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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旨趣及其文化逻辑

李　萍　张　琼

【摘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亦是促进传统社会转型，向更高级文明形态演进

的手段、目标与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文化传统，在艰难的实

践探索中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纵观近百年思想史，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实践开启及其在新的

历史方位下的发展，可以透视其背后的伦理旨趣及文化逻辑。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传统

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伦理旨趣。中国式

现代化的伦理旨趣及文化逻辑具有三个基点：“新的历史方位”奠定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中

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主旨在于立足国家现代化的 “特殊性”基础，并追求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普遍性价

值，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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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问题作

出了十分丰富的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把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

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何谓 “中国式现代化”？其背后的伦理旨趣是什么？如何理解其

发展的文化逻辑？本文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其进行阐述。

一、中国现代化的启蒙：三大思想论战发出的文化先声

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观析，１９世纪中叶爆发的 “鸦片战争”在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使中国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拯救

中华民族于危亡之境迫在眉睫。２０世纪初，先是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竖起
了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随之而起的三大思想论战——— “东西文化论战”“社会主义问题

论战”“人生观论战”此起彼伏，发出了中国现代化启蒙的文化先声。

“东西文化论战”始于五四运动前夕，持续十年有加的这场论战围绕着 “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

出路”主题展开辩论。这场论战的第一阶段从 “如何认识东西文化”入题，聚焦于比较东西文化优

劣并进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之争。随之转向第二阶段，争论的焦点转为 “东西文化能否调和”

即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建立新的文化的问题。论战随着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被推向一个新高潮，并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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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

也为现代科

学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是紧随着五四运动和 “东西文化论战”而起的，拉开这场论战帷幕的正是

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者之一张东荪。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他在 《时事新报》上发表时评 《由

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直言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

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①

张东荪特别强调的是，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除了少数住在通商口岸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都尚未过

上 “人的生活”。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主要是深受欧美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的压迫所致，正可

谓 “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②。所以 “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发展物质

文明，实业救民。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派，对于张东荪等改良派所指出的大多数

中国人尚未过着 “人的生活”之现实感同深受，并认同迫切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但在怎样才能从根

本上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的问题上，马克思派与改良派分道扬镳了。马克思派主张，必须要用革

命手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又

要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压迫。

这场论战从单纯的中西文化、文明优劣异同的争论开始，直接转向了为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中国社

会寻找出路的争论，并在客观上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

使中国在黑暗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

紧随其后，１９２３年，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为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学生所作的演讲为靶子，以丁
文江、胡适为代表的 “科学派”与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 “玄学派”展开了 “科学与人生观”

的论战，历史上亦称之为 “科玄论战”“人生观论战”。③ 这场论战的焦点从形式上看是 “物质文明”

与 “精神文明”何者为要之争，实际上双方都暗含了同一个前提：西洋文化重物质及制度，中国文

化重精神与道德，即中国代表 “传统”，代表 “精神文明”，西方代表 “现代”，代表昌盛的 “物质

文明”。因此，论战的实质焦点转向了东西文明差异性的争论。

面对２０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严峻现实，“玄学派”从理想主义的立场为中国
文化辩护显然处于弱势，科学派以现实主义立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科学的辩护则明显处于优

势。科学派的立场与 “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中马克思派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不谋而合的共识。人生

观论战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更是后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科学与

民主”基本理念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深刻反思。

综上所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三大思想论战，不仅在时间上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

集，在论战主题上更是高度聚焦：即什么原因致使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沦为 “东亚病夫”？中华

民族如何才能摆脱这苦难困境，其出路何在？而贯穿论战的红线，或者说中国现代化启蒙的伦理旨

趣，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此意义

上可以说，三大思想论战发出了中国必须走向现代文明的文化先声。

三大思想论战亦揭示了文化、文明形态与现代化的实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文化既是文明形态

的有机部分，又是文明观念形态的凝结和人的内在尺度。梁漱溟先生曾把文化直接定义为 “人类生

活的样法”④，表明特定的文化对特定人群生存方式的深刻影响。同时特定的文化传统使代与代之间、

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

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如果说 “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主要表达一个社会

２

①

②

③

④

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４３页。
同上，第１４７页。
１９２５年，上海亚东书局出版了 《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该书后被收入 《中国现代文化史料丛刊》，并更改书名为 《科学玄学论

战集》（台湾帕米尔书店，１９８０），其中收集了当时１９位思想家的２９篇文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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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形态，代表着社会发展的硬实力的话，那么 “文化”就是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的意识、

心理、价值与行为等达至的文明水平，代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二者互为表里，在某种意义上也互为

前提和条件，构成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

“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亦是促进传统社会转型，向更高级文明形态

演进的手段、目标与过程，因此其内含文化与文明变化的基本价值趋向，是文化样态与文明形态矛盾

运动的表现形式。正如英格尔斯 （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对现代化实质的揭示所言，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
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广泛的现代心理，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就注定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

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之列。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基本矛盾和规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

提及 “社会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并从不同维度对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进展开论

述。社会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具有重要关联，或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表达。经典

作家曾从三个维度论述 “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从 “交往方式”的维度分析历史的发展，首次提出 “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重要概念，提

出了 “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② 的观点，从根本上区别于青

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主义论断。二是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
稿）》中，从人的发展状况之维，阐析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据。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被完全

置于共同体之中，个人的生产能力在共同体之中缓慢发展，即是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随着生产

能力不断进步，社会形成了普遍且全面的交换、需求和能力体系，便是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阶段。最终，社会达到以 “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

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③ 即共产主义社会。三是马克思在 《〈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从生产方式的维度来阐述社会形态的演变。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

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的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④ 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基本内容和演进动力。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无论从哪个维度阐析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其立场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即

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

识等内容。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形态更迭的最主要的动力，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释放出它的

全部力量，新的生产关系则在这种社会形态当中慢慢成熟，那么旧的社会形态就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

代替。

经典作家的深刻洞见揭示了文明形态发展演进的基石、路径与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个民族

国家的精神标识，落实到人类主体，就是特定族群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其精神面貌等的总体样

态。所谓现代化，就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是现代文明形态的建设过程。可见，五

四时期的 “三大思想论战”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追问，更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现

代文明的文化觉醒和现代启蒙。

二、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开启：艰难的实践求索

２０世纪初中华民族的 “伦理觉悟”，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在中国共产党

３

①

②

③

④

参见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２０－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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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 “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

了新中国。而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深重危机，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国家，

如何回答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上述三个基本伦理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现成的

答案。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理想的、高级的文明社会形态，而这种 “理

想”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步性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本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是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充

满特殊矛盾与挑战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在苦苦求索的

实践中，我们曾受到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的影响，走过不少弯路，照搬苏联模式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革”十年动乱更是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此时，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文明的实践，再次面临

严峻的危机和考验。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１９７８年发生了两件将永远铭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史册的伟大事件：
其一是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１１日先后在中央党校 《理论动态》和 《光明日报》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随后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篇只有三千多字的短文之所以引起

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大讨论，就在于其有力地从思想上破解了教条主义的魔咒，为

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广泛的认识基础。

文章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

“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之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

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

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

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只有 “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

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

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①

其二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
以来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的历史性决策，通过拨乱反正，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正确的轨道，实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这也标志着现代中华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回眸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用改革开放的方式打开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大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基于中国社会发展

的特殊矛盾，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实现国家的富强，这也构成

改革肇始时一条重要的动力因。然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

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

和思维方式，因此，这确实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伟大实践之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基于中国人口多、

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情，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 “初级阶段”。这种具体历史

条件决定了中国要想摆脱贫穷落后，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必须实行 “三步走”的发展战

略：第一步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在２０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世
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中华文明发展的

战略要求，正在向着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前进。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跃居、稳居世界第二，消灭了绝对

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和提高，真正彰显了社会

４

① 参见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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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我们党建设新中国的初心及伦理旨趣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巨

大进步，得到举世公认，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

反思中国现代化，这场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经验就在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即 “实事求是”，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定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

并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反思中国现代化，理性这面镜子也清晰地提醒着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认识与处

理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这三大基础性问题时，始终贯穿着自

己特殊的矛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反思并没有止步，也不能止步。

第一，关于传统与现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面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时所

必须作出回答和选择的基本问题。无论我们的主观意图如何，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都无法摆脱其植

根的文化土壤和深厚的传统之基。任何传统，无论其类型如何，都 “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

对象”，具有相当的 “预制力”功能，而中华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及其曾经的辉煌和

独立，使其对现代文明产生更大的惯性 “障碍”与更强的文化拉力。与此同时，中国近现代以来，

“传统”所遭遇的批判却又是空前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

如何使传统与现代这种两极性的拉力变成一种连接文明发展的张力，仍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二，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极其低谷的时期

开启的，解放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天平上，本能地

追求物质文明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急迫性。但实际上，经历极左思潮冲击后的 “精神文明”也并不健

全，拨乱反正的文化要求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冲突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出了双重使命。如

何在中国现代化的文明取向上，坚持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优先性定位与开掘精神文明的创造力、

引领力的有机统一，仍然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把握和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是在相当封闭之后实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拉开帷幕的，因此

“物极必反”的心态，使西方崇拜曾成为一种现代 “时髦”，而且这种时髦又无可选择地变成了某种

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即中国人尚未来得及对 “何为现代化”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就进入了所谓

“现代性的轨道”。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客观上存在着与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

差距；另一方面如何克服盲目崇洋，简单对标，而忽略中国文化 “本来的轨迹”① 的问题依然错综复

杂。如何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

的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仍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史方向与文化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历史的车轮从改革开放新时期驶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深刻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意义及其

文化逻辑，我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基点：

第一，“新的历史方位”奠定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

用 “三个意味”对新的历史方位作了深刻概括：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

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

５

① 参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评论》１９５８年１月第９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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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和中国智慧。①

可见，所谓新的历史方位，即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生

长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判断和重大的政治判断。这个判断为 “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本

的价值基础和取向。这就是要在具有历史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自觉、主动地推

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要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大格局中认识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

展的特点和意义；要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置于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

进程和已发生巨大变革的 “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这为全面深刻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旨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丰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主旨，在于实现遵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规律与追求人类文

明发展的普遍性价值的有机统一。顺应中国现代化所处新的历史方位之逻辑，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

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所谓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要片面固化中国现代化发展的 “特殊性”，拒

绝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而是强调中国现代化是基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前提、文化传统及现实国

情展开的现代化，因而中国现代化的性质、道路、目的与战略手段有自己的特色内涵，它既不是简单

套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板，也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翻版。中国现代化是根据马克思、恩

格斯揭示的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规律，批判吸收人类多元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过

程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依靠广大人民的能动性、创造性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完善的。因而 “中国式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同时，“中国式现代化”

又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选择，它既是中国独有的，又是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普遍联

系的。中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将中华文明的发展自觉置于世界文

明的普遍联系中加以把握的深刻考量。

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

大法宝”。③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征程上发出的深刻

“伦理觉悟”，它将从根本上奠定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中国化、时代化，正是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统一的实践形式。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这个逻辑包含了三个重要特征。其一，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内省力和批判力，这来源于中华文明

具有重 “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文化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士人之心，即是对天人合德的体悟。这种 “天人交贯”的生命意识，既指由上天彻下于

人之内，亦指人由下至上通于天，是一体两面的双向交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不同于西方

宗教在人之外寻找超越性价值的传统，中华文化的超越性来自人的心性仁义与天道相通。即人的德性

源于心性，性即为天理，心通于天，因而它是流动的，是有反思力的，正是这种反求诸己的文化禀赋

使得中华文明能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印证这一思想的轨迹：２０世纪之初，面对中
华民族陷入深重危亡之现实，“三大思想论战”直指文化传统的封建性展开深刻的批判；５０年代末
叶，面对西方学术界断言 “中华文明已经死了”，已成为 “博物馆里的文明”的论断，新儒家向世界

发出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重要性”之辩护；８０年代初，面对十年动乱造成人性扭曲之精神残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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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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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发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反思与追问；新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与逆全球化的矛盾，

中华民族倡导通过文明对话，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多

年绵延不断的内驱力，正是来自于对文化传统始终保持历史的敬畏和积极扬弃的发展定力。

其二，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潜在力

量。汤一介先生曾深刻指出，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文化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

化和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前者确实存在某种专政和暴力的性质，即使是这样，它也并非有着强

烈的扩张性。而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主张 “和为贵”。① 儒家文化中的 “和”并不是排除差

异性的同质性之 “合”，相反，儒家文化视 “同”为 “和”的对立面，视 “异”为 “和”的先行条

件，因此，“和”是包含差异的。

贵 “和”的包容性禀赋使得中华文明不仅保持对己文化的多元性宽容，这包括了多元民族、多

元宗教及其多元的生活方式等，在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建立起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对外来文

化的先进性抱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和张力。无论是百余年前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与中华文化传统不同来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武器，还是将 “改革开

放”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禀性的政治口号及社会转型的重大标志，都充分彰显了中国文化的

包容性和张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

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

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② 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使得中华文化具有绵延不断的、持久的生

命力。儒家思想中普遍和谐的观念无疑将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中国 “和而不同”

的伦理原则对于应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形势，无疑可以提供具有正面价值的资源。

其三，中华文化强调人生实践之智慧，“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彰显开放性

的价值。在儒学的思想中，“仁”所指涉的自我结构是一个包含他者存在的开放性结构，自我结构内

部的 “自我”并不是孤立的绝缘体，其与他者之间具有同一性，并可通达。在孟子看来，个人的主

体性是 “为己之学”的起点，但 “己”并非是孤立之个体，而是家国天下关系中的结点或中心点。

人不仅具有多面向，而且可以同时展开，只要人们能反求诸己，求其所放之心，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

本心，就可达人之境界。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由主体本心外推的逻辑。“推己及

人”“成人成己”的思考方式与向度，使得人类可结成一个自我与天、与人、与物一体的关系，结成

一个 “和而不同”的社会。

杜维明在对 “现代性”及全球伦理的困境与启蒙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指出，近现代以来，西

方文明的冲击造成了极大的偏差，现代人受到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影响，忽视了人的终极精神性问

题。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的极端性也致其走上一条不归

路。反思现代性，我们必须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这条路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社会所

使然之路。③ 与西方文明传统相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

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基础；社会和

谐比个体发展更优先。显然，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种价值体系。面对人类的共同伦理困境，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观之，中华文明思考方式之特质，试图为求解普遍困境提供一把特殊钥匙，其

实这是一种向度，一个开放的向度。因此，这条路既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即这条路源自中国

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同时又是开放的，它是世界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中又蕴含着世界的普

遍性。中华文化的这种实践理性价值对于世界秩序的重建、人类文明的发展无疑有其特别的意义。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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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汤一介：《评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哲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３日。
参见杜维明：《以精神人文主义应对全球伦理困境》，《文汇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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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套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批判性拯救，但其革命性价值不仅体现在超越了作为

一种特殊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更体现在克服了人类既有的一切文明类型的共同缺陷，人类既有的一

切文明类型的共同缺陷在于文明的不均衡发展。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

至为关键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范式，找到了文明的出路：超越文明的不均衡发展，走向文明的协调性

发展。这是康德意义上的文明 “哥白尼式革命”。此外，从形式上看，在出场语境的意义上，人类文明新

形态在文明协调性发展的语境下出场。

【关键词】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不均衡；文明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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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双套，浙江安吉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整理及研究”（２１＆ＺＤ０４７）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批判指向，因为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可谈论 “新”。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 “新”体现在何处？既有研究走向两极。一极是从极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其 “新”，将人类文明

新形态等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等等都归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

涵，这种理解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无限延伸，无法凸显出 “新”的独特性价值和革命性意义；

一极是从极为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其 “新”，只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角度理解，认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既利用资本又驾驭资本的文明，这种理解无法面对 “新经济政策”所提供

的文明样态，“新经济政策”同样着眼于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那么，如何超越这两种理解方

式呢？从文明转型的角度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终结 （Ａｕｓｇａｎｇ）了 “文明

不均衡”，为文明不均衡找到了出路 （Ａｕｓｇａｎｇ）①，走向了文明的协调性发展。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连接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阐释，需要一个理论上的纵深。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明样态，人类文明新形

态不能不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对话”中创立起来的，

这种 “对话”就表现为批判式拯救，通过这种批判式拯救，达至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

态的连接。

首先，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演进

具有一般规律，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具有不同观点，但是都不否认人类文明形态演

进具有规律性。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不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只是文明的历史。在

８

① 在德语中，“Ａｕｓｇａｎｇ”兼有 “终结”和 “出路”的内涵。（参见俞吾金：《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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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中，他提出了 “文明忧患论”，认为文明的发展和生物的进化一样。他以生物学视角

看待文明的发展及其规律，认为西方文明自１９世纪以来进入到没落时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创立
了 “文明形态历史观”，在汤因比看来，历史研究不应该以国别为单位，而应该以比国家更大的文明

作为单位，“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①。他认为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美国学者亨廷顿持类似观点，他对人类冲突进行文明决定的解释，认为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

和国家之间的冲突”②。如果从哲学角度思考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文明观，可以发现，他们

文明观的哲学基础都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黑格尔并不否认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也就是说要从

“存在”出发理解文明，但黑格尔所说的 “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现实生活过程”，而是理

性，“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③。在黑格尔看来，人类文明史就

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学。

马克思认为文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但是不能离开 “现实生活过程”抽象地、孤立地理解文明

的演化。他认为在任何时候，文明都只是 “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④，问题不在于 “政治的利益”，更

不在于 “纯粹的思想”，而在于 “现实的利益”。理解文明不能靠 “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文明作

为观念形态的 “现实生活过程”，必须 “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最早将文明与

时代联系起来，他提出哲学是 “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⑤。马克思同样认为应该从时代出发把握

文明，他根据人类 “物质实践”的差别，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

不同的文明样态。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表现为 “人的依赖”，与 “人的依赖”相伴随的文明样

态就是依附性文明，人的生产能力非常狭隘，“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⑥，这种

社会形态下出现的文明同样只能在 “狭小的范围”和 “孤立的地点”发展。作为上层建筑，文明的

职责是为在 “狭小的范围”和 “孤立的地点”发展的 “人的生产能力”辩护。资本主义时代，表现

为 “物的依赖”，与 “物的依赖”相伴随的文明样态是资本增值文明。现代社会，资本成为社会发展

主导性逻辑，成为社会生活 “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增值逻辑不仅是经济生活的逻辑，也泛化

到社会生活诸方面，如政治、文化、生态等。资本增值成为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法国学者米歇尔·

博德就指出， “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

辑”⑦，这种社会形态下的文明服务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社会形态是 “自由个性”形态，

与这种社会形态相伴随的就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文明样态。在社会形态更替的意义上理解人类文

明形态的更替，新的文明超越旧的文明是文明更替的一般规律，作为对资本增值文明的超越，人类文

明新形态这一新的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其次，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背景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重提资本文明作用的前提下诞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这种超越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资本文明作用

的前提下产生的。马克思深刻论述了资本的文明性，他认为应当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去认识资本的

文明作用，与资本所创造的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只是表现为 “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对自

然的崇拜”⑧。同时，和之前的阶段相比，资本主导的社会更有利于 “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关系的

发展”“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⑨。在创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再次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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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９１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序言第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５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页。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１５００－１９８０）》，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第９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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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文明性，也逐步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来说，这一新形

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密相连，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同步出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反思而提出，同样，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

文明形态的反思而创立。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其

弊端也凸显出来，邓小平就指出列宁因为搞了新经济政策，“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

化了”①。之所以 “僵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文明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没

有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依据时代

主题的变化而有所突破，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将在传统社会主义视域下的 “资本主义

因素”解放出来，承认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也把资本的文明性纳入到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创立中。

再次，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存在 “时空”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

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指出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而马克思主义指明的

时代也就是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③。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会

出现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④ 过程。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从城乡关系来说，就是 “农

村”从属于 “城市”的过程；从文明演进来说，就是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 “文明的国

家”的过程；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来说，就是 “东方”从属于 “西方”的过程⑤。但是这个过程并

不是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发挥资本主义所能容纳 “全部生产力”的过程，在资本主义 “所能容纳的

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⑥，这个过程将持续存在。而人类历史的创造过程又不是 “随心所欲”，更

不可能在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创造只能在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

的条件”⑦ 下进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断裂，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

证性超越，要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作为基础。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这
种超越是在 “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⑧ 实现的。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资本

主义历史发展成就之上的。基于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及其所带来的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

历史时代”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存在 “时空”。既然和 “资本主义”共存，同处一个 “时空”，则

存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问题。

二、既有的一切文明所表现出的 “文明不均衡”现象及其原因

如果仅仅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为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这一种文明形态的超越，则矮化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革命性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文明形态，也克服了既有的

