌人”，而是任由草木肆意生长，

任由禽兽结伴成群。正因为如此，万物自由生长

而不受干扰，更不被伤害；人类 “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老子·八十章》），从质朴、简

单的生活中品茗出甘甜与幸福；人类与草木禽兽

无高低贵贱之分，相伴相依，其乐融融，以至会

忘却自己是 “人”而与禽兽同类、与万物为一，

消融于茫茫自然之中。在此天人一体、物我不分

的境界下，人类被自然化，或者说，被自然同

化，保有其质朴自然的本性，自得自由地存在，

诗意盎然地生活于蓝天之下、大地之上。

为了表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融，以至消融

于自然之中，道家还以鱼水关系为喻，比拟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鱼不可脱于渊”（《老子·三十

六章》），“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 （王弼 《老

子注·三十六章注》），“闞鱼出游从容，是鱼之

乐也”（《庄子·秋水》）。这是说，水不仅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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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３页。



道家与当代环境

的生存环境，而且还是鱼最理想的生存环境，所

以，鱼如果离开了水，就将死亡；鱼在水中，就

是鱼最好的生存状态。鱼最好的生存状态表现为

鱼在水中之 “乐”，鱼在水中的生活方式本身就

是 “乐”，以及鱼隐身并沉醉于水之中以至于看

似成为水的组成部分。与此相似，天地万物所构

成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类所生长的环境，而且还

是人类最理想的生长环境，所以，人类离开了自

然环境将无法生存，改变了自然环境将遭受惩

罚；人类身处自然环境之中，就是人类最好的生

存状态。人类最好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人类处于自

然之中，以处于自然之中为 “乐”，即 “山林

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

北游》）；表现为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以至成为

自然的组成部分，并且满足、陶醉于这种人类与

自然的融合。

道家视界中的人类与自然是和谐相融的。这

种观点提醒我们，要善待自然，善待万物，不要

因为人类的智商高于禽兽，不要因为人类的科技

水平早已达到 “战胜”局部的自然的水平，就可

以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要利用人类的智力、利

用人类的科技水平去发现自然万物的美丽与可

爱，去感受自然万物带给人类的幸福和美好；要

在人类与自然的平等相处过程中体悟自然的诸多

“好处”，而适当忽略其给人类造成的不便乃至伤

害，更不可以夸大其 “坏处”；要尽量调整自己，

适应自然，协调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将自

然的某些 “缺陷”化为独特的 “优点”。尊重自

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平等，与自然友善，我们

才可以真正地感受并且享受自然所给予我们的乐

趣，在闲暇之时寄情山水，在身心疲倦之时回归

自然的怀抱。把自然看作 “对手”甚至 “敌

人”，不仅使自然在我们的心中失去了其固有的

美丽与魅力，也意味着人类失去了其 “朋友”、

人类的心中只有自己，因而变得孤独，并因孤独

而焦躁。道家视界中的人类因与自然和谐而孕育

出朴实自然、纯真无邪的品性。这种观点提醒我

们，与自然为友，多关注自然、热爱自然、亲近

自然，我们才可以像自然那样质朴实在，才可以

远离卑鄙和狡黠、拒斥势利和功利，对自然、对

他人充满大爱，并因此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能够自

然地流露出纯真的德性，在利益面前能够自然地

保持冷静而不至于迷失方向，在欲望面前能够本

能地抵御诱惑而不至于丧失自己。如此，不仅自

然在人类的视域中是纯真无邪的，人们在彼此的

视域中也是纯真无邪的；人类所身处的世界，不

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将是美好的。

由上可知，在道家看来，自然环境是理想

的、美好的，不需要人类加以改造的，人类对待

自然环境只需 “无为”；自然万物有其固有的属

性，是人类所无法改变的，人类只能因顺自然而

无所为；自然环境能够给予人类的物质给养是有

限的，人类要取之有度、知足常乐；自然环境与

人类是和谐相融乃至融为一体的，人类要爱护和

亲近自然；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不仅诗意

地生活于自然之中，而且还拥有朴质纯真的本

性。这些，提醒我们要爱护自然、赞美自然、尊

重自然，要尽可能地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以适应

自然、顺应自然，要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快

乐、获取生存智慧，要让自然与人类都能得到可

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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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身心安顿之道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思考


唐眉江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者的结合，能够削弱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消费主

义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异化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异化，导致人们难以在工作、生活中

安顿好身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安顿身心的资源。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们善于在工作中发现人生的意义，教给

了人们在工作中直接感受生命的快乐、幸福及价值的智慧，使人们能够不依赖消费行为去安顿身心。山水田园文化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亲近自然中安顿好身心。它避免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加剧的生态

环境危机，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活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身心安顿之道，有助于消解消费主义文化产生

的根源，有助于取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身心安顿；消费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８－０７

　　生态环境危机是当代困扰全人类的重大问题
之一，不仅威胁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威胁到

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已成为制约人类现有

生产、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构建

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各国人民在２１世纪共同奋斗的目标，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全球性特征。

一、生态文明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

身心安顿之道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思想文化建设。观念形

态的文化，居于社会结构的最高层次，对人类的

社会实践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稳定而持久的影

响。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充分发挥文化手段的

作用，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人们

的行为方式。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获得持久的生

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对世界产生吸引力，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对世界产生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就应该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

合起来，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这种结合的

学理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生态环境问

题，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恰恰有着丰富的生态智

慧，可以实现价值的现代转化。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时起就关注生态文明。在

生态环境危机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的１９世纪七
八十年代，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工业化

的全球扩张必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他

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

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

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

除了。”①虽然恩格斯没有能够完成 《自然辩证

法》的写作，相关内容也是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才

得以发表，使得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没能像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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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其他理论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不可否

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关注，走在了

时代思想发展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紧抓时代潮流，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蕾

切尔·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出版和 “罗马俱

乐部”成员提出 “增长的极限”等理论，现代

生态文明思想被推上了历史发展的舞台。随后，

各种生态文明理论相继产生，并演变为社会运

动，影响不断扩大。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了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了 《里约

热内卢宣言》和 《２１世纪议程》。在该会议后不
久，我国政府即制定了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
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出台
了 《中国２１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
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利

用及保护、生态保护和建设、环境保护和污染防

治、能力建设六个重点领域，切实推进我国的可

持续发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十六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强调要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人口保

持适度增长，使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使生态环境

良好，使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充分考虑到环境资

源的承载能力。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明确将生

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并列，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的

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

出现了许多热点，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古代生态

智慧，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价值的发掘。

如钱穆指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

“天人合一”论，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

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

天命自然融合一体”①。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主

张与自然浑然一体，同大自然交朋友，在此基础

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西方人却主张征服自然，

把自然当成对立面甚至是敌人，于是才产生了人

与自然的危机。解决西方文明弊端 （如生态危

机）要依靠东方智慧。用科技发展来解决生态危

机时，必须用天人合一做指导思想。张岱年在评

论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时认为，其 “核心观点是

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这种观点是具有重要理

论价值的”，这与恩格斯 “人类与自然的一致”

是一致的②。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学界对中国传

统文化拥有生态智慧的自觉与自信。

建设生态文明是正确的原则，但很宏观，只

有变成人民活生生的实践，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可以

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而如何消除消费主义

文化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则是二者的结合

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逐渐进入了消费社

会。借助发达的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极其巨大，浪费式、炫耀式、符号式消费极为盛

行，加之人类的工业化水平突飞猛进，改造、利

用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

剧。因此，消除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从而消除

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应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根据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

观点，消费主义文化的根源是生产与消费的异

化，是人们难以在生产与消费中实现与自身的和

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丰富的自我身心安顿之

道，能够有效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有助于克服

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

危机。

二、修齐治平的身心安顿之道：

消解消费主义的根源

人与自然的危机，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自

身的危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就是

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的价值。人人都需要安身立

命之道，都要努力求得自我身心的安顿。消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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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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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

化》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９４页。
张岱年：《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改造》，《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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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不能正确安顿人的身心，是导致现代生态

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反观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拥有丰富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历史上为中华

民族成员安顿自我身心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今天

也能够有力淡化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观念的支

配，改变人们对待工作、生活的态度，改变人们

的消费方式，由防止浪费性消费进而防止浪费性

生产，从而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为解决生态危机

做出切实可行的贡献。

异化劳动是消费主义文化产生的根源。在现

实生活中，许多人之所以钟情于购物、醉心于消

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工作中不能充分感受

到生活的价值、幸福和快乐，于是就将消费活动

作为补偿，试图从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幸福和

快乐，结果使消费也异化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的著名学者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源于

“异化劳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

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

行为”，而 “异化消费”正是 “人们为补偿自己

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

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①。由于

消费主义文化是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

源，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应该消灭消费主义文化

的根源，即消灭异化消费和异化劳动。西方生态

社会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揭示了工作和

消费对于实现人生意义的不同作用，并揭示了它

们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人会努力去追寻人生的意

义，如果不能在工作中充分实现，就会到消费活

动中去找寄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看，

都应该努力消除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从根

本上避免将消费活动看作人生意义的实现方式，

引导人们在创造性劳动中去实现人生的意义，感

受生活的幸福和美好。能否在工作中充分做到这

一点，除了外在的客观条件制约外，主体是否具

有恰当的心理状态，是否善于在工作中发现生活

的价值、幸福和快乐，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有大量优秀的成分，恰恰有助

于人们发现工作的意义，从而教给人们在工作中

直接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幸福和快乐的智慧。早

在先秦时代，思孟学派就形成了天人合德的主

张：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中庸·第二十章》）②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