一切文明类型的共同缺陷。既有的一切文明都表现出文明的不均衡现象，所谓文明不均衡是指在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本属于一体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几者之间出现

不协调，其中一种或几种文明较为发达，而其他文明较为落后的情况。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不均衡主要体现为精神文明的较为发达和其他文明的落后状态。这一时

期的哲学、艺术、建筑、宗教、法律、体育等等都深刻影响了后世，产生了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柏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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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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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６页。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４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６页。
同上，第５９２页。
同上，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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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等等。古希腊的哲学为现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自然科学是用原

理、逻辑和数学公式来表达自然规律的体系，如果没有古希腊哲学所奠定的范畴、逻辑推理，现代自

然科学就无法建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将现代自然科学视为数学化的自然。罗马法为现代西方

国家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兴盛既昭示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也彰显出

希腊文明的巨大繁荣。古希腊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文明成果，但是古希腊时期的其他文明则较为

落后。比如政治文明，一般认为古希腊出现了民主制，因此，其政治文明值得推崇，事实上，古希腊

的民主制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不可同日而语。古希腊的民主制仅仅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公民是指

２０岁以上有雅典血统的男子，妇女、外来人、奴隶都没有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力。古希腊文明是西方
文明的起源，在起源之初就表现出了文明的不均衡现象。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文明不均衡现象则更加凸显。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快速发展和其他文明滞后

发展的二元分离。马克思从道德和历史两个角度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不均衡现象。一方

面，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创

造的物质文明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① 还要多。另一方面，物质文明以外的文明几近崩溃。

工人阶级的存在与本质发生严重分离，工人 “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

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②，工人只有在劳动的时候才被当作人。衡量人的价

值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能生产商品，能否带来资本增值。到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包括文化、环境也

都沦落为商品，出现了文化工业，文化从高雅现象沦落为资本增值的工具。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

危机的出现，根源也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增值逻辑超越了环境保护逻辑。可见，资本主义时代

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存在严重不均衡。

何以出现文明不均衡？文明不均衡反映出社会发展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同步。在 《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不同步从 “分工”角度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是 “分工”

导致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均衡，也导致了文明不均衡。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享

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分别 “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的现象成为现实。即人的实践活动出现了领

域分离，导致不同领域的文明由不同群体、阶级来创造，所以，出现了文明的不均衡。但这只是出现

了文明不均衡的可能，具体到文明不均衡的原因来说，则在于其哲学基础的思辨性和抽象性。 “分

工”会导致 “思想独立化”倾向，统治阶级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

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也就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思辨性与抽象性，使之成为一种思

辨哲学。

思辨哲学构成了人类既有的一切文明类型的哲学基础。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都是思辨哲学，思辨

哲学对世界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理解，包括文明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被纳入到这个超感性世界中去，“整

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④。在古希腊时期，“逻辑范畴”

对现实世界的淹没就表现为理念的统治。比如，古希腊的政治文明把城邦治理寄托在 “正义”的基

础上，认为城邦的治理者要把追求 “正义”作为最高目标，只有正义才能使城邦至善，才能维持城

邦的秩序与和谐。那么，治理城邦的 “正义”是什么样态的呢？在柏拉图看来， “正义”必须符合

“善”的理念。一切实践活动、文明创造活动的目的都指向善，善成为人类一切文明创造的最高目标

和主宰。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逻辑范畴”对现实世界的淹没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形而上学合谋，资本

逻辑成为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劳动、技术、文化、文明等一切现实的存在物都被商品化、资本化、

抽象化、价值化，人类走向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资本成为统治人全部生活的最高存在、终极存

在，资本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一切关系。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为社会生活的

１１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２５页。
同上，第５５２页。
同上，第６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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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和 “本体”，一切存在物都要通过资本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上的文明观必然追寻一种终极的文明，试图用这个终极的文明主导、宰制多

元的现实生活。“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

象精神的产品”①。理想的文明创造原则应该是：不同文明背后有不同的逻辑，政治文明的逻辑、物

质文明的逻辑、精神文明的逻辑、社会文明的逻辑和生态文明的逻辑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应该 “各

美其美”，在 “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形成 “合力”，成为一个整体。也只有不同文明都按照自身逻辑

运行，不同种类的文明才可能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整体。如果用同一种逻辑主导所有文明，让所有的

文明服从于某一种逻辑，不认可每一领域都有自身的运行逻辑，那就会导致各种文明偏离自身逻辑。

比如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不仅主宰物质文明，也主宰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

明等等，所有文明都背离自身逻辑，服从资本逻辑，无法按照自身逻辑运行，这必然导致文明不均

衡。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思辨哲学的缺陷在于追求终

极存在，也就是颠倒了 “意识”与 “存在”的关系，把派生性的 “意识”理解为第一性。因此，要

批判思辨哲学，就需要对颠倒的关系再颠倒。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实践活动”是人 “本源性”的存

在和活动方式。因此，需要确立 “感性实践活动”的本体论地位，以此作为人类文明形成和进步的

动力。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不仅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哲学基础的资本形而上学，而且是既有

一切文明类型的哲学基础，即形而上学本身，也就是摧毁思辨哲学。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专辟一节：“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批判了 “黑格尔辩

证法”，也强调要把 “整个哲学”作为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将 “感性实践活动”确立为文明的基础，

承认不同文明背后由不同逻辑主导，就不会陷入到文明的思辨理解中。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

了思辨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切文明类型。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 “文明不均衡”的三重线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既有一切文明类型的哲学基础。这种终结即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观点中，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实践中。针对文明分离，在理论线索上，马克思主义

哲学强调文明协调性发展；在历史线索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强调文明协调发展的历

史；在现实线索上，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都强调文明的协调性发展。这就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超越 “文明不均衡”的三重线索。

从理论线索来说，强调文明协调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创造

与生产分不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面生产的理论。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将 “全面生产”与 “动物的生产”对立，认为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

生产是全面的”③。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 “全面生产”概念，认为 “同整个世界的

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的能

力”④。马克思认为全面生产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 “物质生产”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的生产，即人的繁殖；精神生产，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社会关系

的生产。建立在全面生产基础上的文明就是全面文明。同时，马克思的全面文明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其

他重要概念中。如，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 “经济的社会形态”

（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概念，作为对 “社会”整体性发展的思考。在通常的理解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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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４页。
同上，第９７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同上，第５４１－５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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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是将 “经济社会形态”与 “物质社会形态”等同，对 “经济社会形态”作狭义理解，将其与

“政治社会形态”“文化社会形态”和 “技术社会形态”相类比。事实上，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经济

生活、物质文明，而是指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作为整体的社会①。文明与社会相关联，与 “经济的社

会形态”关联的就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全面文明。再如，在关于未来社会的 “人”的设想中，马

克思使用的德文概念是 “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就是具有人格尊严的、自由的人，如果
用文明概念来审视，也是兼具各种文明的人，可谓之 “全面文明人”。

从历史线索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明实践探索史就是一部强调文明协调性发展的历史。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将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他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

“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在 《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分析了带有全

局性的十大关系，提出了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明的

协调发展作为目标来追求。１９８２年，十二大报告将建设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这就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起来思考；１９８３年，邓
小平提出 “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③，也就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１９８７年，十三大报告把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纳入到党的基本路线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就统筹考虑了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１９９２年，十四大报告提出 “两手抓”战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

抓精神文明”，同时提出吸收和借鉴 “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的问题，即如何处理 “中华文明”与 “外来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 “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

这些都是文明协调性的内涵；１９９７年，十五大报告指出，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有新发展，还提出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际

上已经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只是还未出现明晰的术

语；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 “政治文明”概念，并强调了各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指出

要促进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２００７年，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 “生态文

明”概念，强调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并提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协调发展，使传统文化 “与

现代文明相协调”，并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贡献提出要求，即要成为 “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

家”，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已经有了萌芽；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五大文明作为一个整
体，提出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即要 “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④。

从现实线索来说，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明协调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明确和清晰，“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被明确提

出，十九大报告提出将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奋斗目标。习近平非常重视协调发展，将

“协调”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既有的一些关于习近平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研究，往往把协调局限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理解。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确实是习近平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关键内容，但是如

果仅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也就是经济发展角度认识协调发展，则窄化了协调的内涵。实际上，习近

平是从文明协调的高度论述协调发展的。就具体论述来说，习近平提出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⑤

重要思想，对这一论断，我们不仅要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关系角度认识，更要从文明协调高度加以

阐释。这一论断的文明内涵远不止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从诸文明协

调发展的角度解读这个论断，可以发现，一方面，“两山论”既承认自然的优先地位，“没有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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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才：《马克思的 “个体”和 “共同体”概念》，《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８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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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①，有了 “绿水青山”才可能创造 “金山银山”；也承

认人的劳动价值，“绿水青山”无法自动转化为 “金山银山”，“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而人只能在社会中将 “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人们

面前始终存在 “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另一方面，“金山银山”反哺 “绿水青山”，“‘人和自

然的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③，这是把 “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的关系放到社会关系中去思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习近平的文明协调发

展思想，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程度。可见，这个论断的文明内

涵涉及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等几

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通过对这个论断的文明协调性内涵的解读，我们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所设想

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

义，等于自然主义”④。再如，在制定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并指出共同富裕既

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足，这就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进行了协调思考。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文明协调性发展”语境下的出场

考察一个概念，除了对概念作理论阐释以外，还需要关注概念的出场语境，看看提出者在何种语

境下提出这一概念。恩格斯就强调要 “根据原著”，而不是 “第二手的材料”⑤ 研究理论。那么，在

“原著”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如何出场的呢？从出场语境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协调发展”的

意义下出场。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首次出

场，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⑥ 《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⑦。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语境，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的基础上提出。不可否认，人类文明新形态确实提高了各领域文明的高度。在政治文明上，中

国共产党用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式民主；在物质文明上，用生产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用几十年

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用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在精神文

明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了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社会文明

上，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用人民至上超越了资本至上；在生态文明上，重视环境保护，用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从而推进了生态文明等。这些推进都是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特征。

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某一种文明的深化和发展。提高各领域文明的高度仅

具有 “局部性”意义，还不足以成为 “总问题”。“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

总问题贯穿着”⑧，如果仅仅推动了某一领域的文明，则不足以称之为文明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 “总问题”体现在实现文明 “总问题”的转向，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范式转型，即从文明不

均衡发展走向了文明的协调性发展。从内容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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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２９页。
同上，第１８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３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３－１４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５页。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６１页。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 “文明不均衡发展”的批判与超越

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协调发展的状态。这五种文明在实践的基础上生成、

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它们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在文明的生成中，人

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创造了物质文明；而实践活动总要面对

被改造的自然，在面对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生态文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存在和意识相统一

的活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结构，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精

神文明；人又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就无

法进行生产，人在构建共同活动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政治文明；人会以特定的方式处理自己的实践

活动结果，在分配实践活动结果的过程中，创造了社会文明。所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密相连，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出

的文明之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协调发展的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自然也是协调发展的文明样态。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① 的现代化。在这里，习近平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规模、目的、内容、途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强调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和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质折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的特点”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点决定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以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以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为内

容的文明形态。

在 《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费尔巴哈在终结德

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也指明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借用于此，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既有的一切文

明类型，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从文明不均衡发展走向了文明协调性发展。也就是

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更为关键的是提供了理解文明的新范式，这是

文明发展中的 “哥白尼式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探索对人类文明样态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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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陈金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四重意蕴》，《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施蒂纳的评论家们


［德］麦克斯·施蒂纳／著　李彬彬／译

【摘要】塞利加、费尔巴哈和赫斯误解了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反对任何凌驾于 “我”之上的普

遍本质，他的 “唯一者”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本意是要建立一种真正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的哲学。

施蒂纳的 “唯一者”哲学是费尔巴哈及其后继者的 “类哲学”的对立面。

【关键词】唯一者；利己主义；塞利加；费尔巴哈；赫斯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１６－２０

作者简介：麦克斯·施蒂纳 （１８０６－１８５６年），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 （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ｓｐａ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

译者简介：李彬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研究”

（２２ＢＫＳ００６）

目前已经出现了如下三篇大作反对麦克斯·施蒂纳的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１．塞利加在 《北德意志报》三月号上的批判；

２．《因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 〈基督教的本质〉》② ———发表于 《维干德季刊》的前一期；

３．莫泽斯·赫斯的小册子 《最后的哲学家》③。

塞利加是个批判家，赫斯是个社会主义者，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费尔巴哈。

尽管也许这种简短的反驳对上面提到的那些批评家们来说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至少对本书的其他

一些读者来说不是没有帮助的。

施蒂纳的书中有一些最引人注意的词，例如 “唯一者”和 “利己主义者”。这三个论敌对这些词

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利用他们的共同点，首先讨论他们提出的论点，是最有用的。

在首先严肃地允许唯一者 “变成”一个 “人”并和 “人”达到同一之后 （第４页：“唯一者并
非总是唯一的，亦非总是一个人，而是曾经是个婴孩然后是个小伙子”），塞利加把他变成了一个

“世界历史的个体”，并且在界定了幽灵之后 （幽灵表明，“缺少思想的精神是一个躯体，纯粹的单纯

的躯体是无思想”），他最终发现唯一者 “相应地是幽灵的幽灵”。虽然他补充道 “批判家在世界历史

中不是仅仅看到固定观念互相更替，而是也看到创造性的思想在不停发展，但对于批判家来说，唯一

者不是幽灵，而是创造性的自我意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它的时代即我们的时代里必然会出现，而且

必然会完成它特定的任务”，但是这个 “行为”仅仅还只是一个 “思想”，一个 “原则”和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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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本文发表于 《维干德季刊》１８４５年第３期，原文是德语，标题为 “ＲｅｚｅｎｓｅｎｔｅｎＳｔｉｒｎｅｒｓ”。本文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卷
“圣麦克斯”章第２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３卷第５２２－５３０页）的批判对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意
义。

中译文参见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４２０－４３５页。除标明 “施蒂

纳注”外，其他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中译文参见 ［德］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方向红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２－２０２页。



施蒂纳的评论家们

除了立即把唯一者视为 “从一个阶级或类中挑选出”的一个 “唯一的个体”，并把他 “与所有其

他个体相对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费尔巴哈没有给 “唯一者”附加任何更精确的内容。“宗教

的本质”就在于这样挑选出唯一者并把他跟所有其他个体相对立，“这个人，这个唯一者，这个不可

比较的东西，这个耶稣基督，唯有他，才是上帝。这株橡树，这块地方，这片树林，这头公牛，这个

日子，才是神圣的，其他的就不是神圣的了。”他最后说道：“你应当把天上的唯一者从脑子里驱逐

出去，可是，与此同时，也要把地上的 ‘唯一者’一起驱逐出去！”

赫斯其实只是在影射唯一者。他最先把 “施蒂纳”和 “唯一者”等同起来。关于后者，他说：

“他是没有头脑和心脏的躯干，即他只有这种幻想———因为事实上他并不只是缺少精神，而且也缺少

身体；他只是他自己的幻想。”他最后说出了对施蒂纳即 “唯一者”的判断，“他只不过是吹牛皮”。

以此来看，唯一者就是作为 “一切幽灵的幽灵”、“必须从头脑中驱逐出去的那个神圣的个体”

和苍白无力的 “吹牛皮的人”而出现的。

施蒂纳命名了唯一者，又说 “名字没有命名你”；在把它命名为唯一者的时候，他说出了它，还

补充说 “唯一者只是一个名字”。因此，他所想的和他所说的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就像某个人喊你

路德维希的时候，他并没有想一个一般的路德维希，而是在想着你，但对你，他却没有词来称谓。

施蒂纳说的，是一个词、一个思想、一个概念；他想的，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思想，更不

是一个概念。他所说的，并不是他所意谓的，他所意谓的，是无法说出来的。

人们总是自夸地说，当他们谈论人的时候，他们是在说 “现实的、个体的”人；但是，只要有

人渴望通过一个普遍的东西、通过一个宾词来表达这个人，那么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为了描述这个

人，难道一个人不是必须要把术语、名称 （在这里，意见亦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是最主要的东

西）而不是宾词作为避难所吗？有一些人因尚未摆脱与 “类”的联系的 “真正的、完全的个体性”

而感到宁静；另一些人则因 “精神”而感到宁静，而精神同样是一种规定性而不是完全的无规定性。

看起来只有在 “唯一者”中才达到了这种无规定性，因为它是作为被意谓的唯一者而给出的，因为

如果有人把它理解为概念，即理解为被说出的东西，那么它就表现为完全空洞的、缺少规定的名称，

并因此指出自己的内容是在概念之外或在概念的彼岸。如果有人把它作为概念固定下来———论敌正是

这样做的———那么这个人必然会试着给它下一个定义，它也因此必然获得一个和它所意谓的不同的东

西；可以把它和其他概念区别开，并且例如把它理解为 “唯一完美的个体”，如此就很容易说明它是

胡言乱语。但你能定义自己吗？你是一个概念吗？

“人”作为一个概念或宾词并没有穷尽你，因为 “人”有自身的概念内容，同时因为它说明了什

么是人，即因为它能被定义，而且在对它定义时，你能够完全不算在内。当然，你作为人在人的概念

内容中也有自己的份额，但你不是作为你而拥有这一份额的。而唯一者压根没有任何内容，他就是无

规定性本身；只有通过你，他才有了内容和规定。唯一者没有任何概念发展，从唯一者中不能像从例

如存在、思维或者我之类的 “原则”中那样建构起一个哲学体系；毋宁说，他就是所有概念发展的

终结。谁要是把他视为一个 “原则”，谁就会认为自己能够以哲学的方式思考他或者以理论的方式处

理他，并必然会对他展开无用的盲目攻击。存在、思维、我———只是不确定的概念 （ｕ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Ｂｅ
ｇｒｉｆｆｅ），这些概念通过其他的概念亦即通过概念的发展获得规定；但是唯一者是无规定的概念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ｓｌｏｓ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其他任何概念都不能使他有所规定，或者获得一个 “更接近的内容”：他

不是 “一组概念序列的原则”，他作为一个词或概念是缺少任何发展能力的词和概念。唯一者的发展

是你的和我的自行发展，是一种完全唯一的发展，因为你的发展完全不是我的发展。只有作为概念，

即只有作为 “发展”，它们才是相同的；与此相反，你的发展是如此得不同，正如我的发展也是唯一

的。

由于你是唯一者的内容，不需要再去考虑唯一者自身的内容，即不需要考虑概念的内容。

不应该用唯一者这个词来言说你是什么，正如一个人在施洗的时候给你加上路德维希这个名字，

这个人并不因此就想说你是什么。

有了唯一者，绝对思想的王国，即有自身思想内容的思想王国就完成了，正如概念和概念世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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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无内容的名字耗尽了一样：名字是空无内容的词，对于这样的词来说，只有意谓才能给出它的内

容。

但是，在唯一者中并非———像上面提到的论敌所想象的———只有 “过去的利己主义世界的谎

言”，这已经很明显了；不，在其赤裸状态中，在其无耻的 “正直”（参见，塞利加，第３４页）中，
概念和观念的赤裸状态才暴露出来，其论敌虚荣的奢华才显而易见，下面这一点才变得清晰，即看起

来内容最充实的词是最大的 “词句”。唯一者是正直的、不可否认的、明显的———词句；唯一者是我

们的词句世界的拱顶石，这个世界 “以词为开端”。

唯一者是一个言表 （Ａｕｓｓａｇｅ），公开、公正地用这个言表会发现，它没有言表任何东西。人、精
神、真正的个体、位格等都只是充满了内容的言表或宾词，是带有最崇高的思想财富的词句；与那些

神圣的、庄严的词句不同，唯一者是空洞的、朴素的、非常普通的词句。

批评家们对唯一者的期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词句。但他们认为，他也是要求成为一个

神圣的崇高的词句，并且反对他的这种要求。然而，他不应该是通常的词句，恰恰由于他不能成为论

敌的浮夸词句，他只是现实的词句，这样他就把连篇的词句变成了耻辱。

唯一者是一个词，［既然他是一个词，］人们必然可以用他思考些什么，他必然有一个思想内容。

但是，唯一者是一个无思想的词，他没有任何思想内容。———但是，如果他不是思想，那么他的内容

是什么呢？唯一者表达的是一个不会第二次存在 （ｄａｓｅｉｎ）因而也无法加以表达的人；因为如果他
能够被真正地完全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他就会第二次存在，就会体现在 “表达”中了。

因为唯一者的内容不是思想内容，因此他是无法被思考、被言说的，但是因为他无法被言说，因

此他这个完整的词句同时又———不是任何词句。

只有当关于你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而且你只被命名的时候，你才会被承认为是你。只要关于你说