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

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第二十二

章》）③

《中庸》的思想为孟子所继承发扬，并成为

此后儒家天人思想的主流。汉儒的代表董仲舒认

为人副天数，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主张 “天人

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④。

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也纷纷表示：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

乾称》）⑤

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

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

也。（《朱子语类》卷１７）⑥

在儒家主流思想中，天与人在本质上是相同

的，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人的自我实现是对天

道的践履，人道的落实具有天道的意义。在中国

历史上，儒家这一思想，为培养刚健有为、勇于

任事、敢于担当、富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理想人

格发挥了十分积极的塑造作用，是值得高度肯定

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即使在今天，扬弃掉其

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抵消

消费主义文化对于理想人格塑造所产生的消极影

响，从而有助于养成一种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符

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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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８年，第６５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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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儒家将人的自我实现提升到了天 （天

道）的高度，才使人生的价值得到了放大。这种

传统帮助中国人，在追寻人生价值时，能够超越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一己之私的狭隘性。由于天

具有本体或本源的高度，天的内涵又是政治性、

伦理性的，因此，将人生的意义提升到天的高

度，就是赋予个体生命的价值以更为广阔的社会

空间。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人的内在自我实

现与外在自我实现是相通的。通过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

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① 的修养

工夫，人完成了自我心性、道德品性的修养，完

善了自身德性，从内在自我的角度完成了天人合

一。在可能的情况下，则逐渐外推，由修身而至

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推的层次虽有不同，却

都是对天道的体现，外在自我的实现同样能达到

天的境界。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

论及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论，揭示了人生的意义

是丰富的、具有社会性和多层次性。这是一种十

分积极的人生智慧。一个人，不把人生的意义追

寻局限于个体的私人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去追求

外在的事功，这是个体人生意义的社会化，个体

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可以充分实现其价值，体会到

存在的意义。即使只能退回到个人空间，进行个

体内在德性修养的完善，人生也是充满快乐的。

这就是儒家始终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同时，个

体德性的完善，也会为他人树立一个道德的典

范，推动全社会的道德进步，从而也是具有社会

意义的。张载在 《正蒙·乾称》中提出，“尊高

年”、 “慈孤弱”、关爱 “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

寡”之人，是 “乐且不忧”之事；人生应努力

达到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

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② 的境

界。可见，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人生的意义

是丰富多彩的，其价值实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的。不管是从内在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完成德性修

养，还是从外在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和睦亲族、治

理国家、安定天下、泛爱群生万物，人生价值的

实现方式都具有天道的高度，从而都是大有意义

的。《孟子·尽心上》提出 “古之人，得志，泽

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③，表明个体的穷达荣辱虽不可

预期，但人生不同的实现方式却都有意义。儒家

的人生观，是一套善于发现人生价值的方法论。

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中提出自己活着的目的是

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

体现的正是一种百折不回、刚健有为的人生态

度。张载提出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

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近思录拾

遗》）⑤，代表了宋明理学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探索

人生意义的努力。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显

示了儒家人生观的积极价值，即超越一己生命之

私，从天 （社会）的高度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不

管个人的机遇如何，个体的生命都是富有意义

的，人们为此而孜孜以求地沟通内圣与外王的修

齐治平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

儒家的外推，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超越人

类社会，推及于动植群生，关爱世间万物。中国

古代有着极为悠久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虽然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危机，但人们很早就

形成了禁止竭泽而渔、焚林而猎、采伐渔猎以时

禁发、禁止捕杀幼禽幼兽等带有直接经验色彩

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国的先哲很早就

将关爱自然提升到了道德层面。商汤在野外见人

四面张网捕鸟，便命令去掉了三面。诸侯听说此

事，都禁不住赞叹 “汤德至矣，及禽兽”⑥。商

汤是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少数几人之一， 《史记》

有关他的资料很少，却专门记下了这样一件小

事，其本意虽非资源保护，却反映出中国文明很

早就已有了推己及人以至万物的博大情怀，追寻

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传统，经过历代思

想家的不断发扬，终于形成了张载的 “民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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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４９页。
［宋］张载、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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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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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① 思想。在中国古代先贤那里，不折新发的

柳枝，不锄窗前之草，是为了不伤害自然的生

意，为了遵循 “至仁”的要求，以 “若夫至仁，

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

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河南

程氏遗书》卷４）②。在朱熹看来，“‘心，生道
也。’心乃生之道。 ‘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

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③。人道

是天理的流行，泛爱群生，是人应有的价值追

求。王阳明理想中的 “大人”，是 “以天地万物

为一体”的人，“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

其仁爱之心的扩展，首先从同类的 “孺子”出

发，次第推及于 “鸟兽”、 “草木”，甚至对无

“生意”的 “瓦石”，也同样抱着 “顾惜之心”，

因为这种 “一体之仁”，是 “根于天命之性，而

自然灵昭不昧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大学问》）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泛爱动植群

生，保护资源环境，是合乎道德的高尚境界，是

德性修养的自我提升，同样是大有意义的人生追

求。这种追求，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追求非常相

似，反映出中国文化拥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把

保护生态环境也看作人生意义的实现。

在这种人生智慧下，即使是普通人，其人生

境界也可以得到提升，其人生意义也可以被放

大。人能够实现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远

境界，不管个体的生命有多少艰难曲折、平凡寂

寞，都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会觉得工作只

是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去应付的苦差事。当人们的

工作变得有意义时，人们将不再依赖消费活动去

寻求人生的意义，这就掐断了消费主义文化产生

的根源，使消费行为回归正常的、理性的状态，

为支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浪费性生产活

动也将得到遏止，从而减少资源消耗，减少污

染，减轻环境压力。

三、亲近自然的身心安顿之道：

摆脱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由于劳动的异化，人们难以在工作中实现人

生的意义，便转而到消费中去求得身心的安顿，

结果使消费也异化了。消费主义文化倡导消费越

多越快乐的理念，并让人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消

费能力。丹尼尔·贝尔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矛

盾时认为，由于消费社会 “强调花销和占有物

质”，破坏了 “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

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

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

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⑤。不同于视消费

为获取使用价值的手段的传统观点，消费主义文

化认为消费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消费是一种生活

方式，是幸福的重要体现。

在消费主义文化支配下，人们陷入了为消费

而消费的非理性状态，不管是否需要某种使用价

值，都盲目、大量、炫耀式、浪费式地消费。一

次性商品的泛滥，耐用消费品不当耐用消费品使

用，大量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已成为大众化的

生活方式。当人们将消费看作快乐幸福的源泉

时，为了不断获取更多快乐幸福，必然不断地非

理性消费。为此，必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抛弃、大量浪费，必然消耗更多资源，制造更

多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危机。

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大量的汽车，他们需

要的是尊重。他们不需要整柜的衣服，他们需要

的是感觉到自己有吸引力，另外，他们需要刺

激，多样化和美丽。人们也不需要电子娱乐；他

们需要的是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等等。人们需

要认同、团体、挑战、被承认、爱和欢乐。如果

想用物质的东西来填补这些需要，那就无异于对

真实的和从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一大堆错误的解决

办法。在对物质增长的渴望背后有一项主要的推

动力就是心理上的空虚。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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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正蒙·乾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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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张载集》，第６２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６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第２４４０

页。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６８页。
［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２、６８
页。



传统身心安顿之道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并明确指出其非物质的需要，并找到非物质的方

法来满足它们，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只需要低得多

的物质和能量产出，并且可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

类满足”①。

因此，要有效克服消费主义文化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影响，就必须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使人们不依赖疯狂的消费行为也能够感受到

生活的幸福美好。中国传统的山水田园文化，恰

好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

活方式。田园所依托的农业，是具有内在自我循

环能力的生态系统；人们乐意寄情的山水，总是

生态环境良好的青山绿水，这在客观上唤起了人

们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同时，田园、

山水不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不是一次性消费

品，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循环和自我修复功能的系

统，可以满足大量的人参与其中，反复体验和使

用，具有消费的可重复性、可持续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田园文化，不仅是一

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身心安顿之

道，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价值的具体

体现。道家是一个典型。道家的 “天”是自然之

天，《庄子·秋水》篇说 “牛马四足，是谓天；

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②，明确将非人为的

自然状态与 “天”联系起来。道家所讲的天人合

一，最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 “故 ‘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 ‘道’法自

然。”③ 郭象在对 《庄子·齐物论》篇的注释中

提出 “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

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④，

揭示出在道家心目中，“天”、“自然”、“天然”