出了某物，你就只会被承认为是这种某物 （人、精神、基督等）。但是，唯一者没有说出任何东西，

因为他只是一个名字，他只说出了你是你、你不是非你，你是一个唯一的你，或你是你自己。在这个

过程中，你是缺少宾词的，但是因此你同时也是没有规定的、没有使命的、没有法则的，等等。

思辨企图找到一个普遍得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宾词。然而，一个这样的宾词每一次所表达出的并

不是每一个人应该是什么，而是他是什么。因此，假如 “人”是这样的宾词，那么在这个宾词之下

得到理解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变成的东西，而是每个人所是的东西，否则所有还没有变成它的人都

将被排除在外。现在，“人”事实上也表达出每个人是什么。虽然单单这个什么是对每个人中的普遍

东西的表达，对每个人和其他人共有的东西的表达，但是它并不是对 “每一个人”的表达，它没有

表达出每个人是谁。如果有人说你是人，这是否穷尽了你呢？人们这样说出了你是谁吗？“人”这个

宾词完成宾词的任务，完全表达出主词 （主体）了吗？它没有反过来完全删掉主词中的主观性吗？

它没有说出主词是谁，而只是说出主词是什么吗？

因此，如果这个宾词把每一个人包括在内，那么每个人在宾词中都必然表现为主词，也就是说，

不仅要表现为它所是的什么，而且要表现为它所是的谁。

但是，如果你没有表现出自己，你如何能够表现出你是谁呢？你是另一个面貌相似的人，还是你

就只出现一次？你在你自身之外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存在，你在世界上不会出现两遍，你是———唯一

的。只有以你自己的身体出现，你才能出现。

“你是唯一的”———这不是一个判断吗？如果在 “你是人”这个判断中，你没有表现出你是谁，

那么在 “你是唯一的”这个判断中，你就真的表现出你自己了吗？“你是唯一的”这个判断所说的只

不过是 “你是你”，这样的判断在逻辑学家看来是不合常理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没有判定任何东

西，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这样的判断是空洞的，或者说是一个不是判断的判断。——— （在 《唯一者

及其所有物》第２３２页，这个不合常理的判断被视为 “无限”或无规定的判断；在下一页，它又被

视为 “同一”判断。）

逻辑学家所轻视的东西无疑是非逻辑的或者说只是 “形式上逻辑的”东西；但如果逻辑地看待

它，它也只是一个词句；它是作为词句而告终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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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者只是说出你来和说出我来的最后的、趋于寂灭的表述 （宾词），只是一个变为意见的表

述：不再是表述的表述，无言无声的表述。

你这个唯一者！这个表述里还有什么思想内容，还有什么判断内容？没有！———谁要是希望像从

一个概念中那样从唯一者中得出特别的思想内容，谁要是认为用 “唯一者”表述了你是什么：他就

需要证明他相信词句，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词句就是词句，而是表现出要在词句中寻找一个特别的内

容。

你是无法被思考、无法被说出的，你就是词句的内容，是词句的所有者，是有肉身的词句，你是

拥有词句的那个人 （ｄｅｒＷｅｒ）。在唯一者中，科学会化为生活，因为科学中的这个 （Ｄａｓ）变成某某
和某某 （ＤｅｒｕｎｄＤｅｒ），某某 （Ｄｅｒ）不再在词、逻各斯、宾词中寻找自身。

塞利加努力要表明，“唯一者随处看到的都是幽灵，用这个原则来衡量唯一者的话，唯一者就变

成一切幽灵的幽灵。”他预感到唯一者是空洞的词句，但是他忽略了他自己即塞利加就是词句的内

容。

费尔巴哈把天国中的唯一者和尘世的唯一者并列，天国的唯一者是没有词句所有者的词句。费尔

巴哈思考的唯一者是上帝。他维持了宗教的存在，这个词句至少在思想中拥有唯一者或者说它至少拥

有作为词句的唯一者，它在天国中看到了唯一者。但是天国中的唯一者，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唯一

者，然而费尔巴哈———不论他愿不愿意———还是很关心施蒂纳的唯一者。因为如果他想要从头脑中驱

逐出他的唯一者，他就不管愿不愿意 （ｎｏｌｅｎｓｖｏｌｅｎｓ）都要对待它。假如天国里的唯一者是一个塞进
它自身的而非费尔巴哈的头脑中的唯一者，那么对他来说从头脑中驱除这个唯一者就变得很难。

赫斯对唯一者说 “他在吹牛皮”。毫无疑问，唯一者这个显然的词句是一个空洞的吹嘘出来的东

西 （Ｒｅｎｏｍｍａｇｅ）；他是费尔巴哈的无词句所有者的词句。但是，仅仅因为从它里面除了吹嘘出来的
东西之外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就把一个有长度和宽度的东西称为吹嘘出来的东西，这不是一种可悲

的吹嘘吗？那么，赫斯，这个唯一的赫斯也只是一种吹嘘出来的东西吗？显然不是！

批评家们对 “利己主义者”比对唯一者更愤怒。他们没有更仔细地研究施蒂纳所理解的利己主

义，而是停留于从小时候起就已经习惯的有关利己主义的表象，讨论它的为一切民族所周知的罪恶记

录。请看看这里的利己主义，看看这可怕的罪恶———看看施蒂纳想向我们 “推荐”的东西！

和基督徒的 “上帝是爱”的定义不同，批评家们能够在古老的耶路撒冷站起来并呼喊道：你们

看见了，基督徒传布的是一个异教的上帝；如果上帝是爱，那么异教的上帝就是爱神，是爱的上帝！

因为犹太人的批评家们很久以来就蔑视爱的上帝和爱神，他们进一步考察爱和那本就是爱的上帝时还

需要什么吗？

塞利加是这样刻画利己主义者的特征的：“利己主义者期望一种不用操心的、幸福的生活。他和

一个富有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就有了一个嫉妒的、喋喋不休的妻子，也就是说，他的期望实现了，

又幻灭了。”

费尔巴哈说：“在那被称为利己主义的、自私的爱跟那被称为无私的爱之间，还是有着真实的区

别。区别在哪里呢？简单地说，就在于：自私的爱的对象，对你来说，乃是个情妇，而无私的爱的对

象，对你来说，就是个爱人。在两种场合，我都满足了我自己，可是，在第一种场合我是使整个的本

质服从于一部分，而在第二种场合我是使部分、手段、工具服从于整体，并且，正因为这样，在第一

种场合我只是满足了自己的一部分，而在第二种场合我满足了整个的自己，满足了自己的完全的、完

整无缺的本质。总而言之，在自私的爱里面，我为了更低的东西而牺牲了更高的东西，从而，为了更

低的享乐而牺牲了更高的享乐，而在无私的爱里面，我乃是为了更高的东西而牺牲了更低的东西。”①

赫斯问：“首先一般而言什么是利己主义呢？利己主义的生活和充满爱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何在

呢？”这个问题已经表明他和那两个先驱是有联系的。因为利己主义的生活和充满爱的生活在施蒂纳

那里是完全一致的，以它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来反对施蒂纳如何可能是有效的呢？赫斯继续说：“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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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生活是自我瓦解、自我消耗的动物世界的生活。”一般而言，动物世界恰恰是自我瓦解、自我

破坏的生活的自然史，我们整个过去的历史不过是社会性的动物世界的历史。———但是，是什么区别

开了社会性的动物世界和丛林中的动物世界呢？不外乎他们的意识。社会性的动物世界的历史恰恰是

动物世界的意识的历史，肉食动物是自然的动物世界的最顶端，因此有意识的肉食动物是社会性的动

物世界的顶点。———正如利己主义是类的相互异化一样，有关这种异化的意识 （即利己主义的意识）

也是宗教性意识。丛林中的动物世界没有宗教，这只是因为它缺少对自身的利己主义的意识，缺少对

自身的异化的意识，也就是说，因为它缺少罪的意识。罪的意识是人类的第一个意识。当利己主义的

理论、利己主义的意识、宗教和哲学已经达到自身最高点的时候，利己主义的实践也必然达到自身的

最高点。它在现代的、基督徒小商贩的世界里达到最高点。这个世界就是社会性的动物世界的最顶

端。———我们现代的小商贩的世界的自由的竞争不仅是杀人越货的完善形式，它同时也是对人相互异

化的意识。———当今小商贩的世界是利己主义的被中介过的形式，它是利己主义的有意识的、原则性

的形式，这个形式与小商贩世界的本质是一致的。

这些都是利己主义的最广为人知的特征，只不过让人惊奇的是，施蒂纳竟然压根没有做这样的反

思，施蒂纳竟然没有在研究利己主义是如何片面、下流、卑鄙的时候让自己放弃这个可恶的怪物。假

如施蒂纳像塞利加那样考虑到利己主义者只是一个和富有姑娘结婚却得到一个喋喋不休妻子的傻瓜，

假如他像费尔巴哈那样看到利己主义者不可能有任何 “爱人”，或者假如他像赫斯那样正确地认出利

己主义者是动物人或者甚至发现利己主义者是 “杀人越货者”，他怎么会没有对它产生 “深刻的厌

恶”和 “公正的愤怒”呢！单单杀人越货就已经非常无耻了，因此，为了鼓动所有的 “善良的人”

来反对它，为了让这些人站在自己一方，赫斯事实上只需要说出这唯一一个词来反对施蒂纳的利己主

义者：这个词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就像 “异教论者”的喊叫声对一群正统的信徒那样，这个词对于

伦理的心灵来说是触动人的。

施蒂纳敢于说，费尔巴哈、赫斯、塞利加都是利己主义者。当他说费尔巴哈的所做所为绝对只是

属于费尔巴哈的，赫斯的所做所为只是属于赫斯的，塞利加的所做所为只是属于塞利加的时，他必然

会对自己说出的只是一个同一判断而感到满足，只不过他给了他们一个太不体面的头衔罢了。

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吗？他生活在赫斯的、塞利加的、施蒂纳的世界里

吗？费尔巴哈生活在围绕着他的世界里，世界不是因此才被他即费尔巴哈感受到、注意到、思考到

吗？他并不只是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是说他本身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他的世界的中心。而且像费尔

巴哈一样，没有哪个人不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的，像费尔巴哈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中

心。世界只是他自己本身所不是但却又属于他、与他有联系、为他而存在的东西。

一切都围绕着你旋转，你是外部和思想世界的中心。你的世界同你的理解能力一样大，你所理解

的就是你所拥有的，因为你把握住了它。你这个唯一者只有和 “你的所有物”一起才是 “唯一者”。

然而，你无法逃避的是，你所有的那种东西同时也是它本身所有的东西，或者说，你所有的东西

有它自身的定在，它同你一样是一个唯一者。在这一点，你在甜蜜的自我遗忘中忘记了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忘记了自己，你完全消失了吗？如果你没有思考你自己，你一般而言停止存在了吗？

如果你看着你朋友的眼睛或者思索着你想要带给他何种快乐，如果你仰望星空，沉思它们的法则或者

也许还把它们为一个孤独的小房间带来的祝福送给它们，如果你在显微镜下沉醉于浸渍小动物的活

动；如果你急迫地去帮助一个处于火情或水情困境中的人而没有考虑到你自己的危险：那么你确实没

有 “考虑到”你自己，你 “忘记了”你自己。但是，只有当你考虑到或想起你自己的时候，你才存

在，而你忘记自己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吗？你只是通过自我意识才存在吗？谁没有在某个时刻忘记过自

己呢？谁没有在一个时辰里迷失自己上千次呢？

这种自我遗忘、这种自我迷失其实只是我们满足自己的一种方式，只是对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所

有物的享乐，即世界的享乐。

无私即愚蠢的利己主义的根源并不在这种自我遗忘之中，而在于忘记了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你拜

倒在一个绝对的、“更高的”世界面前并抛弃了自己。有一种自我遗忘说的是，人们不考虑自己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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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注自己，无私并不是这种自我遗忘；还有一种自我遗忘说的是，人们忘记了世界是那个 “我们

的”世界，忘记了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或所有者，而它是我们的所有物，无私是这样的自我遗忘。

世界是一个 “更高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和畏惧是丧失勇气的、“懦弱的”利己主义，是仆役

形态的利己主义，它不敢抱怨，安静地匍匐在地并 “否认自己”———它是自我否认。

我们的世界同神圣的世界———正直的利己主义同自我否认的利己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后一

种是不坦白的、隐姓埋名地匍匐在地的利己主义。

费尔巴哈关于情妇和爱人的例子怎么样呢？前者是一种业务关系，没有个人兴趣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在无数其他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只有在人们对于他所打交道的个人始终有一种个人兴趣
时才会只做业务关系，情况不是这样的吗？后者是一种个人关系。但是，这第二种关系的意义是什

么？可能是对个人的相互兴趣。假如个人之间的这种兴趣从他们的关系中消失了，那么这种关系就变

得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兴趣就是其全部意义。什么是婚姻呢？人们赞美婚姻是一种 “神圣的关

系”，尽管它有变得没有意思 （ｕ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ｎｔ）和无意义的危险，还是不同于把一种有意思的关系固定
下来。人们大概会说不能 “轻率地”解除婚姻。但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如果涉及到的是一件 “神圣

的事情”，轻率就是 “罪”。不应该轻率！有一位利己主义者，他由于自己的轻率被骗了，他诅咒自

己以后都生活在一种没有意思但却神圣的关系中。从利己主义的联合中产生了一种 “神圣的纽带”；

个人彼此之间的兴趣消失了，但没有意思的纽带保留下来了。

没有意思的东西的另一个例子是劳动。它被视为生命的一项任务，人的一项使命。劳动产生了如

下妄想，即人们必须挣得他自己的面包，什么都不做就获得面包是一种耻辱：这是工资的骄傲。劳动

本身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没有让任何人获得荣誉，正如流浪汉一生不工作也没有让这位流浪汉有任何

耻辱一样。要么你在劳动行为中获得一种利益，这会让你停不下来，你必须活动着：因此劳动就是你

的乐趣，你的特殊的娱乐，它并不比流浪汉的懒惰更高级，懒惰正好也是流浪汉的乐趣。要么你通过

劳动追求另外的利益，追求其结果或 “报酬”，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达到该目的的工具投入到劳动中：

虽然劳动本身没有意思，也不要求自己成为有意思的，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它本身并不是充满价值或

神圣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赢得想要的结果即报酬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劳动已经变成国民经济

学的造物主。劳动被视为一种 “人的荣誉”并被视为他的 “使命”。而且劳动一直是神圣的社会主义

的主人。在神圣的社会主义这里，劳动作为 “人的劳动”“应该培育人的素质”；在这里，这种培育

是人的一种使命，是绝对有意思的 （后面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相信某种有别于利益的东西能够证明与一件事情的关系是正当的，这种信仰是超出利益之上的信

仰，它产生了无利害性，产生了 “罪”，即对自身利益的忧心忡忡。

只有在神圣的利益面前，自身的利益才变成 “私人利益”，变成令人深恶痛绝的 “利己主义”，

变成 “罪”。施蒂纳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２４页①把神圣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差别简洁地概括为：
“我可能对前者犯罪，而只能丢弃后者。”

神圣的利益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它是一种绝对的利益，或者说是一种自为的利益，无论你是否把

它视为一种利益，都是无关紧要的。你应该把它变成你的利益；它最初并非你的利益，并不是由你诞

生的，而是一种永恒的、一般性的、纯粹的人的利益。它是没有意思的，因为神圣利益并不顾及你或

你的利益；它是一种没有利害的利益，因为它是一种一般性的利益或人本身的利益。而且因为你并不

是神圣利益的所有者，而应该变成其依附者或服役者，因此，与它相对的利己主义消失了，“无利害

性”开始了。

如果你心中只有一种神圣利益，那么你就被限制住了并且将被你自身的利益欺骗。如果你把你今

天追求的利益叫作神圣的，那么你明天就会成为它的奴隶。

一切追求一种绝对有意思东西或一种自在自为地充满价值东西的行为都是宗教行为，或者直截了

当地说都是宗教。只有通过你的利益，有意思的东西才是有意思的，只有通过你赋予的价值，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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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相反，那对你不管不顾的有意思东西是一种没有意思的东西，那对你不管不顾

的有价值东西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

像社会利益、人的利益、人的本质的利益、作为整体的人的利益等各种精神的利益，它们的

“本质利益”是无关的利益，而且应该是你的利益。爱人的利益是你的利益，而且只要它是你的利

益，它就会引起你的兴趣。只有在它不再是你的利益之后，它才能变成一种神圣的利益，变成一种尽

管不是你的利益却应该是你的利益的利益。一直以来有意思的关系现在变成一种没有利害的且没有意

思的关系。

在业务关系以及个人关系中，你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所有牺牲的发生都仅仅是为了你的这种利

益，相反，在宗教关系中，绝对者或精神的宗教利益，即与你无关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的利益应该

为了这种无关的利益牺牲。

因此，被欺骗的利己主义就在于对一种绝对有意思东西的信仰，就在于对 “永恒”利益的信仰。

这种利益不是从利己主义者即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压制着利己主义者的利益，

这种利益本身就是稳固的利益。在这里，利己主义者是 “被欺骗的”，因为他自身的利益，即 “私人

利益”不仅没有被顾及到，而且甚至是被诅咒的，然而 “利己主义”依旧保留下来了，因为他只是

抱着如下希望，即这种无关的或绝对的利益将保证他的享乐，从而他也接受了这种无关的或绝对的利

益。

这种绝对有意思的东西在没有感兴趣的人时也应该是有意思的，因此，它不是唯一者的事业，而

毋宁在寻找应该是其 “武器和工具”的 “荣誉器皿”或人。施蒂纳把这种绝对有意思的东西直截了

当地称为 “圣物”。事实上，圣物是绝对没有意思的，因为尽管没有人关心它，它还是假装自己是有

意思的东西；它同时是 “一般的”，即无主体的有意思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有意思东西，不

是一个唯一者的利益。换言之：这种 “一般利益”超出了你———是一种 “更高的东西”；也是脱离于

你的东西———是一种 “绝对者”；是一种自为的利益———是一种与你无关的东西；它要求你服务于

它，并且在你让自己被迷惑住的时候，它发现你是心甘情愿被迷惑住的。

我们在费尔巴哈对情妇所做的触动人的定义上多说两句，这个定义中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他或她

乐意自己是不贞洁的，因为自然冲动让他们不得安宁。但是，他们问自己，你知道什么是不贞洁吗？

它是一种罪，一种下流的东西，它败坏了我们。如果他们说，我们不想因为不贞洁而放弃其他利益，

对于我们而言，它们比这种感官享乐更重要，那么这不是宗教的怀疑，他们没有成为贞洁的牺牲品，

而是成为他们不想失去的其他好处的牺牲品。相反，如果他们因为贞洁的缘故而放弃抑制自然的冲

动，那么这就是由宗教的怀疑引起的。他们在贞洁中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毫无疑问，不是自

然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天性建议他们成为不贞洁的：他们现实的、明白无误的和无可争辩的利益是不

贞洁。但是，贞洁是他们的精神的一种怀疑，因为它是精神本身的一种利益，是一种精神性利益：它

是一种绝对利益，自然的和 “私人的利益”在它面前必然沉默，它让精神变得多疑。现在，有些人

由于一次 “冲动”，由于喊出 “愚蠢的废话”而放弃了这种怀疑，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是非常多疑的或

宗教的，在这里本能却告诉他们，精神是一位与自然冲动相对立的易怒的暴君———而另一些人则通过

更深入的思考克服了怀疑本身，甚至在理论上更加肯定自己：前面那些人打倒了怀疑，后面这些人

———得益于他们思维中的绝技 （这种绝技使得思维成了他们的需要和他们关心的东西）———消解了

怀疑。因此，不贞洁和情妇之所以看起来如此可怕，只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贞洁的 “永恒利益”。

只有精神提出了那些困难，创造了那些怀疑，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只有通过精神或思维才能再次

消除它们。这种观点对那些可怜的灵魂是多么有害呀！那些可怜的灵魂让自己接受这些怀疑却又不拥

有能够支配这些怀疑的思维力量。如果他们必须等待直到纯粹批判再次给予他们自由，这多么有害

呀！但是，他们有时以一种健全的、平庸的轻率帮助自己，这种轻率之于他们的需要同自由思维之于

纯粹批判一样好，因为批判家作为思维中的技艺大师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冲动，即通过思维克服怀疑。

怀疑是像言谈和交流一样日常的东西———假如是这样，可以说什么来反对它们呢？什么也没法说

———它们只是日常的怀疑，而不是神圣的怀疑。日常的怀疑产生又消失了，但是神圣的怀疑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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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绝对的，是绝对的怀疑 （教条、信条、原理）。利己主义者、亵渎者反对它们，并尝试着用他