这几个概念是彼此说明、意义相通的。但道家所

讲的 “天” “自然”，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与

人的内在价值实现无关的独立存在。道家虽然不

承认 “天”有伦理化、政治化的内涵，却又对天

做了情感化的处理，把自己对人生理想境界的向

往实体化于 “天”或 “自然”之中。在道家看

来，集中表现在政治、伦理领域的社会文明，是

人类作茧自缚，违背了人的天性，是对人自身的

戕害，应该加以批判、否定。“则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

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⑤ 道家认为，

只有在自然界里，才保留着那种不为外界强制所

束缚和改变，而按照自身内在的本真状态自由存

在着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道家对于自然的理想

化、情感化的解读。

正由于道家对自然做了理想化、情感化的解

读，把人类对于自由、本真状态的向往赋予自

然，道家才会提出回归自然的主张，希望实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

物论》）⑥ 的既超越现实、又立足现实的理想境

界。道家最理想的快乐是 “天乐”，即 “此之谓

天乐……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

无鬼责”（《庄子·天道》）⑦。他们向往 “万物

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

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庄子

·马蹄》）⑧ 的生活方式，希望天人合一，与自

然融合。回归自然的实践方式，就是回归山水与

田园，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内涵极为丰富的山

水文化、山水情结，极大地发挥了抚慰人心、安

顿身心的作用。这帮助中国历史上的官僚、士大

夫、知识分子，面对人生进退出处的艰难困境，

即使不借助宗教的麻醉，也同样可以在现实生活

中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足以安放的家园。今

天，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大幅提升，人们受

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山水、田园文

化已不再是局限于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情怀和

精英文化，而转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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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活方式，比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更有

利于环境资源保护，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积极入世的儒家有着与道家相同的山水田园

情结。 《论语·雍也》有 “知者乐水，仁者乐

山”① 的名言，而仁、知是儒者努力追求的的人

生境界，能成为仁者则无忧，能成为知者则不

惧。但是，如此高远的人生境界照样是以自然山

水为寄托的场所。可见，在儒家心目中，亲近自

然、亲近山水同样是安顿自我身心的重要途径。

《论语·先进》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对人生志向的

讨论。诸多观点中，惟有曾点 “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② 的看法，得到孔子的完全肯定。

孔子 “吾与点也”的共鸣，表现出儒家同样也将

人生情趣寄托于自然山水，同样也追求在天人合

一的审美境界中安顿自我身心。后世中国的官僚

士大夫、知识分子读书人，虽饱经人世沧桑，宦

海浮沉，却仍能基本保持自我身心的平静安宁，

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天人合一的智

慧。在重视道家智慧的同时，的确不应该忽视了

儒家在这方面的贡献。甚至可以认为，如果不是

因为儒家有着和道家同样的寄情山水、亲近自然

的传统，后世士大夫们也不可能那么当然地就以

山水田园来安放自己的心灵。认识到这一点，我

们就可以理解，纵使像王安石这样不惧天变、不

恤人言、不法祖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鲜见的锐

意进取的改革家，也会在仕途通达之时写下 “永

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向往

着在山水中去追寻心灵的自由。究其原因，就是

因为儒、道两家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统一的。

通过中国古人的生活实践，山水田园文化证

明了自己安顿个体身心的有效性，也证明了生态

环境的良好与生活的幸福美好是可以统一的。消

除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生活水平

的下降，不是向农业文明的倒退。天人合一的智

慧告诉我们，自然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人类亲切的

精神家园。我们亲近自然 （我们亲近的只是一个

不断人化的自然），为的是到山水、田园中去释

放自己的心灵。通过环境空间的转换，我们得以

放下工作、生活带给自己的重重压力，体会到轻

松、惬意、自由的生活，体会到人生的幸福美

好。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低碳环

保、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

方式告诉我们，并不是只有浪费式地疯狂购物、

疯狂消费才可以让人快乐，人们完全可以不依赖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得到自我身心的安顿。从

有效消解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角度看，中国古代

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不仅能

给予观念上的启发，也能提供具体的实践方式。

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有成熟的安身立命之道，能够

帮助人们很好地安顿自我身心。在消费主义文化

盛行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善于发现人生意义

的智慧，提供了替代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

有助于从根源上削弱消费主义文化这一当代生态

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的影响，从而有助

于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天人合一

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生态文明仍然具有现

代价值，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依据，与

世界进行文明对话的主题和未来文化发展的基

石。

但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

统生态文明毕竟产生于古代中国。这是一个以自

耕小农为主体、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集权专制

为保障、以等级观念为信仰的时代，科学革命从

未爆发，朴素的生态思想往往带有直接的经验色

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

文化的作用，就必须消除其中残留的封建性、经

验性、神秘性的因素，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实现二者结合下

的综合创新。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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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


孙燕青

【摘要】对两重性共生即 “积极性”与 “消极性”同质共生的传统文化，不论是 “痛之切”还是 “爱之深”，以往都

未能进行科学的辨析，并导致文化代价的产生。对传统文化，在扬弃方法上，不仅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积极与消极，

也需区别传统文化特定的具体内涵与精神价值，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因素与当代文化价值的契合。

【关键词】同质共生；精神价值；文化代价；价值契合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２５－０４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
展，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自觉自信，文