的利己主义力量来反对它们的神圣力量。一切 “自由思维”都是对怀疑的亵渎，并且都是反对怀疑

之神圣力量的利己主义欲望。如果某些自由思维在几次攻击之后停止了，并且再次停在一种新的神圣

怀疑面前，而利己主义在这种新的神圣怀疑面前又变成耻辱；那么，在任何绝对的怀疑面前，自由思

维都不会停留于其最自由的形式即纯粹批判之中，而且自由思维以利己主义的坚韧亵渎了一种可疑的

神圣性，又亵渎了另一种可疑的神圣性。但是，因为这种最自由的思维只是利己主义的思维，只是思

维的自由，因此它本身也变成思维的一种神圣力量，并且宣布了如下福音，即只有在思维中才能找到

拯救。思维本身只是作为一种神圣事物出现的，只是作为一种人的使命，作为神圣—怀疑出现的：在

这之后，只有这种怀疑 （认识）消除了各种怀疑。

假如各种怀疑只能被思维消除，那么人从来都没有 “成熟”到足以摆脱它们。

可疑性———即使达到了纯粹怀疑或者达到了批判的纯粹性———仍然只是宗教性；宗教的东西是可

疑的东西。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怀疑才能终结怀疑，如果人们因此蔑视 “舒适的”毫无怀

疑 （Ｕｎｂｅｄｅｎ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 “群众对劳动的利己主义反感”，那么这依旧是一种可疑性。

为了强调利己主义而非可疑性，为了认识到利己主义者是克服怀疑的人，可疑的利己主义缺少的

只是对毫无怀疑的利己主义的承认，而利己主义者是由于思维还是由于毫无怀疑而获胜的，则是无关

紧要的。

思维由此就被 “摒弃了”？没有，只是剥夺了思维的神圣性，只是否认了它是目的或使命；它作

为手段留给每一个掌握了这一手段的人。毋宁说，思维的目的是毫无怀疑，正如一个思维着的人在每

个个别情况下的出发点都是如下想法，即最终找到正确的点或者免除思考并结束这个事情。但是，相

比于把 “思维的劳动”规定为信仰，把它说成神圣的或称为 “属人的”，人同样被赋予一种使命，而

且这会引导他们从毫无怀疑走向思维之真正的或利己主义的意义而不是走向怀疑。由于许诺人在思维

中 “得救”，人就被误导进了怀疑和审慎；思维软弱者让自己被误导成这样，他们由于自己思维的软

弱只能在某一种思想上获得安宁，即只能变成信徒。他们不能减轻怀疑，只会变得有怀疑，因为他们

臆想拯救就存在于思维之中。①

由思维创造的怀疑存在着，其实也能够通过思维消除怀疑。只有当这种思维是利己主义的思维、

利己主义的批判时，即只有当利己主义或利益而非怀疑或没有意思的东西变得有效时，只有当利益被

公开地信奉，并且从利己主义者出发而非从基督徒、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人、自由思维、精神

（即基督徒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等）出发来批判利己主义时，这种思维、这种批判才达到了目的。

因为唯一者的利益亦即你的利益，恰恰就在于用双脚踏进神圣的或人的世界里，赫斯和塞利加指责这

个世界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世界，相反，几千年来，正是这个世界把利己主义者绑在耻辱柱上，并且狂

热地把利己主义者献祭给每一种从思维或信仰领域中流出的 “圣物”。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利己主义

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直到其最微不足道的所有物废料都完全神圣的世界中。

看起来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虽然必须听凭每一个单个的人按照他所知道的方式来摆脱怀疑，但是

通过批判性怀疑来消除怀疑依旧完全是历史的任务。这恰恰是施蒂纳所反对的，施蒂纳恰恰针对这种

“历史的任务”断言，怀疑的历史以及对该历史的怀疑正在走向终结。看起来要登场的，不是消除

［怀疑］的劳动，而是直截了当地对待怀疑的任性，不是思维的力量，而是毫无怀疑的力量。思维所

能起到的作用只可能是强化和稳固毫无怀疑。“自由思维”的起点是对神圣怀疑的利己主义的或毫无

怀疑的反抗，它开始于毫无怀疑：谁自由地思维，谁就超出了最神圣的怀疑而让自己变得毫无怀疑

———毫无怀疑是自由思维的灵魂和利己主义价值。这种思维的价值并不在思维者之中，而在利己主义

者之中，利己主义者把他的力量、思维的力量利己主义地置于神圣怀疑之上，它并不会削弱你和我。

施蒂纳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７页用 “冲动、跳跃、欢乐喧闹”等术语来表达这种毫无

怀疑。他说：“无思想的欢乐的非凡意义在思维和信仰的长夜中尚未被认识”。他在这里指明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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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对圣物的一切批判和每一次批判 （即使是最盲目的和最痴迷的批判）的隐蔽的、利己主义的根

据，其次是他试图借助于自己的思维力量 （一种单纯的绝技）所完成的利己主义批判的简单形式：

他努力说明，当一个没有怀疑的人从自己出发即从唯一者出发批判怀疑时，如何可能 “利用”思维。

施蒂纳只是不再让 “对世界的拯救”掌握在思维者和怀疑者的手中。

当欢乐和喧闹被用来反对深入怀疑的群众和伟人时，欢乐和喧闹很容易让自己变得可笑。以如此

微不足道的努力确实无法克服深刻的怀疑。在历史中大量堆积起来并由思维者一再重新唤醒的怀疑确

实不能被单纯的喧闹消除。如果思维者的思维没有同时完全得到满足，思维者就不可能不理会它；因

为满足自己的思维是思维者的现实利益。决不能用欢乐压制思维，这就好比从信仰的立足点出发，应

该用信仰压制思维。反正思维作为一种现实的利益，因此作为你的利益，不会让自己被压制。你有思

维的需要，你不能单纯通过欢乐摆脱怀疑；你又必须通过思考摆脱怀疑。但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思

维恰恰是从这种需要中产生出来的，这种需要所造成的只是一个开始把思维的利益同无怀疑的利己主

义相适应的开端，尽管还是一个非常笨拙的开端，他的书已经表明，粗陋的喧闹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有

潜力变成一种批判的喧闹、一种利己主义的批判。

但是，利益不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名称，不是一个像唯一者那样内容空洞且完全缺少任何概念发展

的概念吗？论敌把利益和利己主义视为一个 “原则”。把利益理解为绝对的，就属于这种做法。思维

可能是 “原则”，但它本身必须发展为绝对的思维、永恒的理性；自我应该是 “原则”，自我作为绝

对自我必须成为那个建构于其上的体系的基础。因此，人们也把利益变成一种绝对的利益，从作为

“人的利益”的利益出发引申出一种哲学；———是的，道德事实上就是人的利益的体系。

理性是同一的：凡是理性的，尽管有各种愚钝和谬误也依旧是理性的；“私人理性”相对于一般

的和永恒的理性没有任何权利。你应该而且必须服从理性。思维是同一的：凡是事实上被思维的，都

是逻辑上真的，而且尽管千百万人有相对立的妄想也依旧是不变的真：“私人”思维、意见在永恒思

维面前必须沉默。你应该而且必须服从真理。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都只是由于思维才是人

（那位哲学家说 “思维把人与动物区别开”）。因此，利益现在也是一种普遍东西，而且每个人都是一

个 “有利害关系的人”。永恒利益作为 “人的利益”与 “私人利益”是对立的，把自己发展为道德

以及神圣社会主义等的 “原则”，你的利益服从永恒利益的法则。永恒利益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国

家利益、教会利益、人类利益、“整体”利益，简言之，表现为真正的利益。

施蒂纳现在在这种利益中，在利益本身中有他的 “原则”吗？或者相反，他没有激起你唯一的

利益反对 “永恒的利益”吗？反对没有意思的东西本身吗？你的利益是 “原则”，是逻辑思想吗？与

唯一者一样，它———在思想的王国里———是一个词句；但是，在你身上，它与你一样是唯一的。

关于人再多说几句是必要的。正如看起来，施蒂纳的书写出来是反对人本身的。他由于这一点以

及由于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已经招致最恶劣的判断，或者说已经激起最顽固的偏见。———是的，他的书

写出来是反对人本身的，而且如果施蒂纳颠倒主题并且说他写书是反对非人本身，那么尽管施蒂纳还

能够追求这同一个目标却不会如此严重地冒犯人们。只是当人们以相反的方式，即以感伤的方式误解

他并把他置于那些为 “真正的人”发声的人的行列之中时，他自己要承担这些罪过。但是，施蒂纳

说：人是非人，一个人是什么，别的人也是什么，说反对一个人的话，也是在说反对其他人的话。

如果人们发现一个概念缺少一个本质，那么永远也不能发现与这个概念完全对应的东西：如果人

们发现人这个概念中缺少了你，那么这立即就证明了你是某种孤立的东西，某种用人这个词不能表达

出来的东西，因此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孤立的人。现在，如果人们期望你完全是人而且仅仅是

人，而你又不能摆脱你是一个孤立的人，那么你就会恰恰由于这种孤立性而是一个非人，即一个不是

真正人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真正非人的人。人这个概念恰恰在非人中才有其实在性。

用人这个概念来衡量，每个现实的人都是一个非人，宗教通过如下这句话表达了这一点：一切人

都是 “罪人”（罪的意识）。人们今天把一位利己主义者称为罪人。人们从这一见解中得出什么结论

呢？结论是，拯救罪人，克服利己主义，发现并实现真正的人。人们为了概念拒绝了孤立者即唯一

者，为了人拒绝了非人，而且没有认识到非人才是人的正确的且唯一可能的实在性；人们彻头彻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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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的一种真正人的实在性。

人们渴求的正是一种荒谬性。人在非人中是真实的和现实的；每一个非人都是———人。但是，你

只有作为人的实在性才是非人，只有与人这个概念相对比才是非人。

你是非人，并且因此你才完全是人，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是完全的人。但你甚至超出了完满的

人，你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唯一的人。人同非人的这些宗教世界的对立，在你，在唯一者之中，丧失

了其属神的和魔鬼般的意义，因此也丧失了其神圣的或绝对的意义。

因为我们的圣师始终热情地教导人们应该在人本身中承认人本身，他们是如此渴望承认人。但

是，只有当人被承认为非人时，人才完全地和真正地被承认了。如果人被承认为这样的，那么一切宗

教的或 “人道的”非分要求都停止了，善的统治、教阶制都终结了，因为唯一者、完全普通的人

（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Ｍｅｎｓｃｈ）（并非费尔巴哈的有美德的 “共同人”［Ｇｅｍｅｉｎｍｅｎｓｃｈ］）同时就是完全的人。
因此，当施蒂纳写书反对人时，他同时立即就是在写书反对非人，反对作为人的对立面的非人；

但是，他写书并不反对本身就是非人的人，并不反对本身就是人的非人———也就是说，他写书是为了

完全普通的唯一者，唯一者由于自己是非人而本来就是而且本身就是完全的人。

只有虔信的人、只有神圣的社会主义者等，只有各式各样的圣人才妨碍了在人身上承认人，才妨

碍了在人身上赞赏人；只是他们妨碍了纯粹的人的交往，因为他们总是已经限制了普通的利己主义的

交往，并渴望限制普通的利己主义的交往。他们引入一种神圣的交往，并且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

把这种交往变成一种最为神圣的交往。

虽然塞利加关于利己主义者和利己主义是什么还说过一些东西，但是他事实上所说的所有内容都

穷尽于他关于富有的少女和絮叨的主妇的例子中。他把利己主义者描绘成 “害怕劳动的”，描绘成一

个 “希望烤熟的鸽子应该飞进自己嘴里”的人，一个 “不抱有任何真正的、配得上希望之名的希望”

的人，诸如此类：他在利己主义者之下理解的人是一个希望生活舒适的人。假如他这样下定义 “利

己主义者＝嗜睡者”，则会更加清楚也更加简单。
正如塞利加已经表露的，他的利己主义者只能用一种绝对的东西来衡量，而他用 “真正的期望”

来衡量他，费尔巴哈更决定性地说出这一点。一般而言，费尔巴哈更能掌控恰当的词。他是这样说自

私者 （利己主义者）的：“他为了更低的东西牺牲了更高的东西。”他是这样说无私者的：“他为了更

高的东西牺牲了更低的东西。”———什么是 “更高和更低的东西”呢？难道不是那指向你并以你为尺

度的东西吗？假如某种东西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在这一刻对你有价值的———因为你只在瞬息间

才是你自己，只有作为瞬息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而你作为 “一般的你”在每一时刻都是一个 “不同

的”东西———因此，在这一时刻这种东西对你来说比其他东西 “更高”，那么你是不会为了后者而牺

牲它的；毋宁说，你在每一时刻都只会牺牲那在这一刻对你来说 “更低的”或者更不重要的东西。

因此，如果费尔巴哈的 “更高的东西”有什么意义，那么它也必然是一种与你相分离的、与这一刻

相分离的而且脱离你的更高东西，它也必然是一种绝对的更高东西。一种绝对的更高东西是一种这样

的东西，在它面前不会有人向你问：对你来说，它是否更高的东西，毋宁说，有没有你，它都是更高

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够谈论一种被牺牲的更高东西和 “更高的享乐”。在费尔巴哈的例子里，这种

更高的东西就是同情妇的享乐相对立的爱人的享乐，或者说，是与情妇相对立的爱人：爱人高，情妇

低。如果对你来说情妇是更高的享乐，情妇是你在这一刻渴求的唯一享乐———这对于像费尔巴哈这样

伟大高贵的灵魂有什么要紧的呢！像费尔巴哈这样伟大高贵的灵魂只有在 “爱人”这里才找到喜悦，

并按照他们的纯粹灵魂颁布法令说，爱人必然是 “更高的”！只有眷恋爱人而非情妇的人才 “满足了

他的完全的整个的本质”。这种完全的整个的本质存在于哪里呢？肯定不在于你这一刻的本质，不在

于你这一刻本质上是什么，甚至不在于你一般而言本质上是什么，而在 “人的本质”里。对于人的

本质而言，爱人是更高的。———谁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那个反对 “更高东西”、绝对更

高东西 （即不论你的相对的利益是什么，它都是更高的东西）、没有意思的东西而犯下罪过的人，因

此利己主义者是———罪人。假如塞利加更好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相同的意思。

赫斯才最清楚地说出了，利己主义者是罪人。赫斯这样说的时候无疑是完全不加掩饰地坦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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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没有理解施蒂纳的书的重点是什么。施蒂纳否认了，利己主义者是罪人以及 “有意识的”利己

主义 （赫斯所理解的 “有意识的”）是罪的意识吗？如果一个欧洲人杀了一条鳄鱼，那么他是作为反

对鳄鱼的利己主义者行动的，但是这并没有唤起他的良心，他的良心也没有把自己评为 “有罪的”；

相反，古埃及人认为鳄鱼是神圣的，假如古埃及人尽管出于正当防卫打死了一条鳄鱼，那么他虽然作

为利己主义者保卫住了自己的皮肤，但同时也犯了罪：他的利己主义是罪———他是利己主义者，是罪

人。———由此可以说明，利己主义者在 “圣物”面前、在 “更高的东西”面前必然是一位罪人；如

果他在圣物面前坚持他的利己主义，那么这立即就是罪。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用圣物来衡量的时

候，它才是罪，那位拖着 “罪的意识”的利己主义者同时也被圣物意识困住了。谋杀鳄鱼的欧洲人

此时同样意识到他的利己主义，但是他无法想象他的利己主义是罪恶并嘲笑埃及人的罪的意识。

与 “圣物”相对，利己主义者始终是一位罪人，在圣物面前，他只能变成———罪犯。神圣的鳄

鱼在利己主义的人身上打下了有罪之人的标签。只有当利己主义者祛除了圣物的神圣性，利己主义者

才能摆脱罪人和罪，就像欧洲人之所以打死鳄鱼是没有罪的，那是因为他的神圣性即鳄鱼对于他而言

是一条没有神圣性的鳄鱼。

赫斯说：“现代小商人的世界是被中介过的、与其本质一致的、自觉的和原则上的利己主义形

式。”① 这个现代世界是充满博爱主义的世界，它原则上完全赞同社会主义 （例如在 《社会明镜》和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者的 “原则”同一切善良市民或资产者的 “星期日想

法”和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世界中，最一般的人会由于圣物而牺牲掉他们的有利条件，

兄弟之爱、人类之爱、权利、公正、“为对方存在”以及为对方行为等并不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而是

被可怕地、毁灭性地严肃对待的———这个世界极度渴望真正的人性，而且期望最终在各式各样的社会

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人类之友那里找到正确的拯救———在这个世界中，社会主义的追求只不过是每

一个 “小商人灵魂”的公开含义，并且在一切善意的人那里都能找到共鸣———这个世界的原则是

“一切人的福祉”、“人类的福祉”，这个世界只是因为还不知道它应该如何创造这种福祉而梦想着这

种福祉，而且它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最爱的理念的实现。赫斯诬蔑这个猛烈地反对一切利己主

义的世界是一个 “利己主义的世界”。但他是对的。因为这个世界猛烈地反对魔鬼，因此魔鬼对它盯

得特别紧；只是赫斯本应该把神圣的社会主义一起算进这个利己主义的且带着罪的意识的世界。

自由竞争被赫斯称为抢劫的完成了的形式，同时也是人的相互异化 （“利己主义”）的完成了的

意识。这里又怪罪到了利己主义。人们为什么选择竞争？因为它看起来对一切人和每一个人都是有用

的。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现在想要消除竞争？因为它并没有提供期望的用处，因为大多数人在竞争中境

况很坏，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改善自己的状况，因为对于这一目的而言，扬弃竞争似乎是可取的。

利己主义是竞争的 “基本原则”吗？利己主义者不是相反在竞争中失算了吗？他们必须抛弃竞

争不正是因为竞争没有满足他们的利己主义吗？

人们引入竞争，因为人们在竞争中看到一切人的福利，人们在竞争上意见一致，人们尝试在竞争

中联合起来；竞争、孤立和分裂本身就是联合、意见一致、相同信念的一种产物，人们通过竞争不仅

分裂了，而且同时结合起来了。竞争是一种合法的状态，但是这种法是一种共同的纽带，是一种社会

联盟。人们在竞争上达成一致同意，正如所有猎人在一次狩猎中可能会发现在丛林中分散开并 “各

自”狩猎对于他们的目的以及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有利的。更有用的东西是允许争论的。事实上，

现在表明了———顺便说一下，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竞争中发

现了他的利润、他期望的 “私人收益”、他的价值、他的真正利益。但是，只有通过利己主义或利害

算计才能得出这一点。

可是，人们现在已经理出了关于利己主义的表象，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它理解为 “孤立化”。但

是，利己主义与孤立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 （自我）由于例如逃避人而变成例如一个利己主义者

吗？我确实是孤立的或与人分开的，但是我一丝一毫都并不因此而比那些依旧停留在人们之中并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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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接触的人更多地是利己主义的。如果我孤立自己，这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不再发现享乐；但是

我停留在人群中，这是因为他们还给我提供了很多东西。留在人群中的并不比形单影只的更少地是利

己主义的。

在竞争中，每个人确实都是孤立的；但是竞争如果是因为人们看到共同活动比孤立性更有用处而

消失了，那么联合起来的每一个人不依旧是利己主义者吗，不依旧想要他自己的好处吗？有人反对

说，人们希望以其他人为代价追求它。是的，但是首先，只是因为其他人不再想要做这样的傻子以致

任何其他人都可以以他们为代价度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才没有以其他人为代价。

但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是只顾虑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不了解也无法体会到与其他人参与

在一起所带来的各种快乐，例如，由于人们也 “顾虑”其他人，这就造成一个缺少无数享乐的人，

因此造成一种———贫乏的天性。但是为什么相较于丰富的天性而言，这种被遗弃者和孤立者应该是一

个利己主义者？确实，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把贫穷视为一种耻辱，事实上是视为一种

犯罪，而且神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贫穷是被作为犯罪来对待的。但是，资产者是如

何对待穷人的，神圣的社会主义者正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眼中的那些可鄙的穷人的。

有些人在某种利益上更贫乏，有些人则拥有这种利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应该叫做 “更加利己

主义的”？牡蛎比狗更加利己主义吗？黑人比德意志人更加利己主义吗？贫穷的可鄙的垃圾犹太人比

热烈的社会主义者更加利己主义吗？对于艺术品没有任何感觉而毁坏了艺术品的破坏狂，比由于对这

件艺术品有感觉而更小心且以更大的爱来照料这件艺术品的鉴赏家更加利己主义吗？而且假如一个人

———我们暂且不管是否可以证明这种人存在———现在在人之中没有发现任何 “人的”利益，假如他

不知道把他们作为人来评价，那么，难道他在这种利益上不是一位更贫乏的利己主义者，而非像利己

主义的敌人说的是利己主义者的典范吗？爱人者比谁都不爱的人在这种爱上是更加丰富的；但在这一

点上利己主义与非利己主义之间的对立压根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两者都只追随自己的利益。

只是，每个人都应该对人类本身有兴趣，都应该对人本身有爱！

现在，看一看你随着这种应该、随着这种爱的诫命走了多远。它两千年来都在内心里引领着人，

而且尽管如此，今天社会主义者依旧抱怨，我们的无产者受到的对待比古代的奴隶更缺少爱，这些社

会主义者为了这一条———爱的诫命而再一次把他们的嗓门提到足够高。

如果你们希望人们在你们身上发现一种利益，因此强迫他们发现一种利益，而且不要停留于做没

有感兴趣东西的圣人，这样的圣人像拿出一件神圣的法衣一样拿出你们神圣的人的东西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ｔ
ｕｍ），并像乞丐一样呼喊道：“尊重我们的人性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它是神圣的！”

施蒂纳所使用的利己主义既不是爱的对立面，也不是思维的对立面，不是甜蜜的爱的生活、献身

和牺牲的敌人，不是最亲密的心心相印的敌人，也不是批判的敌人，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句话，

不是现实利益的敌人：它不排斥任何利益。只反对无利害性和没有意思的东西：不反对爱，而反对神

圣的爱，不反对思维，而反对神圣思维，不反对社会主义者，而反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者等。

有些人想把 “孤立、分离、分裂”冒充为利己主义者的 “排他性”。相反，利己主义者的 “排他

性”是通过———排除没有意思的东西而完全加入有意思的东西。

没有人想着要重视施蒂纳著作的最长一节，即 “我的交往”中的利己主义者的世界交往和联合。


关于上文提到的三位论敌的特殊性，想要在他们所有扭曲的字里行间逗留是一件无聊的劳动。而

这一次，我的意图不在于更仔细地研究这些论敌代表的或者想代表的那些原则，即费尔巴哈的哲学、

纯粹批判和社会主义。他们每个人都值得一篇专门的论文，我们将找别的机会来完成这种专门论文。

因此，这里只做少许研究。

塞利加

塞利加是这样开始的： “纯粹批判已经表明了，等等。”就好像施蒂纳没有谈论过这一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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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 （例如，《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６９页）。在最初的前两页上，塞利加表现得像一位 “批判家，

批判推动他把自己设定为与考察对象是一体的，承认对象是由精神而生的精神，前进到将要与之斗争

的那个存在物的更内部”等等。正如上文已经说明的，塞利加至少并没有前进到施蒂纳著作的更内

部，因此我们在这里也不愿意把他视为纯粹的批判家，而是把他单纯视为批评了这部著作的群众中的

一员。我们将考察一下塞利加是否做了他让批判所做的事情，而不关注批判是否做了相同的事，因此

举例来说，我们不说 “批判将追随唯一者的生命历程”———而是说 “塞利加将追随……”

当塞利加在概念上完全用 “猴子”这个词表达他的一个思想时，其实可以说，纯粹批判用另一

个词表述了这个思想。不论对于批判还是对于塞利加，词确实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有人想要把塞

利加的 “猴子”强加到批判的思想上，看起来这对批判是不公正的，因为批判也许有细微差别；只

有对于塞利加的思想来说，猴子才是思想的真正表达。

塞利加在第２４－３２页快速地引导着纯粹批判的事业。但是，纯粹批判没有发现这种诗意的引领
其事业的方式几乎是很笨拙的吗？

缪斯即批判已经启发了他或者说 “推动了”他。我们并不接受他向缪斯即批判的祈求，并且忽

略了他为了赞美他的缪斯而说出的一切，即使他说的是：“唯一者 〈即施蒂纳，塞利加、费尔巴哈和

赫斯把他称为 ‘唯一者’！〉已经为他提供了达到新的自我完善行动的机会。”

如果把他的论文的第一节即第６页与 “唯一者”这一节 （第４６８－４７８页）作一比较，人们就会
看到，塞利加知道如何追随唯一者的生命轨迹。塞利加把施蒂纳的 “无思想”作为一种懦弱同 “思

维的勇气”相对立。为什么 “他没有进入他要与之斗争的那个存在物的更内部”？为什么他没有研

究，这种无思想与思维的勇气之间相处得是否并非完全好？他恰恰在这个对象上应该尝试着 “把自

己设定为与研究对象一致的”。但是谁会有兴趣把自己与一个像无思想这样如此受蔑视的对象设定为

一致的呢！只是需要说出它的名字，就已经让人作呕了。

针对纯粹批判，施蒂纳说：“从思想的立场出发，不存在欲图超越于批判之上的权力，有意思的

倒是看看这一巨龙如何轻易地和像玩似地吞噬一切其他思想的蛆虫。”① 由于塞利加现在觉得施蒂纳

似乎也在从事批判，他认为 “唯一者 （像猴子一样）诱惑巨龙———批判，并刺激巨龙吞噬思想的蛆

虫———首先吞噬自由和无私的蛆虫”。施蒂纳运用的是何种批判呢？很可能不是纯粹批判，因为按照

塞利加自己的词来说，为了 “首先进一步培养自己以达到真正的人的自由的理念或者自由一般的理

念”，这种纯粹批判以 “真正的”自由之名只与 “特殊的”自由作斗争。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批判亦

即压根不 “纯粹的”批判与 “无私的、真正的、人的自由的理念”有什么关系呢？与自由有什么关

系呢？“自由不是固定的理念，因为 〈好机智的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固定在国家、社会或某一种信

仰之中，此外也没有把自己固定在某种特殊性之中，而是在每一个人、每一种自我意识之中都认出了

自己，把每一个人的自由本身的尺度留给每一个人，但同时也按照他自身的这种尺度来衡量他。”

〈自由理念认出了自身，并按照包含了每个人的尺度衡量每个人！正好像上帝那样认出了自身，并按

照人类如何对待它这个尺度把人类———此时上帝也把 “每一个人的自由本身的尺度留给每一个

人”———划分为不思悔改的和被拣选的。〉

另外，“唯一者应该释放巨龙即批判来反对另一种思想的蛆虫：法和法律”。但是，这其实不是

纯粹批判而是有利害的批判。如果施蒂纳从事纯粹批判，那么他必然像塞利加表述的那样，“要求放

弃特权、暴力的法，放弃利己主义”；因此，他必然以 “真正的、人的”法发动反对 “暴力的”法的

斗争，并告诫人类要恪守真正的法。施蒂纳压根没有使用纯粹批判，没有刺激巨龙做任何事，他压根

不需要它，从来没有借助 “批判之不断进展的纯粹性”来达到他的结果。相反，他也必然例如像塞

利加那样想象，“爱才必然是一种批判想要不断提升的新的创造”。像 “真正的自由、放弃利己主义、

爱的新的创造”等这些对塞利加来说崇高的东西压根没有浮现在施蒂纳脑海中。

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忽略了塞利加特意为了批判的事业而反对施蒂纳的那些段落，尽管其中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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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每句话都必然要被攻击。“畏惧劳动、懒惰、懒惰的存在物、堕落”等在这里起到了特别好的作

用；但随后还谈到人应该从人的概念中创造出 “人的知识”，第３２页还写道 “这里发现的人不再是

一个范畴，因此也不是某种外在于人本身的特殊东西”。假使塞利加懂得唯一者是完全没有内容的词

句或范畴，因而已经不是一个范畴，那么他也许就会承认唯一者是在他看来还没有名字的那个东西的

名字。但是当他说 “不再是一个范畴”时，恐怕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最后，“唯一者给纯粹批判提供机会以达到自我完善的新行动”，这种新行动就在于 “唯一者所

完成的世界在唯一者之中以及通过唯一者被最彻底的更正了，批判只能辞别它，辞别这个老旧的、被

捣毁的、分崩离析的、腐烂的世界”，多么谦恭的自我－完善。

费尔巴哈

只有通过专门批判 《基督教的本质》，才能表明施蒂纳是否读过并理解了费尔巴哈的那本书，在

这里并不会做这种专门的批判。因此，我们将局限于做一些少许的批判。

当费尔巴哈说 “的确，费尔巴哈的虔诚性、受约束，就表现在他还趋向于某一个对象，他还愿

望着某个对象，还爱着某物———表现在他还没有高升到利己主义之绝对唯心主义”①，他相信自己是

在施蒂纳的意义上说话。费尔巴哈此时注意到下面这几行了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８１页说：
“这个爱的法则的意义约略如下：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对他来说超越于自己之上的一种东西。”② 神圣的

爱的这种某物是幽灵，第３８３页写道：“谁充斥着神圣的 （宗教的、道德的、人的）爱，谁就只爱幽

灵。”③ 随后，例如第３８３－３９５页写道：“如果爱不是我的感情，不是我的所有物，而是由于对象的
异己性造成的———由于绝对值得爱的对象造成的，等等。”④ “只有如若我的爱完全由自私的和利己主

义的利益所构成，因而我的爱的对象确实是我的对象或我的所有物之时，我的爱方才是我自身。”⑤

“我保持着古老的说法，而且 ‘爱着’我的对象”，因此爱着我的 “某物”⑥。

施蒂纳说：“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⑦ 费尔巴哈把这句话变成 “虚无本身”，并且由此推

论出，唯一者是一个虔诚的无神论者。然而，无是上帝的一个定义，费尔巴哈在这里玩弄了一个词。

塞利加 （在 《北德意志报》第３３页）也以费尔巴哈的方式与这个词纠缠。此外，《基督教的本质》
第３１页写道：“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只是把属神的存在者之宾词，例如爱、智慧、公义看做是无
谓的东西的人，而并不是仅仅把这些宾词的主词看作是无谓的东西的人。”⑧ 尤其是当无没有为了无

而强加在他的身上时，这与施蒂纳说的不一样吗？

费尔巴哈问：“费尔巴哈是在怎样的形态下保存上述这些 （属神的）宾词的呢？”他回答说：“不

是像它们存在在上帝里面时的那个形态，乃是像它们存在在自然和人里面时的那个形态，乃是作为人

所具有的属自然的特性。它们从上帝转移到人里面来，这样，它们便失掉了属神性之特征。”⑨ 相反，

施蒂纳回答说：费尔巴哈让宾词作为理想而存在———作为类的诸本质规定而存在，而这种本质规定在

个体的人那里只是 “不完满的”，而只有 “在类的群众中”才变得完满；他让宾词作为 “完满的人的

本质完满性”而存在，因此作为个体的人的理想而存在。他没有让它作为属神的东西而存在，因为

他让宾词脱离了其主词即上帝，而让它作为属人的东西而存在，因为他把宾词 “从上帝那里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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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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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４２０－４２１页。
［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２１页。
同上，第３２２页。
同上，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同上，第３２９页。
同上，第３２９页。
同上，第４１５页。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５３页。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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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来”。施蒂纳现在恰恰正在反对人本身，而费尔巴哈在这里又完全自然地带着 “人本身”出现

了，并且认为如果宾词只是 “属人的”或者被移到人里面，那么宾词立即就变为完全 “世俗的、通

常的”。但是，属人的宾词并不比属神的宾词更加通常和世俗，而且按照费尔巴哈上面的描写来看，

他距离 “真正的无神论者”还有很远；他也不想要做无神论者。

费尔巴哈说： “作为主词的上帝是基本的幻觉。”但是施蒂纳已经表明了，基本的幻觉毋宁是

“本质完满性”的思想，费尔巴哈全力维护这一 “基本偏见”，因此他恰恰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接着说：“费尔巴哈指出了，属神的东西并不是属神的，上帝并不是上帝，而只是那自己爱自

己 （并且还是最高限度地自己爱自己）、自己确立自己和自己确认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物。”① 但是，谁

是这一 “属人的存在物”？施蒂纳已经证明了，人的本质正是那个也被叫作人本身的幽灵，而且你、

唯一的存在物由于这一人的本质的幽灵而失去了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你的 “自我肯定”。因此，施蒂纳

提出的论点又被完全避开了。

他继续说：“费尔巴哈著作的基本论题、核心是，消除本质的我与非本质的我之间的分裂，正在

于把整个的人，从头到脚，加以神化、也即加以肯定和承认。在这本书的末尾不是说过，个体的属神

性乃是宗教之被暴露了的秘密吗？”“《基督教的本质》也正是唯一不再把当代的口头语———人格性、

个体性———作无意义的夸夸其谈的书。”② 但是，从下面这段话可以得知 “整个的人”是什么，“个

体、人格性、个体性”是什么。费尔巴哈说：“在费尔巴哈看来，个体是绝对的、也即真正的、现实

的存在物。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说：‘就是这个排他的个体’呢？是因为那样一来他也许就不知道他

想要些什么了，那样一来他也许就下落到被他所否定的观点，下落到宗教的观点上去了。”———因

此，“整个的人”不是 “这个人”，不是通常的、犯罪的、自私的人。当他说出这个排他的个体是

“绝对的存在物”时，他无疑下降到了他所否定的宗教的立场上；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关于这个个

体说出了某种东西，而是因为他关于这个个体说出了某种宗教的东西 （“绝对存在物”），或者说是把

他的宗教的宾词用在了这个个体上，第二是因为他把 “一个个体”“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跟所有其余

的个体相对立”。因此，上面这些话又没有说出任何反对施蒂纳的东西，因为施蒂纳没有谈论一个

“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没有谈论一个 “就是上帝或者能够变成上帝的排他的不可比较的个体”；他

没有想过否认那个 “个体”是一个 “共产主义者”。虽然施蒂纳承认 “个体”“单个的人”等词，因

为他同时让这些词消失在 “唯一者”这个表达中；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他在 《我的

权力》这一节明确承认的东西。他在这里 （第２７５页）说： “最后我必须收回这种不彻底的表达方
法，只有……才继续使用这种方法。”

当费尔巴哈反对施蒂纳说的 “我超过人”时———他提的问题是 “但是你是不是也超过了男人

呢”，所以我们事实上必须完整抄写这几句充满男人味的话。他接着说道：“难道说你的本质，或者

不如说你的我 （因为，利己主义者拒绝本质这个词，尽管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男性吗？——— 〈毋宁

说施蒂纳只是清除了这个词例如在费尔巴哈那里所具有的表里不一，当费尔巴哈谈论我们的本质时，

他似乎真的在谈论你和我，而他谈论的却是一种完全下等的即人的本质，他此时把人的本质变成一种

上等的崇高的本质。他眼中的不是你这种存在物，不是作为一种存在物的你，毋宁说他关注的是作为

“你的本质”的人，他眼前的是人而不是你。施蒂纳例如在第５６页使用了 “本质”这个词，他在这

里说：“你自己连同你的本质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的本质并非是更崇高的本质，你的本质

并非比你更高、更普遍，它就如同你一样是唯一的，因为你是唯一的。”③〉———难道你可以把男性跟

你里面那个被叫做精神的东西分离开吗？难道你的脑———这个最神圣的、最高的身体器官———不具有

男性的一些特性吗？难道你的感官、你的思想不是男性的吗？而从另一方面说，难道你是雄性的动物

———公狗、猴子、牡马———吗？那么，你这个唯一的、不可比较的东西，换句话说，你的这个无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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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４２２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５－４６页。此处破折号里的内容并非费尔巴哈所说，而是施蒂纳插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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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除了就是陈腐的基督教超自然主义之没有被消化掉的残渣以外，还能是什么东西呢？”①

假如施蒂纳曾经说过：你超过了有生命的存在物或动物，那么他的意思是：你同时是动物，但是

动物性无法穷尽你。他同样说：“你超过人，因此你也是人；你超过男人，但你也是男人：人性和男

性不仅没有穷尽你，而且因此对于你而言，人们作为 ‘真正的人性’或 ‘真正的男性’摆在你面前

的一切东西都可能是漠不相关的。但是，你可以一直用这种自命不凡的任务折磨你自己并且已经被它

折磨了：即使在今天圣人们还想着用它们束缚你。”虽然费尔巴哈不是 “雄性动物”，但是难道他也

没有超过男人吗？他不是作为男人写他的 《基督教的本质》的吗？为了写这本书，他不需要比做一

个男人更多的东西吗？相反，这需要的不是那个唯一的费尔巴哈吗？即使另一个费尔巴哈例如弗里德

里希·费尔巴哈———他也是一个男人———也能够完成这件事吗？因为他是这个唯一的费尔巴哈，因此

他本来同时就是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一个法兰克人等；但是他超出了所有这

些，因为只有通过他的唯一性，这些宾词才有实在性：他是一个唯一的男人，一个唯一的人等，他其

实是一个不可比较的男人，一个不可比较的人。

因此，费尔巴哈想要他的 “相应地无性别的我”做什么呢？当费尔巴哈超过男人时，他 “相应

地”是无性别的吗？费尔巴哈最神圣的最高的器官 ［或脑］毫无疑问是一种男性的器官、一种具有

男性特征的器官，而且这个器官连同其他器官也是一种高加索人的、德意志人的器官，等等；但只是

因为它是一个唯一的、具有唯一特征的器官，不论可以设想这个世界上还充满多少 “器官”、多少这

样的器官或绝对的器官，它都是在整个世界中没有出现过两次的器官或脑，它才有所有这些特征。

而且，这个唯一的费尔巴哈应该是 “陈腐的基督教超自然主义之没有被消化掉的残渣”吗？

因此，下面这一点也很清楚了，即像费尔巴哈认为的，施蒂纳无法 “在思想中”把 “他的我同

他的感性的、男性的本质分离开”，正如假如费尔巴哈没有像他把唯一者描述为 “没有性别的”那样

以颠倒的方式把唯一者想象为没有个性的，那么 《维干德季刊》第２００页上对我的反驳也会被略过。
“将类实现意味着使某一种禀赋得以实现，使某一种潜能得以实现，一般地，使人本性的某种属

性得以实现。”② ———毋宁说，类已经通过这种禀赋实现了；而你从这种禀赋中所完成的东西就是你

的一种实现。你的双手在类的意义上被完全实现了，否则它们就不是手，而可能是爪子；但是如果你

训练你的手，那么你不是在类的意义上把你的手变得完善，你没有实现类，因为你的手完全地就是类

或 “手”的类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因此是完满的手，所以类已经是现实的或完满的———但是你把它们

变成你希望或者能够变成的东西，你把你的意志或你的力量灌注到它们之中，你把类的手变成一双唯

一的、你自己的和独特的手。

“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他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如此

说来，在费尔巴哈看来，伦理关系例如婚姻之所以神圣，决不是由于它们本身，而是仅仅由于人，仅

仅因为它们无非是人对人的关系———也即是属人的本质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③ 但是如果有一个

非人不把这种伦理关系视为适合于自己的，那该怎么办呢？费尔巴哈将向他证明，伦理关系是适合于

人本身、适合于 “现实的、感性的、个体的、人的本质”的，并且相应地也必然是适合于他的。这

种证明是如此的彻底和实用，以至于几千年来这种证明就已经把监狱中关满了 “非人”，即关满了那

些发现那适合于 “人的本质”的并不适合于自己的人。

费尔巴哈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 （施蒂纳也没有这样说，而只是谈到他用唯心主义的盔甲武装了

自己的唯物主义）；他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虽然他想象着他在谈现实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谈现实的

人。他也不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虽然总是在谈人的本质，即一种观念，但是他还想象着谈论 “感

性的人的本质”。他主张自己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承认他。但是，

他也要承认，他本身想要成为什么以及他在最后想要冒充为什么：他是 “共同的人，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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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４２６－４２７页。
同上，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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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施蒂纳也已经 （例如第４１３页）是这样看待他的。
唯一的关键点，即施蒂纳的如下主张，人的本质不是费尔巴哈的、施蒂纳的或任何一个人的本

质，正如卡片不是一个卡片楼阁的本质。费尔巴哈一直在围着这个点打转，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他

完全不受打扰地停留在他关于类和个体、你和我、人和人的本质等范畴上。

赫　　斯

赫斯在 《最后的哲学家》这本小册子中已经 “通晓了德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但是还没有通晓

“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 ‘哲学家’的脱离生活的发展”，并且通过他自己的、没有脱离