化的自觉自信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个时代任务的实现，要以对传统文化

进行恰如其分的科学评判、确立科学的扬弃态度

为前提。

一、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共生的两重涵义

对传统的省察是一种以今视古的评判方式，

它意味着以当代的视野、当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对

过去进行剖析与批判。基于这种视角，传统文化

之于当代社会呈现出两重性共生即 “积极性”与

“消极性”共生的特点，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

会，既包含诸多合理的 “积极性”因素，也同时

具有应当被否定、舍弃的 “消极性”内容，它们

作为具有同质规定性的思想内涵，彼此融通互

补、共生在一起。以儒家思想为例，它既具有反

对 “率兽食人”的暴政、强调 “民为贵”等民

本主义内核，也同时包含着 “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及 “牧民”观念等消极性内涵。这

种共生关系意味着传统文化的 “积极性”和

“消极性”并不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两种思

想，而是同一思想体系中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

两种特质。正是由于这种同质关系，它们才能够

在一种思想体系的内部共生延续。这些貌似矛

盾、其实相互补充的 “积极性”与 “消极性”

之于传统文化，同源于自然经济基础这个内核，

是在这个特定内核中共同衍生的价值体系。这种

“积极性”与 “消极性”的区别就其思想体系的

构建者而言并不存在，而是一种基于当代价值理

性的分析判断，这是传统文化在内涵上的两重性

共生。

“积极性”与 “消极性”的共生对于传统文

化的发展具有双重的影响。在内涵上，一方面，

由于这种同质性，使得传统文化 “积极性”的发

挥必然受到 “消极性”的阻碍，“积极性”无法

对 “消极性”进行革命性的扬弃，无法实现体系

性与实质性的突破，民本思想始终未能跨进民主

的门槛，“一断于法”始终未能升华为法治的理

念。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同质性，传统文

化中 “消极性”的膨胀，也必然受到 “积极性”

的遏制，专制独裁始终面临着仁政主张的抗争。

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是伴随着消极

内容的积极，而消极方面则是附带着积极内涵的

消极。积极与消极的交融共生，使得对任何一面

的舍弃都不是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①。

二、两种文化批判态度的批判

这种两重性的共生关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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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下导致不同的文化批判态度。受特定历

史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制约，在传统文化批判中曾

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

过分贬抑乃至全盘否定。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对

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严厉抨击乃至全盘否

定之文化思潮的出现，缘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沉重且严酷的社会现实拷问着民族积弱的文

化因素。与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紧密相连、并

依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被视为

中国社会衰败落后的文化因素。而批判者们接触

到先进的西方文化，使其能够跳出传统文化的樊

篱，摆脱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拥有全新的评判坐

标、先进的批判武器。对落后挨打的 “痛之切”，

导致对传统文化的 “疾之深”，因而将惨痛的现

实与传统文化进行了直接的因果对接，传统文化

被当做一种需要被清除的的文化痼疾。于是，在

一种 “可能是希望通过自我折磨的激励能够带来

人们彻底的觉醒”① 之意图的推动下，文化批判

上的矫枉过正在所难免：不仅对传统文化的 “消

极性”恨之入骨，就是对其 “积极性”也试图

一并否定。然而，这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自身文

化的过度的反思、过度批判、过度否定，“把各

种积极的、成功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属给西

方文化，而把所有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

成一种自我折磨的自我认同”②。

与此相左，另一种观点则是将传统文化过分

拔高，夸大了传统文化的普适性与现代意义，将

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延伸扩展。这

种延展的实质，是将传统文化中某些和现代社会

具有一定 “形似”的元素，诸如 “民本”、 “一

断于法”，与 “民主”、“法治”等现代理念进行

了笼统的 “玄同”，有意无意地把这种 “形似”

当作 “神似”甚至是同质的东西而 “格义”，使

传统文化被填塞进原本未有的意蕴、赋予了本身

没有的价值，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诠释。在客

观上，这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模式特征

的模糊，进而导致传统文化的含混化与庸俗化，

使传统文化的消极性与局限性被刻意地屏蔽或淡

化。尽管期间也曾有过对传统文化缺陷的某种程

度认同，但却非这种观点的主要意图。

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过分贬抑是基于 “痛之

切”的 “疾之深”，进而企图通过自我折磨的激

励带来文化上的彻底觉醒，那么对传统文化的过

度诠释则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的 “爱之深”而在相

当程度上 “谓之能”。两者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

迥异，实质却是雷同：它们都没能对传统文化的

积极性与消极性以科学的辨析，没能对传统文化

的意义以恰当的定位。虽然一者以否定传统的方

式试图促成民族文化的浴火重生，一者则以拔高

传统的方式期待民族文化的返本开新，但都没能

对传统文化以客观而全面的评判。在文化心态

上，它们都是缺乏自觉与自信的表现；在批判方

法上，它们既没有能够客观分析传统文化在内涵

上积极与消极的分野，也没能够客观评价传统文

化具体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区别。这些不足不仅导

致我们在文化实践中付出了过于高昂的成本，而

且在文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

相当的落差。

三、传统文化批判与文化代价

以上两种批判态度，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浓

重的痕迹。尤其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上，有学

者甚至提出 “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 “儒化中

国”等主张。而历史的殷鉴是：对传统文化的批

判，倘若缺乏科学批判的态度，则一定会导致文

化代价的产生。所谓文化代价，从传统文化扬弃

的视角出发，是指基于传统与当代的矛盾张力而

在文化实践中产生的与特定文化发展目标相悖的

否定性后果与消极性成本。任何社会的文化发展

目标都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使传统文化能

够实现吐故纳新。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对于后发国

家尤其是具有辉煌文化传统的后发国家却绝非易

事。如果说 “传统文化有赖于现代化的实践而使

之得到提升和超越，现代化也有赖于传统文化的

作用而使之具有民族的特色”③，那么，在当代

中国，在传统文化的吐故纳新过程中，当代社会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主体文化”及以西方近

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 “异体文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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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

必须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个 “母体文化”相

结合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应当在文化现代化的

进程中得到有效的弘扬，其消极性应当得到有效

的否弃。毕竟，“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②。但对传统认

识的不足、批判的片面，不仅造成对传统文化本

身的扬弃不足，更由于缺乏对传统的坚定把握、

民族文化土壤异常贫瘠，致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弘

扬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汲取都存在相当的不足。这

些不足在文化上的表象是文化底蕴缺乏与文化浮

躁、文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彼此隔

膜，并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

方式与审美情趣，而这些又会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产生逆向的反作用。这是我们在传统文化批判上

付出的文化代价。

四、传统文化批判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化批判，不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传统

文化在内涵上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也应清醒

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区

别，更应实现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当代文化价

值的契合。

首先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消极

性，保持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历史情感。既然积极

性与消极性的共生是一种基于当代标准的判断，

是一种对往昔的当代审视，那么这种当代的视野

就必须与历史的分析与情感融为一体。对传统文

化的批判绝非是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必须承认价

值原点主要构建于 “轴心时代”的传统文化，在

历史的演进中，其 “积极性”因思想内涵的伸展

突破不足而疲态渐露，“消极性”日渐趋明，而

专制政治对思想文化的 “买椟还珠”③，在相当

程度上背离了传统文化本身的 “原教旨”，限制

了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抑制了传统文化 “积极

性”的发挥。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后期，专制制度

的历史惰性与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相交织，更使

得传统文化的 “积极性”在历史的消蚀中日渐暗

淡。在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必须看到传统文化的

历史惰性，以及其中夹杂着的烟灯、烟枪与裹脚

布，即使是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也会受到源于自

然经济基础之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统摄，必须

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归旨与传统自然经济基础的契

合，这种契合决定了 “积极性”因素在当代社会

的发挥不可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局部的。与此

同时，也不能因为传统文化的局限而否认其应有

的价值。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尚未萌发

勃兴的自然经济时代，传统文化就总体而言是积

极的，它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没有

传统文化，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灿烂文明，

这种灿烂文明的文化推手，当首推 “积极性”的

内涵。“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固然是 “自取灭亡

的传统”，但 “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则是 “殖

民地或半殖民地化”④。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

们应保持一种基于 “源意识”而衍生的历史情

感。这种历史的情感，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文化血

脉认同，以民族成员一分子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文

化而对传统文化去同情、去理解、去批判；更是

对孕育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 “人皆有是心”，认

识到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本根内摄着民族文化

的基本元素，并在文化意义上使我们每一个体成

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不是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形

成离不开文化认同，对传统文化的全然否定和过

度贬抑，会导致民族文化本根的丧失，失去民族

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承载力，从而陷入文化

的迷茫和自卑，陷入对外来文化不加辨析的盲目

崇拜。因此我们应以温润的态度，保持对传统文

化的情感基点，并依托这种情感基点，还传统文

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反对自我矮化，也

反对过度诠释。任何当代文化都不可能全然而纯

粹地构建于当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

趣，而是历史的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其

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当下，而是当代的一部分。

“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民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张岱年、王东： 《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

《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第９—１４页。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２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０页。

罗荣渠： 《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

《从 “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

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族文化总是在其文化传统中，而且不管如何改变

它仍然是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①

其次是区别传统文化的特定的具体内涵与精

神价值。传统文化的否定者往往片面突出了传统

文化在内涵上的自然经济属性，忽视了传统文化

的精神价值与意义。诚然，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与价值主旨源于自然经济基础，以当代视野去评