生活的发展确切地知道了，上面那种发展 “必然以 ‘胡言乱语’告终”。但是，一种脱离生活的发展

不是一种 “胡言乱语”吗？一种没有脱离生活的发展不同样也是一种 “胡言乱语”吗？不，这种发

展有意义，因为它要迎合大众的感觉。大众提到哲学家总是想到一种不理解生活的人。

赫斯是这样开场的：“谁都不会认为所谓天文学家是认识了太阳系的人。然而，在我们最后的德

国哲学家看来，据说认识了自然和历史的诸个人是类、大全。”① 但是，如果没有人想到后者，那是

为什么呢？到底是谁说过，因为单个的人已经 “认识了”自然和历史，所以他就是类呢？除了赫斯，

再没有别人这样说过。他还从施蒂纳那里引用一句话： “正如单个人是整个自然一样，它也是整个

类。”施蒂纳也许说过，单个人为了成为整个类必须首先认识整个类吗？毋宁说，赫斯这个单个的人

事实上才是整个 “人”类，他的每一寸皮肤每一丝毛发都证明了施蒂纳的格言。假如赫斯从来不是

一个完满的人，他是什么呢？假如他甚至只是缺少了人类存在的最微小的部分，他是什么呢？可能是

人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可能是一个天使、一只动物或者一副与人相似的图画，但是，只有当他是

完满的人时，他才可能是一个人。人不可能比赫斯更完满；没有比———赫斯更完满的人：赫斯是完满

的人，其实，如果人们乐意听到一个比较级的话，赫斯是最完美的人。一切东西，属于人的一切都在

赫斯身上；即使是使人成为人的小碎片，赫斯都不缺少。当然，对于每一只鹅、每一条狗、每一头马

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么，没有比赫斯更完满的人吗？作为人———确实没有。作为人，赫斯是完美的；正如———赫斯

身上不包含的东西，每一个人、人这个类之中也不包含：他随时随地都携带着它们。

这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即赫斯不是单纯的人，而是一个完全唯一的人。然而这种唯一性对

于人类从来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人不可能比他更完满。———我们此时不愿意做更进一步的阐述，因

为上面的内容已经足以表明，赫斯单纯通过一个 “被认识的太阳系”就能够证明施蒂纳犯有 “胡言

乱语”的罪过，是多么有说服力。他在自己小册子的第１１页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揭露了施蒂纳的
“胡言乱语”，并满足地喊道：“这就是新智慧的逻辑！”

赫斯对基督教发展的阐述，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直观，在这里无关紧要；他对费尔巴哈和布·鲍

威尔的特征的刻化，完全就像是一个 “不通哲学”的人做出的。

关于社会主义，他说：“它严肃地对待哲学的实现和否定，它没有单纯地说实现和否定哲学，而

是说出了如何否定作为单纯说教的哲学以及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哲学。”他本可以补充说，社会主

义并不单纯地想要 “实现”哲学，而是也想 “实现”宗教和基督教。如果人们例如赫斯了解了生活，

即生活的贫困，那么，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当 “永远的犹太人”工厂主哈迪陷入贫困，他非常容

易接受狡猾的学说，尤其是当他从 “人类的”牧师加布里尔听到了完全相同的学说，在加布里尔这

里，这种学说只有 “人性的”和悦耳的形式。这个加布里尔比罗丹更使人堕落。

赫斯从施蒂纳著作的第３４１页上引用了一段话，他从中得出如下结论：施蒂纳对 “现存的实践

利己主义提出的异议只是，利己主义者缺少利己主义的意识”。但是，施蒂纳完全没有像赫斯让他说

的那样说过，“过去的利己主义者的全部错误只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己主义”。施蒂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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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引用的那段话里说：“只要关于这一点的意识存在。”关于什么的？不是关于利己主义的，而是

关于攫取不是罪的。现在在赫斯歪曲了施蒂纳的话之后，他把自己文章的整个第二节都用来反对

“有意识的利己主义”。施蒂纳在赫斯引用的段落中说：“人们恰恰应当知道不该蔑视这一攫取过程，

而应把这一过程宣告为与他自己相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纯粹行动。”赫斯漏了这句话，因为相比马克

思之前 （例如在 《德法年鉴》中）针对小商贩和普遍人权已经说出的东西，赫斯对与自身一致的利

己主义者没有更多的理解；他重复了那些内容，却丝毫没有达到其先行者的敏锐技能。———施蒂纳的

“有意识的利己主义者”不仅不依附于罪的意识，不依附于法的意识，也不依附于普遍人权的意识。

赫斯以下述方式打发了施蒂纳：“不。你这卖弄小聪明的小孩。我之所以去爱去创造，决不是为

了享受，而是因为爱而去爱，因为创造欲、生命的冲动、直接的自然冲动而去创造。如果为了享受而

去爱，那时的我，爱和享受都没有了，是一样的道理，等等。”① 但是，施蒂纳在任何地方反驳过这

种陈词滥调吗？赫斯不是为了能够把施蒂纳称为一个卖弄小聪明的小孩而毋宁把一种 “胡言乱语”

强加于他吗？“卖弄小聪明的小孩”就是赫斯得出的最终判决，他在最后又重复了这个最终判决。通

过这个最终判决，他成功地 “通晓了德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赫斯 （在第１４页）让 “类分解为个体、家庭、部落、民族、种族”。他说，这种分解、“这种异

化是类的最初的实存形式。为了成为实存，类必须个体化”。只是赫斯是从哪里知道的类 “必须”做

所有这一切的呢？他从他所通晓的哲学出发对待 “类的实存形式、类的异化、类的自行个体化”等

一切，并且由于他例如 “抢劫”了费尔巴哈并且同时 “谋杀”了其中一切真正哲学的东西，他还从

头就犯下了他所喜爱的 “杀人越货”。假如他曾经从施蒂纳那里学习到，“类的异化”这个浮华的惯

用语是一种 “胡言乱语”；那么，他还应该从哪里搞来反对施蒂纳的武器呢？———如果不是从他通晓

的哲学中，那么自然就要借助于一种社会主义的杀人越货。

赫斯用下面的发现结束了他的第二节：“施蒂纳的理想是把国家纳入自身中的市民社会。”黑格

尔已经表明了，利己主义在市民社会中是居家的。谁要是现在已经通晓了黑格尔哲学，那么他就从他

所通晓的这种哲学中也知道，任何一个 “推荐”利己主义的人的理想都在市民社会中。他在后面又

一次抓住机会大谈特谈市民社会；还表明了相较于家庭是无私的场所，市民社会在同等程度上也是利

己主义的场所。它的意义毋宁是商业生活。就像今天到处发生的那样，圣人以及以一种神圣的方式能

够追求这种生活；像今天只在少许人中隐秘地发生的那样，利己主义者以及以利己主义的方式也能够

追求这种生活。市民社会完全不在施蒂纳心上，他根本没有考虑扩大这个社会，使它把国家和家庭都

吞进去。因此，赫斯之所以怀疑施蒂纳是这样的，这只是因为他在用黑格尔的范畴理解他。

无私的赫斯已经习惯于一种特殊的、收益丰富的和有利可图的措辞，他多次注意到，不幸的柏林

人既从莱茵省即分别从赫斯和那里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也从法国获得了他们的智慧，但是由于愚蠢破坏

了美好的事物。因此，例如他说：“最近我们这里有关有肉身的个体、现实的人、理念的现实化有如

此多的讨论，以至于即便寄往柏林的这方面情报把哲学家的头脑从它们所沉迷的至福状态中摇醒了，

人们也不会感到惊奇。但是哲学的头脑已经哲学地理解了事情。”② ———为了恰当地传播一种应得的

声誉，我们必须提到这一点；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有关现实的人以及类似的东西———尽管不是 “最

近”———在 《莱茵报》上已经 “谈论”很多了，而且只有莱茵的通讯员在这么做。

同样，赫斯想要 “让哲学家理解我们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人之下理解的是什么”。因为他想把它变

成可理解的，因此他说他的现实的人是一个概念，因此不是现实的人。赫斯本身虽然是一个现实的

人，但是我们想送给赫斯的，正是他在现实的人之下所理解的，因为在莱茵省 （“在我们那里”）关

于这一点已经谈得足够多了。

施蒂纳说：“当你享用圣物，你就使它成为所有物！消化圣饼吧，你就摆脱了它。”③ 赫斯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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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斯：《赫斯精粹》，第１９１页。译文有改动。
同上，第１９５页。
［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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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仿佛我们没有很久以前就享用完了我们神圣的所有物！”是的，我们享用完作为圣物、作为一

种神圣所有物的所有物；但是，我们这时并没有享用完神圣性。施蒂纳说：“当你享用圣物 （赫斯并

没有那么严格地对待圣物，他让施蒂纳说的是 ‘神圣的所有物’而不是 ‘圣物’），你就使它成为所

有物。”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它是一种你能够扔掉的某物 （例如破烂）。

赫斯让那个施蒂纳说 “理性和爱一般而言是没有实在性的”。但是，这位施蒂纳说的不是我的理

性、我的爱？在我身上，它们是现实的，它们有 “实在性”。

施蒂纳应该说：“我们不能由内而外地发展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属性。”你可能已经发展了你的

本质，但是 “我们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种不同的东西，我的书的整个第一部分都在处理这个

问题。尽管如此，赫斯在你的本质和我们的本质之间还是没有做出任何区分，在这样做时，他追随了

费尔巴哈。

赫斯批判施蒂纳只了解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而且这种开始阶段 “也只是从传闻而了解的。否

则的话，例如，他必然知道，立足于政治地基上的共产主义本身早就已经分裂为利己主义 （私人利

益）和人道主义 （献身）这两个对立面了”①。即使施蒂纳更好地看透了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本

身，赫斯也许比施蒂纳多了解上千件事情。这个对立对赫斯很重要，对施蒂纳则是次要的，而且只有

当施蒂纳也像赫斯那样对利己主义完全不清不楚的时候，这个对立对他才可能看起来是充满意义的。

顺便说一下，施蒂纳 “对于社会一无所知”，这句话对于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都是

自明的，不需要赫斯来证明。假如施蒂纳了解社会，他怎么可能敢于写书反对它的神圣性，此外他怎

么可能敢于写得如此详细，如此无所顾忌！

即使没有读过施蒂纳的著作，任何人也都会立即无可争辩地看出，赫斯的下述判断有多么正确，

以及他有多么不必要去证明下述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判断是：“施蒂纳对国家的反对与自由思想的资

产者完全俗套的反对一样，自由思想的资产者在人民陷入贫困和饥荒时同样把责任推给国家。”②

赫斯以如下方式责难施蒂纳：“唯一者，你是伟大的、独创的、天才的！但是，我认为你所谓的

‘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至多只是纸面上的。由于我不凑巧而没有拜见你，且让我谈谈你所说的 ‘利己

主义的联盟’的思想独特的特征。”他想谈谈关于这种联盟的思想的特征，是的，他也谈了它的特

征，因为他毋庸置疑地说：这种联盟是 “想要把利己主义的最粗陋形式即野蛮导入现在的生活的想

法”。因为他关注的是这种联盟的 “思想”，因此他也解释了他想要在纸面上看到这种联盟。正如他

在唯一者之中只看到了一个思想、一个范畴，对于他而言，那种联盟 （其中唯一者恰恰是生活重心）

自然地也必然只变成了一种思想。如果有人现在向赫斯重复他自己的话：“最近我们这里有很多关于

唯一者的讨论，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也寄往了科隆；但是科隆那边的哲学头脑哲学地理解了事情”，从

这里如何制备一种 “思想”呢？

但是，他进一步证明道：“我们过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利己主义联盟的历史。其产物———古代

的奴隶制、浪漫派的农奴制以及现代的原则上的普遍的农奴制———是我们所有人众所周知的。”③ 首

先，赫斯在这里设定的是 “利己主义联盟”———他也需要这样来理解———而不是施蒂纳的 “利己主

义者的联盟”这个表达。他想要说服的那些读者立即就会发现，下面这一点确实是正确的和毫无疑

问的，即只有不折不扣的 “利己主义联盟”存在过。其实从他的前言中可以看到他不得不说服的是

哪些人，是这样一些男人，他们 （像布·鲍威尔）的著作来源于 “反动势力的煽动”，因此来源于非

常精明和政治的头脑———但是，那个让大多数人的最自然最公开的利益都受骗的联盟，是一个利己主

义者的联盟吗？“利己主义者”在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或农奴的地方会结成联盟吗？虽然在这样

的社会中有些利己主义者在某些方面能够被称为一种 “利己主义联盟”；但是，奴隶其实并不会从利

己主义中探寻这样的社会，而是相反，在他们利己主义的内心里是反对赫斯所谓的这种美好的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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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在社会中，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另一个人的需要为代价，例如，在这里，只有其他

人必须劳动到筋疲力竭，一个人才能满足其休息的需要；或者说，其他人贫穷困苦甚至快要饿死的生

活才能带来一个人舒适富裕的生活；或者说，一个人穷奢极欲，是因为其他人是如此愚笨以至于要忍

饥挨饿，等等———赫斯把这个社会称为利己主义的联盟，而且正是因为他免除了 “其批判性良心这

一秘密警察”的监视并破坏了警察规则，他才把他的利己主义的联盟等同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

联盟。施蒂纳可能也需要 “利己主义的联盟”这个表达；但是首先这个表达是由 “利己主义者的联

盟”解释的，其次这个表达是正确的，而赫斯用它称谓的毋宁说是一个宗教社会，一个在神圣的方

面由法、法律和各种仪式或者各种正义的庆典支撑起来的共同体。

如果赫斯不想在纸面上而想在生活中看看利己主义的联盟，那么这确实会有所不同。浮士德就生

活在这种联盟的中心，他呼喊道：“在这里，我是人，在这里，我可以是人。”———歌德在这里说得

清清楚楚。假如赫斯用心地观察他如此重视的现实生活，他会发现千百个这样的利己主义联盟，有些

转瞬即逝，有些则持续很久。也许，这一刻孩子们在他的窗前就跑到一起结合成了一个游戏伙伴；如

果他观察他们，他将看到一个有趣的利己主义联盟。也许，赫斯有一位朋友，一位爱人；那么他可以

知道如何以心交心，他们两人如何为了互相的享乐而利己主义地结成联盟，如何做到谁都不 “吃

亏”。也许，他在大街上碰到几位熟人，他们邀请他一起去喝些酒；他是为了向他们效劳而一起去

呢，还是说他与他们联盟起来是因为他会从中获得享乐？他们应该因为 “牺牲”而满心感谢他，还

是说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一片刻共同构成了一个 “利己主义的联盟”？

赫斯确实没有观察这些普通的例子，没有观察它们与神圣的社会、与神圣的社会主义者的 “市

民社会、人类社会”有着何种意义重大和天差地别的区别。

关于施蒂纳，赫斯说：“他不断处在他的批判性良心这一秘密警察的监视下。”① 除了当施蒂纳在

批判时，他不想在狂欢中从事批判，不想胡说八道，而只想真正从事批判，上面这句话还说了别的更

多内容吗？但是，赫斯却想由此证明，他不能在施蒂纳与布·鲍威尔之间找出任何真正的区别是多么

正确。但一般说来，除了神圣的社会主义者与 “自私自利的小商贩”之间的区别，他还知道要找出

任何别的区别吗？这个区别本身超出了装模做样的区别了吗？他为什么需要找出布·鲍威尔与施蒂纳

之间的区别，因为批判毫无疑问是———批判吗？有人可能会问，赫斯一般而言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些如

此奇怪的怪人？除了把他自身的意义强加于这些人———就像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所做的那样———之

外，他在这些人身上从来都很难发现别的意义，因此，就像赫斯在他的序言中说的，这些人必然

“落入胡言乱语”———为什么在他面前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最人性行为领域时，他需要研究这些人？

最后，回顾一下费尔巴哈的 《对反黑格尔者的批判》第４页的批评，想必不是不合时宜的。②

（责任编辑　巳　未）

５３

①

②

［德］赫斯：《赫斯精粹》，第２０１页。译文有改动。
这里说的是费尔巴哈的著作 《对 ‘反黑格尔者’的批判。哲学研究导论》（安斯巴赫１８３５年版）的序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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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来看

罗朝慧

【摘要】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完整呈现了劳动和私有财产 “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

作为异化劳动 “结果”的私有财产本质即 “异化四规定”上，而且包括作为资本、作为主体的私有财产对

劳动的支配控制权力关系，以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基于工人生存和劳

动状况而描述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史，不同于黑格尔自由概念的 “现实化”运动，也

不是费尔巴哈非历史的 “类本质”异化过程，不能按照纯粹的哲学分析或逻辑推论，使其陷于 “循环论

证”和 “孤立人”难题的形而上学倒退。马克思感性生存论视域的异化论初步开创了经济－阶级分析的社
会批判 “总方法”，为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核心要索和基本原则，以存在论的哲学革命姿态拉开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理论；劳动和私有财产；循环论证；孤立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３６－０９

作者简介：罗朝慧，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马克思的 ‘经济－阶级’自由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

（１９ＹＪＡ７１００２６）

马克思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１９３２年出版问世以来，其核心的异化理论就在学界引起
诸多争论和质疑，尤其是其唯心主义哲学性质及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问题。前一问题以法国马克思主义

者阿尔都塞 （Ｌ．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的 “认识论断裂”为代表，得出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唯心主

义总问题”“哲学的抽象”① 等论断；后一问题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 “ａｐｏｒｉａ大讨论”② 为代表，
认为马克思异化概念局限于费尔巴哈 “孤立人”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结构，存在 “个体人”向 “社会

人”过渡和转变的难题，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解释存在 “循环论证”的逻辑困境，导致最终推论

失败。这种诘难强化了学界对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 “唯心主义人本主义”“抽象人道主义”等消极印

象，加剧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及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和隔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后续研究

仍在承认ａｐｏｒｉａ难题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向后”研究寻求解决。例如，大井正 （ＯｏｉＴｏｄａｓｈｉ）、服部
文男 （ＦｕｍｉｏＨａｔｔｏｒｉ）认为 “循环论证”问题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理论中才得到彻底解决；

望月清司 （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Ｓｅｉｊｉ）将 “自我异化”向 “人同人异化”过渡和转变的困难，诉诸 《穆勒评

注》的 “交往异化”得以证成和解决；广松涉 （ＨｉｒｏｍａｔｓｕＷａｔａｒｕ）则认为马克思因其异化论遭遇逻

６３

①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２０，７４页．
ａｐｏｒｉａ是希腊语，意指在推论中产生的悖论，即理论或论据自相矛盾，出现无法解决的逻辑困境，导致整个推论以失败告终。日
本学者清水正德最早提出，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无法解决的 ａｐｏｒｉａ难题，大井正、梅本克己、广松涉、三
之内靖等进一步深化，他们总体上认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存在 “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和 “孤立人”难题，所以马克思后期

放弃异化理论而转向分工理论和物象化理论。（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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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困境而将其放弃，后期转向 “物象化论”研究。① 此后，学界也随之转向分工理论、市民社会理

论、交往异化理论以及物化或物象化问题的研究，异化论难题慢慢沉寂下来。今天国内外学界对马克

思异化论的成就地位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后期著作的 “断裂”或 “连续”关系仍争论不一，很大

程度上跟异化论难题的长期搁置和晦暗不明有关。可以说，澄清并破除马克思异化论中的 “循环论

证”错误和 “孤立人”难题成为克服异化论偏见的关键。

欧洲学界较少关注 “自我异化”的 “循环论证”和 “孤立人”难题的解决。前苏联著名的

《１８４４年手稿》研究专家卢森贝 （Д．И．Розенберг）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互为因果的 “相互

作用”关系，解释为 “辩证发展”的结果②，却对这种 “辩证”关系没有具体的详细解释。我国学

者对异化论逻辑问题也通常以辩证法为由略过，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正式回应和解

决③，但主要着力于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重释及其论证逻辑的重构，有点轻忽劳动和私有财产 “相

互作用”发展历史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即作为资本、作为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对劳动的支配控制，

以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要真正破除 “否定异化论”的旧教条、旧成见，彰

显异化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奠基性理论发现和感性存在论转向的哲学革

命，就必须深入到劳动和私有财产 “相互作用”发展的整个历史运动过程中去考察，分析 “循环论

证”和 “孤立人”等相关质疑内在的悖谬、误解所在。

一、“别人”问题：第一和第二规定之间的逻辑断裂？

对马克思异化论的ａｐｏｒｉａ诘难首先认为，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无法过渡到第二规定，二者在 “别

人”问题上存在逻辑断裂。理由是：第一规定 “劳动产品的异化”主要表现为 “自然的异化”或

“物的异化”，属于单纯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结构的一般劳动对象化，不存在 “别人”，但是第二规定

中存在 “别人”，即工人的劳动属于别人，因此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就发生了逻辑断裂。那么，第一

规定中 “自然的异化”是否属于一般劳动对象化而不存在 “别人”呢？望月清司虽不完全否定异化

论，但认为 “自我异化”论的确存在诸多逻辑困难，首先把第一规定理解为贯穿人类历史劳动过程

的 “自然的异化”或 “事物的异化”；作为 “异化劳动的原点”，“第一规定的劳动者在逻辑上是孤

立的人”，“他与 ‘一个别人’无关”。④ 韩立新认为，第一规定包括自然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

但只有 “劳动产品的异化”才与马克思要论证的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问题 “相契合”，“自

然的异化”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展开的，它跟社会制度无关。⑤

然而，马克思在解释第一个异化规定之初，就直接根据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

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越变成廉价的商品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后续研究，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韩立
新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苏联］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８
年，第１２３页。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异化论难题的回应和解释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通过区分外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的不同含义，如

姜海波和魏小萍；二是按照 “历史”和 “逻辑”或 “现象”和 “本质”关系的解释路径，破解 “循环论证”难题，如韩立新和

王峰明；三是运用黑格尔的 “逻辑学”或 “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构式解释，如张一兵和彭晓涛。（参见姜海波：《私有财产的

起源与外化劳动————解读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８年第１期；魏小萍：《探求马克
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３６页；韩立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学术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３
期；王峰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试解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理论难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张一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劳动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三笔记再研究》，《学术
界》２０２１年第７期；彭晓涛：《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学基础———兼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 ‘循环论证’问题》，《天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８、７６页。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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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不同于一般劳动对象化的异化劳动，无非是表明劳动产品作为独立的 “异己存在物”，是 “固

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因而 “不依赖于生产者力量”，而与 “劳动相对立”。① 这是国民

经济学也承认的属于一般劳动对象化特征，人通过劳动创造的 “物”或对象世界在人之外独立存在，

但还不足以表现和说明 “物”与 “人”之间何以存在敌对性、统治性和奴役性关系。国民经济学家

正是对异化劳动和一般劳动不作区分，把私有财产视为一般劳动对象化的产物，陷入不能解决的诸多

“二律背反”困境。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国民经济状况下的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是 “劳动的对象化表现

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

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② 这里的 “丧失”

“被奴役”“被剥夺”等表述，显然不是国民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一般劳动对象化意义上人与物之间简

单的主客体对立和异己关系，而是暗含着一个 “别人”占有、支配和控制他的劳动产品，才可能造

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完全分离排斥和敌对的。

马克思反对将异化劳动无差别地等同于一般劳动对象化，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状况下的劳动对象

化实际上是工人的生产以及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劳动

者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本来是自然界是与人们生存和劳动不可分割的无机身体，是人们生存和劳动的

第一源泉。然而，国民经济学状况下的对象化劳动则 “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③：工人越是通过自己

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一是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

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生活资料，二是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因

此，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自然的异化：“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

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④

马克思把劳动产品的异化，包括劳动改造后的自然界的异化统称为 “物的异化”，这不再仅仅是人与

自然界或劳动产品之间单纯的主客体二元关系，而是隐含着与另一个占有并控制着他的生存和劳动资

料的 “别人”的关系。问题在于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 （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

动本质的异化”⑤，回避了工人同劳动产品之间的真实关系，掩盖了 “人－物”分离对立背后 “人 －
人”对立的支配控制权力关系。

第二规定的核心内容是：“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

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⑥ 望月清司认为第一规定的 “孤立人”和第二规定的 “一个别人”

存在逻辑破绽，二者间存在从简单商品生产的 “领有”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 “私人所有”的飞跃，

中间缺了一环，缺乏对 “类和个体关系”的说明。⑦ 韩立新也认为在第一规定 “自然的异化”中，

“劳动与对象只是一个单纯的主客体关系，没有一个 ‘别人’出现的空间，从第一规定根本就推不出

第二规定”⑧。然而，马克思由第一规定向第二规定的过渡是非常顺畅自然的，不存在断裂。马克思

说第一个异化规定是 “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 “异化

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⑨。意即工人不仅同自己的劳

动结果是分离和敌对的异己关系，而且劳动活动本身也不是属于自己的：“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瑏瑠 所以，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５７页。
马克思在解释第三规定 “类的异化”是由于第一、第二种异化的必然结果时，把它们分别概括为 “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和

“人自身机能或生命活动的异化”。（同上，第１６１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５８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７４、７７页。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１６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９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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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规定是对劳动的异化行为的两个方面——— “物的异化”和 “自我异化”———的考察，即

从劳动成果的异化到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二者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或生产行为，都

被 “别人”占有、支配和控制。然而，质疑第一和第二规定之间存在逻辑破绽的观点，把两者看成

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差别，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劳动或同一生产行为的两

个方面，即劳动结果和劳动活动分割成属于两段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认为前者是不存在 “别

人”的一般劳动对象化，而后者是存在 “别人”的异化劳动，导致同一生产劳动行为跨越两段历史，

既存在异化又不存在异化，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的悖谬，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矛盾而奇怪

的。况且，纯粹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称不上真正的劳动，也构不成马克思所说的异

化，现实的生产劳动必然包含着人对自身、对外物、对他人的感性联系。

二、“孤立人”难题：“自我异化”无法过渡到 “人同人的异化”？

异化理论的第三规定和第四规定分别是 “类本质的异化”和 “人同人的异化”，这是 “孤立人”

诘难的核心所在。ａｐｏｒｉａ质疑不仅认为第一规定 “物的异化”中人与自然的单纯主客体关系，推不出

第二规定中的 “别人”，而且认为第二规定的 “自我异化”推不出第三规定 “类本质的异化”，甚至

认为前三个规定都属于 “个体人”或 “孤立人”的 “自我异化”，因而无法推出第四规定 “人同人

的异化”。典型的 “否定异化论”者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第一手稿的异化论还处于费尔巴哈 “孤立

人”的主客二极关系结构的自我异化框架之内，很难解释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涉及的至少三极以上的

“社会的共同活动”关系。① 韩立新也认为，马克思第一手稿中所说的 “类本质”仍然是一个孤立人

的类本质，不具有 “共同体本质”或 “社会关系总和”含义，这个 “孤立人”的类本质很难递推和

解释第四个异化规定，即 “人同人的异化”的 “社会人”②，因而与望月清司一样主张借助 《穆勒评

注》中 “社会人”的 “交往异化”来解决。

马克思这里的 “类本质”是否属于费尔巴哈 “孤立人”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结构？第一，马克思

异化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经济事实———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及普遍的非人劳动现象，

孤立个人的生产事实上早已不再存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说

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③。第二，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接

触到的无产阶级即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工人，“已经不是半哲学的抽象，而是具体的人了”④。马克思当

时埋头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理解到只有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才能认

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改造方式，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批判。第三，马克思描述的

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人的劳动在金钱、资本中的异化，这是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是

对感性的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本质关系的分析，这不是法权正义或道德伦理问题，也非费尔巴哈的宗

教异化问题或黑格尔 “自我意识”的异化问题，此时的马克思在思想立场和社会活动上都不可能倒

退回黑格尔的自由和理性批判或费尔巴哈半唯物主义的人本学批判。吴晓明认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本质导回到费尔巴哈，依循了一条抽象的和退行的路线。⑤ 第四，马克思的 “类存在” “类本质”

是指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或生存实践特性：人是 “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即肉体的自然存在

物，同时是 “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⑥ 这里

的 “自由意识”不是对人的精神本性的哲学规定，也不是人性的价值预设，而是人对自己生命表现

活动或生产生活本身的感性自觉：“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通过实践创造对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邓习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０８页。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１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６、９页。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２卷，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５年，第１２页。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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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

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① 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同时是构建自己的生活世

界，包括与自然界、与他物、与他人的对象性关系，人正是在自己所创造的生存条件或对象性关系

中，意识到自己的类本质即社会生活中的类存在。奥古斯特·科尔纽 （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ｒｎｕ）指出，马克思
那里的 “类本质”实际上 “获得了社会历史的意义，原则上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术语，而越来越变成

了新的思想内容的外壳”②。艾伦·布坎南 （ＡｌｌｅｎＥ．Ｂｕｃｈａｎａｎ）也认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与其类
本质相异化的分析，展示了一种 “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概念。③

“类存在”“类本质”作为人实现自身生命力量的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和感性交往，怎么发生异

化？又怎么由第一、第二异化规定递推而来呢？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类”的异化是第一、第二异化

的必然结果：“由于 （１）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２）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
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④ 整个自然界作为人们生产生活、改造世

界的 “身体的无机界”和 “精神的无机界”，越来越广泛地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支配和控制的物质

条件，工人完全失去了生存和劳动必需的对象，不得不依赖资本家并必然导致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

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⑤。工人的劳动产品和

劳动活动被别人占有和支配，不是对其 “类本质”即作为人的感性需要、感觉、天赋、个性和才能

等对象性生命力量的主体性的肯定、确证，而是否定和摧残。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类本质相

对立这三个方面都是对工人异化劳动与自身关系的考察，属于 “自我异化”。与此同时，异化劳动的

另一面是与他人的对象性关系，即造成 “与他人对立”的 “人同人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

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即人与人交往的异化。当人同

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对立。”⑥ 也就是说，“自我异化”与 “人同人相异化”属于资本主

义生产条件下异化劳动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特征，二者是一回事，就是工人的实际生活现状，这并不存

在知性形而上学所理解的 “个体人”向 “社会人”过渡的难题。个人的实际生存和劳动始终处于与自

然、与外物、与他人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

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

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⑦

马克思说 “自我异化”与 “人同人异化”只是对国民经济事实的本质真相分析，还必须追问：

与工人相对立、相分离的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到底属于谁？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一种

异己的、被迫的活动，它到底属于谁？它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⑧ 马克思

明确回答：“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只能是 “属于工人之

外的他人。”⑨ 这个 “他人”就是 “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却主宰支配着工人的生产和

产品的资本家。由此便知，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就是工人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或者说

工人 “自我异化”的产物或必然结果就是 “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瑏瑠 资产阶级私有财产

不仅表现为物质财富，而且包含着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

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瑏瑡，即工人对工人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对立关系，阶级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２卷，第２３２页。
［美］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１页。
同上，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同上，第１６５页。
同上，第１６６、１６８页。
同上，第１６８页。



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 “循环论证”和 “孤立人”难题之伪

的对立由此产生。这样，马克思就把那个统治和奴役工人的 “异己存在物”“异己力量”清晰地呈现

出来，破除了 “异化”概念长期陷于形而上主体－客体关系中的神秘性、抽象性和含糊性。

三、“循环论证”困境：异化劳动的前提、结果和原因是同一私有财产概念？

日本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前提推出的，与他要从异化劳动推论

私有财产起源和本质的初衷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就犯了 “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广松涉认

为，马克思后面 “不得不放弃异化论研究”，正是因为在 《１８４４年手稿》中遭遇了异化劳动和私有
财产之间产生的循环论证结构 “这个难点”。① 那么，作为异化理论 “出发点”的私有财产与作为异

化劳动 “结果”的私有财产是否同一？作为异化劳动 “原因”和 “结果”的私有财产概念是否同

一？引起和造成异化劳动的 “原因”到底是何种意义的私有财产？

首先，作为 “出发点”和 “前提”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 Ａ，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
Ｂ是不同的，Ａ推不出异化劳动。马克思虽然从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前提和经济事实出发，但并不
满意它们将私有财产视作无需解释证明的既定历史事实或物质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而不说明私有财

产本身的历史运动和本质，只是 “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

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②。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心是带来财富的 “劳动”或 “生产”而不是

“人”，他们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视为经济规律、自然现象，遮蔽了其中感性的人本主义要素和关

系。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对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异化劳动四重

规定，指出私有财产本质上就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非天然生成的或神创的，揭开国民经济事实

的真相。意即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Ｂ，不等于作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Ａ。
在马克思的论证逻辑中，作为 “出发点”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 Ａ并不是引起和造成异化劳动

的原因，但是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也不能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 Ｂ得到充分解释。此时私
有财产Ｂ的起源和本质只是从与异化劳动的对象化关系来说的，还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特殊性。私有财产自身发展的历史活动还有待考察，包括它何以发展到现在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

又何以发展为一种主体的、能动的私有财产形式 Ｃ而与异化劳动形成 “相互作用”关系？所谓 “相

互作用”就是 “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

化的实现”③。所以，当国民经济学前提即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本质真相被发现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之

后，还要考察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自身生成发展的历史运动过程，寻找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如马克思

所说：“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

性。”④ 这就进入异化理论的第二个环节：作为自由资本和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的生成历史及其与劳

动的相互关系。可见，马克思的前后论述并没有在同一层次和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概念，不存在

“循环论证”问题。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的非人劳动现象 “具体化”为四重异化规定以说明

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只是破解国民经济学 “二律背反”的第一步，也是解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

产 “相互作用”关系的第一步，为第二、第三笔记深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发展历史的进一步考察，

提供了 “一种方法论前提和批判尺度”⑤。

作为异化劳动 “结果”的私有财产 Ｂ，是由劳动的对象化关系出发来考察和解释的，还没有从
私有财产自身的历史运动来理解异化劳动的生成及其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私有财产最初

表现出来的 “单向”对立，还只是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一种 “无关紧要的对立”，还没有发展为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第２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５页。
同上，第１６６页。
同上，第２３６页。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４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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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来理解的对立”。①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 “能动的” “内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二者

之间何以形成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对方的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双向能动关系？因此，马克

思在结束异化四规定的论述之时，提出还要解决 “两个任务”：（１）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
财产的关系来规定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２）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怎
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马克思由此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

题。② 马克思这个 “突然迂回”引起一些学者的疑惑：马克思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到已经解决了的私

有财产起源问题上呢？广松涉认为，这是马克思觉察到 “自我异化逻辑所具有的难点”，且 “一直没

能解答这一设问”，因而 “中断、放弃第一手稿”。③ 然而，马克思的异化论并未终止于对私有财产的

劳动对象性本质的探讨，而是继续考察私有财产何以发展为资本并造成异化劳动的历史运动及其未来

向何处去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在第二笔记中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 “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

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④。马克思在第一笔记中已经考察了作为异化劳

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关系，现在要解释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何以生成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历史阶段的

私有财产形式？马克思描述了私有财产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从重商主

义、重农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劳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成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形式，这里不赘述。当私有财产发展到以货币为最高形式的自由资本，即最发

达、最抽象的私有财产形式才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此时，“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

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变成 “只有货币内涵的资本和利息”，达到 “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的

自为存在的地步”。⑤ 此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为：“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

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资本一旦想到

不再对工人存在的时候，工人自己对自己来说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所以他

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⑥ 作为资本或货币形式的私有

财产Ｃ具有一种 “自为的”“能动的”追求——— “对货币的需要”，这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 “真正

需要”和 “唯一需要”，“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⑦ 正是发展为自由资本或货币形式的

私有财产Ｃ，才是异化劳动、贫困和阶级对立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原因和能动力量。
作为资本或货币的私有财产 “能动”的神奇力量从哪里来？这需要进一步回答 “这种异化又是

怎样由人的本质引起的”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三笔记 “私有财产和劳动”一节对此做了回答和阐释。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家提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赋予财富以人的主体本质：

“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所谓 “由人的本质引起的异

化”，就是 “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⑧ 人自身的生

命力量，包括感性的需要和意识、激情和欲望以及天赋、个性和才能等，都成了财富的源泉即私有财

产自身的主体规定，这意味着真正的财富不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活劳动即人力资本。从此，人的一

切对象性本质力量即生命力量都被沦为资本增殖的有用性工具、手段，人由 “劳动的人”变成 “作

为资本的人”。“资本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

泉。”⑨ 一切特殊形式的具体劳动都被抽象为无差别的、平等的 “无人身”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统

治了具体劳动。作为资本、作为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Ｃ“能动”发展的最高现实是：“一切财富都成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第２０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７０页。
同上，第２２４页。
同上，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同上，第１７６页。



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 “循环论证”和 “孤立人”难题之伪

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

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马

克思因此指责 “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尊重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①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和一般劳动概念将人的活生生的生命力量及其感性需要乃至整个生活世界，都

抽象化为若干经济学范畴，这正是国民经济学的 “非人”所在。

四、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财产与社会的人的感性统一

劳动和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得以充分发展和完成，二者之间才真正形成相互嵌入、相

互生成对方的内在的、能动的 “相互作用”关系，同时表现出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即 “排除财产

的劳动”与 “排除劳动的资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和敌对的矛盾关系。马克思

认为这恰恰是 “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②，因为矛盾解决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形成

彼此互相需要、相互依赖而共生共存的感性对象性关系。马克思提出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或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正是以劳动和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了的工业文明为经验条件和历

史基础的，而非他个人基于善良意志或崇高道德而对未来社会的主观设想和美好愿望，“整个革命的

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③。

马克思指出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④，表明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

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或历史倒退，而是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劳动发展的历史运动中

对其物质条件和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发展。扬弃私有财产就是扬弃自我异化，就是扬弃那种狭隘的

作为个人直接的和片面的享受、占有和拥有的私有财产 （资本），“向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

的复归”，使人的一切活动和享受的存在方式和内容 “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⑤ 马克思这里

所说的 “社会”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实践原则，也就是复归人感性生存的对象性 “类本质”“类

存在”和 “类生活”，即社会的劳动与社会的财产的统一，使整个社会生产资源和物质财富不再为少

数人私人占有，从而拥有支配和控制其他一切人生存和劳动条件的社会特权。如马克思后来在 《德

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对于资产者认为是 ‘个人的’东西，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要加以 ‘掠夺’

的。”⑥ 所谓 “社会的”财产就是源于人们生命活动或生产生活所创造的整个社会财富或生产工具总

和，它们必须同时是对每个个人自由自觉劳动、充分实现其感觉、需要、天赋、才能及自由交往和联

合的肯定、确证、保护和保障，才能使人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

面本质”，实现 “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⑦。这样，扬弃了私有财产的 “社会的”财产才

真正成为 “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向

着现实的人即 “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复归。⑧ 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 “否定之否定”，

在双重意义上证明 “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

要消灭私有财产”。⑨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毫无历史和现实根据的伦理要求、道德原则，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

财产和异化劳动发展的历史运动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发展方向，不是完全外在和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及

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一种乌托邦理想，因而不再是借助于理性要求、善良意志、崇高道德或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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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２、１７９页。
同上，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８６页。
同上，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２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同上，第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４页。
同上，第２３１、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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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批判和拯救现实世界、构造未来社会。然而，共产主义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经

济生活领域的解放，而是一切生活领域的解放，因为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

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

会的存在的复归……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①。同时，共产主义不只是理论的或认识的任务，

而是 “现实生活的任务”，“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工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要扬弃

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并 “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

程”。② 总之，共产主义是一个艰辛漫长的感性实践性历史事业。

五、结　　语

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手稿》的异化论摒弃了近代形而上学主体 －客体二元哲学范式，直接从资本主
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现实的劳动和生存状况出发，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生成发展的感性历史及其相互

作用关系，如实描述并呈现为三个连续性历史运动环节：（１）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 （否定

性的感性对象性同一关系），（２）作为自由资本和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 （相互依赖和对抗的矛盾关

系），（３）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社会的财产与社会的人的感性统一）。这并不是马

克思根据某种先验的一般性主体概念或道德价值原则，而构思设计出来的一个普遍的、哲学的或规范

性的人类世界图示。在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的存在论哲学视域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是两个完全不

同和分离隔绝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人们的生命活动所生成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在不同生产形式下的内

容和表现不同。如果还按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体 －客体二元关系和哲学 －逻辑的概念分析，认为 “自

我异化”的 “个体人”与 “资本主义私人所有”的 “社会人”是分离和对立的，而导致不可克服的

“循环论证”困境和 “孤立人”难题，那就将马克思感性生存论路向的异化劳动理论倒退回理性逻辑

的形而上学哲学怀抱中去了，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１８４４年时期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方向。
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为核心的首次国民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运动发展就是异化劳

动以及阶级和阶级对立产生形成的历史，指明了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是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然方向，提出人类解放首先是工人解放③的共产主义 “总问题” “总任务”，初

步开创了经济－阶级分析的社会批判 “总方法”，以感性生存论的哲学革命姿态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序幕，向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或观念论传统发起攻击。马克思后期著作不再经常使用 “异

化”和 “类本质”等旧术语，并不意味着其早期异化论失败因而完全抛弃或与之彻底决裂，相反，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理论为他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 《资本论》提供了核心要索和基础性

原则：“我们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

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④ 可

以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 “作为深刻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系统制定历史

唯物主义的跳板”⑤，为他以后对一切经济学范畴何以产生的历史考察及其 “病理学”的批判分析提

供了一个重要 “入口”。

（责任编辑　巳　未）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６页。
同上，第１９２、２３２页。
马克思在论述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

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

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同上，第１６７页。）
同上，第１６７页。
［东德］弗里茨·库姆夫：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向东译，重庆：重庆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３页。