判必有其局限性的存在，但承认这种局限性并不

意味着就必须对传统文化中特定精神价值的连带

否定。在精神价值与具体内涵的关系上，由于前

者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使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脱

离具体内涵，成为相对独立的中性存在。事实

上，西方社会对传统的继承，主要是在精神价值

层面而非具体的内涵层面，对古希腊、罗马文

化，如以当代的视野去审视其具体内涵，其局限

性同样不言而喻。传统文化中某些特定的价值追

求与精神气质，特别是在人生境界和个体道德修

养等层面上的一些精神要素，诸如人之所以为人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人格独立和灵魂优美的追

求、对文明和秩序的深情眷恋以及圆润忧乐的人

生态度等等，它们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意

识泛化存在的今天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这

些精华，需要的不是片面的否定，而是传承，并

使之与时代精神契合。“质言之，我们今天所讲

的文化批判，是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是在现

代文化发展的基点上，对民族文化遗产作客观清

理和现代转化的前瞻式的创造工作，而非简单的

政治否定。”② 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内

涵的历史局限，也必须承认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

价值具有时空的延续性。

第三，实现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因素与当代文

化价值的契合。将传统文化的特定精神价值与具

体内涵相区别，目的不在于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价

值沦为游离于承载内涵的 “孤魂野鬼”，而在于

使之嫁接于当代文化价值之中，契合于当代文化

价值之中，从而得以传承延续、发扬光大。作为

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本根，传统文化虽依然能够

在当代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不可能成为当代

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任何文化的主体内涵必定

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在生产与交换关系中衍生出的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而不是其他。

因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因素，如果不能实现与

当代文化价值的成功嫁接，不但不能摆脱规制它

的价值本旨，它在当代社会的影响也将受到极大

的束缚。而这个任务的完成，无法依靠传统文化

自身，因为 “积极性”与 “消极性”的同质性

兼容使前者始终无法摆脱后者对它的掣肘，无法

突破自然经济的价值框架和思维模式，无法以自

身的力量实现化蛹为蝶的升华。因此，为避免使

“消极性”成为拖住 “积极性”的 “陷沙鬼”，

更为了促使 “积极性”因素与当代社会的有效衔

接和发扬光大，这种契合必须借助于强大而先进

的文化血液之注入，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以价

值的浸润，实现传统文化积极性因素尤其是精神

价值层面的扬弃及其与当代文化价值的贯通。这

种注入，不仅需要以先进的理论对传统文化进行

客观全面的评判，更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优秀层

面与当代文化价值的结合，使前者得到坚实的当

代载体，以价值浸润的方式折射于 “制度———物

质———精神”这三个文化层面，以使社会主体在

文化实践中，尤其是在生产———生活的关系中通

过切实的文化感受来完成对传统的扬弃。这样的

文化扬弃才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真正群众性

的、自觉而科学的文化扬弃路径。

无论是 “疾之深”还是 “谓之能”，特定的

历史背景使彼时的文化批判带有难以避免的偏激

情绪。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的

富足、社会的变迁与观念的变革，使得此时的文

化批判处在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中，从而使我们

能够以从容自信的平和心态对待传统、传承传

统。因此，传统文化的扬弃正当其时、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之构建也正当其时。这是时代的任

务，也是我们应当具有的时代情怀。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２１

①

②

汤一介：《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０年，《总序》。转引自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３０年》中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４页。

李宗桂： 《当代中国文化探讨》，广州：花城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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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前提

———读 《资本论》 马天俊　１
!!!!!!!!!!!!!!!!!!!!!!!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孙乐强　６
!!!!!!!!!!!!!!!!!!!

浪漫主义的现实突破和逻辑桎梏

———马克思哲学的隐秘实质 姜永刚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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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权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吗？

———对 《法哲学原理》“抽象法”章的再考察 陈　浩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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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 陈金龙　２８
!!!!!!!!!!!!!!!!

毛泽东在西方 ［美］查尔斯·海福特／著　邵小文、王彪／编译　林育川／校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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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 王承教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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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根据律与康德哲学的开端 谢裕伟　５２
!!!!!!!!!!!!!!!!!!!!



萨特的本体论证明和对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的解决 贾江鸿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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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周　慧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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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性证成的论证

———论证的批判性之维探析 谢　耘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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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效用理论的两个悖论及其消解 熊　卫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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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之探讨

———２０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述评 李承贵　王金凤　８７
!!!!!!!!!!!!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之辨析 丁成际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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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反 “礼”实质探讨 陈　冬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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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与 “梁任公称费希特语”问题 杨海文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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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当代环境 陆建华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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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身心安顿之道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思考 唐眉江　１１８
!!!!!!!!!!!

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 孙燕青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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