马克思 “现实的人”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

———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共产党宣言》

莫小丽

【摘要】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思想的前提。与其他思想相区别，马克思思想中的现实的人是一种处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而形成的结构性存在的人。从思想史发展来看，如果说 《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的 “现实的人”只是一种 “理论假设”和 “思维抽象”，是哲学的宏观表达；那么 《哲学

的贫困》和 《共产党宣言》分别从 “经济－人”、“阶级－人”的 “思维具体”层次进行的论证是中观论

证；《资本论》语境中对现实的 “资本关系”与 “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和静态结构进行了微观透视，尤其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予以阐释和说明。因此，现实的人是处于运动过程、多重对象性关系形塑的结

构中的人，这一内涵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

【关键词】现实的人；结构性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本质抽象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４５－０９

作者简介：莫小丽，重庆人，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社会哲学比较研究”（１８ＣＺＸ００８）

近年来，尤其世纪疫情发生以来，关于主体性、“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再次成为哲学讨论

的热点。据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在马克思那里，“人”这一术语有 “人类”（Ｍｅｎｓｃｈ）、个人 （Ｉｎｄｉｖｉ
ｄｕｕｍ）和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三种表达。① 对 “人”这一术语的原文勘校于此不做过多讨论，这里要讨论

的是思想史语境下 “现实的人”的理论内涵展开过程。笔者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核心文本 《德意志

意识形态》（以下简称 《形态》）、《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 《贫困》）、《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②为例，对 “现实的人”进行思想史考察。在 《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从 “现实的人”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向 “现实的个人”（ｄｉｅ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③ 的转变。现实的人既是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也是构建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支撑性概念和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现实

的人”的内涵与 “人的本质”的内涵是一致的。传统人学思维方式源于启蒙主义以来对 “人”的思

考。与传统人学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对 “现实的人”的理解从方法论上与其说是 “是其所是”，不

如说是 “是其所不是”④，从人 “再生产自己”、生产出 “全面性”、“变易的绝对运动”视角说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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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蔺庆春：《论马克思的个人概念的生成———以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依据》，《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李文
堂：《马克思关于 “人”的概念》，《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侯才：《马克思的 “个体”和 “共同体”概念》，《哲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这里的现实的人指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个人，这里先忽略各种 “人”的不同表达，只展开思想的逻辑运演过程。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对 “人”的考察有一个从 “类”到 “个人”的转变过程。 （参见周嘉昕： 《马克思著作中的

“人”———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概念史考察》，《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
拙著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论 “现实的人”所确立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否定性辩证法。（参见莫小丽：《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 “现

实的人”———以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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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人。①

国内外学界对 “现实的人”的讨论要么停留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 《论犹太人问题》《〈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要么重点关注 《形态》《宣言》等唯物史

观诞生的标识性文本，要么从概念史的角度关注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发展，但缺乏从唯物史

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视角对现实的个人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系统考察。这里，笔者做了一种

尝试性探索，主要探讨从 《形态》到 《宣言》马克思 “现实的人”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和不同方

面的规定和嬗变历程。

早在 《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马克思就关注人的解放，抓住

人的问题。因此，人的解放和人的问题是统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而成

的思想体系的一根 “红线”。马克思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然而，人的解

放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宗教解放，更是现实性、社会性的解放。现实的人或社会的人是马克思思想与

旧哲学相区别的起点，是马克思思想的内核，并一直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整个马克思思想发

展史就是对这个主题的探索。进一步而言，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只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

阐释了 “现实的人”或 “社会的人”。

一、本质抽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现实的人”（哲学－人）

《形态》是马克思在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针对鲍威尔的 “自我意识”的人、施蒂纳的 “唯一者”的人、费尔巴哈的

“类”的人而提出了 “现实的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从自我意识、唯一者还是爱出发来谈论人，

都是抽象的人、片面的人，因为它们只不过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如亚当

·斯密提出的 “经济－人”，还是当代政治哲学思想家如罗尔斯提出 “道德人”，他们都只是抓住某

个方面谈人，这种人注定是一种片面的人、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在 《形态》中对各式各样先知所

代表的哲学的 “抽象－人”的批判一样。
与此相应，马克思的 “现实人”是不同于 “抽象人”的一种社会存在。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

的 “现实的人”？这一逻辑运演过程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前提，也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唯心

史观和经验论之区别所在。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结构性存在。这种结构

是在历史发展的动态中形成的，作为本质的结构存在是趋势存在、是整体存在。在这种结构中，经济

处于最底层，政治是经济的一种形式，法权 （法律）关系、国家是经济的政治形式，文化是经济、

政治的思想、观念形式。这种结构性的存在从总体 （整体）上来说才构成 “现实的人”的世界和世

界中的 “现实的人”。因此，只要不是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所展示的结构性存

在的人，不用唯物史观解释框架来解释人，那么这种人就是非现实的人、片面的人、抽象的人。通过

整体把握 《形态》的思想内涵，我们可以梳理和得出 “现实的人”的五重规定性：

第一，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即肉体生理学意义上的人。这
是现实的人的自然基础。这种自然基础既包括个人的肉体组织，也包括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后者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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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

种现实的人只处于动物层次，并不具有特殊性，是现实人的自然的 “物质规定”。但如果仅仅停留于

此，马克思与物质环境决定论和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的人类学就无法加以区分。为了避免这种误区，马

克思做了进一步规定。

第二，现实的人是由 “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与动物是没有区别的，这是

人与动物的共性。如何对人与动物做出区分呢？不同的思想家给出不同的答案，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

６４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９页。



马克思 “现实的人”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

政治性的动物；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当然也包

括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其实质就是一种理性人，主要是通过理性对抗非理性 （宗教）。在马克

思那里，“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正是由于人为了维持 “肉体组

织”的存在，必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变换，“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就与动物区

别开来。换句话说，生活方式是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

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第三，从主体性出发，现实的人是 “活动”（ｄｉｅＡｋｔｉｖｉｔｔｅｎ）中的人，主要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
生产、由新的需要引起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②四个方面的活动。除此之外，

还包括从事政治国家阶级活动，包括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活动，如构造理论、神学、哲学、道

德等。在马克思那里，更重要的是要确证 “物质生产”的首要性。在进行物质生产之前，人的活动

只是一种 “动物式”的活动。只有以 “物质生产”为中介，人才进入 “社会”，人口生产才具有

“社会”属性，人才有了 “政治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物质生产活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

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现实的个人”是 “进行物质生产”，“从事活动”，在一定的

“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人。③ 只有以 “物质生产”为基础，才能理解其他 “活动”

中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于现实生活过程之中的，并且处于 “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

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过程中。因此，现实的人是过程之人、动态发展之人，是处于由此决定的意

识关系之中的人。④

第四，现实 “活动”中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各种 “关系”，因此现实的人是处于各种

“关系”（ｄｉｅ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性存在中的人。这些关系包括经济要素之间构成的 “经济关系”、政治要

素之间构成的政治关系、思想要素之间构成的思想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在 《形态》中，马克思

以分工的不同发展⑤为基础，指出现实的人首先是处于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人，其次是处于

“政治关系”之中，最后还处于 “文化关系”之中。生产力虽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这种自然

关系又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为前提；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而后者又必须以

“物”（人化自然）为中介。马克思指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

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生产方式下的个人还处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同时，现实的人 “受

自己的生产力”和 “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⑥ 不仅如此，马克思从 “关系”的视角区分了人与动

物。“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 ‘关系’”，即便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某种 “关系”，但 “它对他物的关

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⑦ 简言之，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

第五，“关系”与 “关系”之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形成 “结构”，因此现实的人是处于以

“物质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 “结构”中的人。现实的人活动在不同的关系中，在长时的趋势发

展过程中形成结构。这些结构是对现实的人的活动的结果的事后抽象和概括，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

构和文化结构。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并从物质

基础来揭示 “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这种结构是一个能动的整体的趋势发展过程。马

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 “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

中的人”⑧。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２０页。
同上，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同上，第５２０、５２４页。
同上，第５２５页。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在于 《形态》中马克思是所有制社会历史建构说，而恩格斯是分工论社会历史建构说。

对此，本文不做争论，只是在二人思想一致的意义上使用分工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同上，第５３３页。
同上，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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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形态》中现实的人是一种结构性存在。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形态》存在三

条解释 “现实的人”的逻辑运演路径：第一条路径以所有制为中心动态考察人的发展历程，人的本

质是处于不同所有制结构下的具体性、历史性、变化性、敞开性的存在之人；第二条路径以生产工具

形式为红线，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 “现实的人”的动态发展历程和静态结构存在；第三条路径以分

工不同形式为轴线，阐释不同社会结构下的 “现实的人”在静态结构性存在中的发展历程。①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由此，“现实性”和 “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人的本质内核。上述

五重规定之 “现实人”是对 《提纲》第六条的逻辑论证。虽然 《形态》对旧哲学 “抽象的人”进行

清算，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依托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社会

意识等概念体系搭建了 “唯物史观”大厦轮廓，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但这种诞生还只是处于

“模型”阶段，因为它并未对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要素、关系、结构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论证。虽

然 《形态》提出社会发展 “五阶段”论，但其中 “现实的人”是如何进行生产与交往、进行怎样的

生产与交往只是一种现象性描述，也并没有深刻的道理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亦是如此。

二、思维具体Ｉ：《哲学的贫困》的 “现实的人”（经济－人）

虽然 《形态》时期的 “现实的人”存在诸多哲学上的 “朦胧色彩”，但它是马克思清算旧哲学

过程中确立的 “新哲学”起点。随着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的推进，哲学上的 “唯物史观”创作和理

解以及对经济学知识如饥似渴的 “恶补”，为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做了准备。这样，他就必

须清算古典经济学中的 “经济－人”假设理论，必须深入政治经济学的微观领域进行其 “经济 －哲
学”的理论建构。《贫困》就是从宏观视阈的 “哲学 －人”逐渐转向 “经济 －哲学”的中观视阈的
“生产关系”之人的代表作。

《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而作的，同时批判了蒲鲁东思想来源的李嘉图因素

和黑格尔因素。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蒲鲁东在现实历史的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其理论特色在于：一方

面借鉴黑格尔的 “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借鉴李嘉图的经济学 “常识”，试图实现某种经济学与哲学

的结合，在经济学的哲学＝形而上学＝方法方面成为法国的第二个魁奈。《贫困》时期马克思站在李
嘉图的立场，借用其概念和理论，并且凭借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起批判蒲鲁东，在 “七个说明”中论

证了蒲鲁东与魁奈一样在经济学－哲学方面含糊不清。在与蒲鲁东思想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马克思批
判蒲鲁东的经济学 －哲学方法，批判蒲鲁东的出发点是孤立的、偶然性的个体，是 “无人身的理

性”，进而正面阐释了现实的人是整体的人，是处于由物质生产中介而形成的 “生产关系”中的人，

并从 “生产关系”出发解释价值、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土地所有权、罢工和工人同盟等经济

学范畴。所以，与李嘉图或蒲鲁东相比，此时马克思的 “现实的个人”主要指 “经济关系 －生产关
系”中的个人。

第一，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从 “经济” （商品 －物）出发理解人，马克思得出要从 “生产关系”

出发理解现实的人。“经济－人”假设只是停留于商品－货币的物质存在层次的人，是永恒地自然必
然性存在的人。这就是所谓的 “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人成为了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中的 “物”③。

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 “经济 －人”假设相比，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一方面是处于经济关系中的
人，并且这些经济关系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关系的现实基础是现实历史运动。简

言之，现实的人是处于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 （生产关系）中的人。

８４

①

②

③

参见莫小丽：《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 “现实的人”———以 〈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５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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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批判蒲鲁东从 “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出发理解人时，马克思得出的结论

是：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人。蒲鲁东试图借鉴黑格尔的哲学来改造它的政治经济学，虽

然考察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范畴的变化，但只是把这些关系 “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

换句话说，蒲鲁东的现实的人的不是原本的经济关系之人，而是作为原本的副本的副本的 “观念关

系”之人，即纯粹的、原理和思想之中的人，直接从经济层次跳跃到观念层次。由观念关系所构建

的社会历史是 “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通过概念的推演和论证，反映的不是现实关系的发展历

程，而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毫无现实的基础，即 “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

际关系而滋生的思想”，只从 “纯理性的运动中”寻找思想的来历①。

第三，现实的人是处于 “社会有机体”中的人。自卢卡奇对社会有机体的重视以来，这一思想

就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马克思的 “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初步阐释是在 《贫困》中完成的。蒲鲁东

认为，人与理性毫无关系，并且人所构筑的 “社会”是各个环节构成的同等数量的 “依次出现的单

个社会”。而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与社会－人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现实的人是由 “生产关系所

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② 中的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现实的人就是处于有机整体中的人，

处于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共时态整体中，而蒲鲁东却把现实的人划分为分离开来的各个环节的社

会。同时，马克思注重社会有机体根源于 “生产关系”之人的总和及其它的历史性，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简称 《大纲》）中对 “现实的个人”的发展阶段做了详细的阐释，指出 “现实的

人”会经历 “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 “自由个性”三个阶段。③

第四，现实的人既处于生产力中，也处于生产关系中，还处于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基础构建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中。此时的 “生产力”具体内涵并未得到更多阐释，只是说明了生产力的获得、

增长与变化，这些都是人们 “生产”出来的，同时 “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

丝织品”，“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现实

的人”是内在地结构化于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整个历史过程之中的。

正如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④ 无论是封建主还是工业资本家这样处于不同

“生产关系”中的人，都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正如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

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这种 “结构存在”的现实－人与 《形态》的表述是一致的，即 “在人们的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
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

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⑥。

马克思在 《贫困》中找到了审视经济关系、物质生产过程、 “现实的人”的独特视角，即站在

“生产关系”的高度审视各种经济范畴，这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诞生。⑦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

种诞生只不过是一种独特模型的诞生，它并未对这种模型进行具体而系统的理论论证，比如对生产力

概念的解释并没有各种 “生产力”的具体论证，更不用说生产力一般与生产力具体。《雇佣劳动与资

本》鲜明地道出了社会是由 “生产关系总和”构成，这种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具有历史性⑧，这与

《贫困》时期从 “社会”的角度阐释 “现实的人”即社会 －人是互为印证的，但生产关系的具体内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１８页。
同上，第２２３、２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０８页。
同上，第２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２－４３页。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诞生于 《大纲》，另一种认为诞生于 《哲学的贫困》。本文倾向于采用

后者的观点。（参见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王峰明：《马克思
生产关系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与唐正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７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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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并没有在此展开。

在与蒲鲁东的论争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蒲鲁东认为，“导致提高工资

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马克思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作为 “现实的人”的工人

的工资是如何确定的，否定了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工人的工资在本质上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延续和发展。这是从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工人作为一种

整体性和结构性存在。同时，工人运动的方向何在？如何组织有效的工人运动？如何认识工人与资本

家？《贫困》给出了答案，即建立工人联盟，而这种 “工人联盟”只是出于发端阶段，并没有具体的

建立机制，更不用说提出组建工人联盟的党纲。这就是从 《贫困》转向 《宣言》的原因， 《宣言》

正是作为共产党人组建 “工人联盟”的一种纲领性文件。

三、思维具体Ⅱ：《共产党宣言》的 “现实的人”（阶级－人）

《贫困》的历史作用在于确立了 “生产关系”的视角，并以此来审视如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

范畴。这些范畴都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表现。同时，正是基础 “生产关系”的概念，《贫困》标志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出场。为什么这么说？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都更进一步地指出，价

值的本质既不是劳动时间 （价值的 “量”），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劳动一般 （精神劳动），而是 “生

产关系”。此时的马克思不再从活劳动、对象化劳动确立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一般 （或抽象劳动）

只不过是价值实体 （载体），价值的本质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即私人所有制，个人私人所有制和资本

主义私人所有制。① 由此，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实基

石。这样，马克思的思想就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 《贫困》的尝试，过渡到从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理的高度来论述 “现实的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中，在唯物史观和科

学劳动价值论之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呼之欲出。 《宣言》是标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文

本。《宣言》的 “现实的人”不再停留于 “哲学抽象”层次，也不再停留于 “价值的经济学”具体

层次，而是上升到更具体的 “阶级性存在”的人。② 限于篇幅限制，这里选取 “资产者和无产者”

的文本内容为例，梳理和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诠释 “阶级性”形式存在的 “现实的人”的发展状况。

简言之，《宣言》是在 “人－阶级 －阶级关系 －社会”这一逻辑结构中形塑 “阶级性存在的现实之

人”的。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现实的人是 “历史性”和 “阶级性”存在的。就前者而言，阶级性存在的

现实的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因此，马克思论述了 “阶级性存

在的现实人”的起源、斗争和发展的进程。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 “阶级斗争”的历史，

包括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③ 等，但这些阶级都是处于不断

地运动之中，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随着他们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关系不同而不

同，他们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某个历史阶段。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 “资产阶级”不具有某种永恒

的自然必然性，它也是历史性存在的。

其次，从 “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及其政治统治确立的视角论述现实的人。资产阶级是从封

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其统治地位的确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一方面通过内部生产方式的变革，如

英国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推动社会大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外部的 “殖民”、贸易等手段，在内外

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使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就前者而言，主要是通过蒸汽和机器所

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是 “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是生产方

０５

①

②

③

参见王峰明：《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辩证法：马克思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命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５８－
５９页。
参见莫小丽：《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多维度辨析》，《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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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由工场手工业走向现代大工业；在阶级关系方面，行会师傅要么沦落为无产阶级，要么上升为

资产阶级，工业的中间等级消失，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者和无产者，阶级关系二元对立简单化。就后

者而言，资本通过各种原始积累的方式，如开拓中国市场、建立东印度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和奴

隶贸易等方式，在促进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发展的同时，快速加速封建社会因素的解体。①

在此基础上，内部生产方式变革与外部世界市场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大大加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革命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从而开拓了更广泛的世

界市场，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反过来，由于世界市场的开辟，又促进基础工业、建筑业和铁路、航

海业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基础产业的发展推动了阶级的演化，由资本所推动的人格化资产阶

级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使得阶级关系简单化，并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

级。② 例如，它一方面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不同的阶层变成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

把封建主、贵族、牧师、僧侣、农场主等封建社会的遗留阶层逐渐演变成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在经济

关系的变革上，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相应地伴随着政治上的进展。简单协作阶段，从封建社会的等

级国家逐渐转变为 “自治团体”或 “城市共和国”，阶级由等级转变为 “纳税的第三等级”；工场手

工业阶段，出现了 “等级君主国”或同贵抗衡的阶级势力；大工业阶段，由资产阶级组织成的 “代

议制国家”取得 “独占的政治统治”③，取得完备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

再次，作为资产阶级的现实的人具有伟大的历史作用。他们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

变革，也推动了交往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由此，现实的人既处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

也逐渐扩大交往的范围，由一种民族性、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一种 “世界性”存在和世界历史性个人。

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作用。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来说，用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过去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具体体现为：对自然力的控制，机器

的运用，化学和工艺学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应用与发展，科学技术促进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里程数的

增加，电报的广泛使用，人化自然领域的开拓 （如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劳动者规模、数量、

质量的发展，等等。仿佛变魔术一样，这些生产力要素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由此，生产力的发展

决定了束缚生产的桎梏的封建所有制关系 “被炸毁”，“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

破坏了”。此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 “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

把各种封建或宗教的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用交换价值置换人的尊严，使得自由的

历史性本质由封建的特许的 “等级自由”和小农经济的 “自给自足的”个人私有劳动所有的自由转

变为一种 “贸易自由”或商业自由。④

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继而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马克思提出，生产力

发展推动了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的发展，即自由竞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

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由此确立起来。然而，在 《宣言》的语境里，对于具体的历史过程

如何确立起来的，如何通过生产力发展来促使生产关系变革，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政

治统治如何与经济关系形成互动等，马克思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证，这与 《宣言》只是作为纲领性文

件存在有关。那么，如何破解理论之谜呢？在方法论上，我们必须采用思想史研究的 “从后思索”

方法，从成熟时期的 《资本论》文本群语境中寻找谜底的解答。

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它不断溢出国界，开拓海外殖民地，要么寻找更多的销售市场，要么是寻找更

多的生产市场。由此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世界版图上确立起

来。简言之，资产阶级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 经济上，物质生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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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３页。
同上，第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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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带来精神生产的改变。同时，资产阶级还形成 “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

等，民族史逐渐走向世界史和国家史。至于为什么如此，《宣言》只是从现象学上进行描述，并未说

明背后的道理。

然而，作为 “资产阶级”存在的 “现实的人”不是永恒的固定化的存在，它必然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成为一种否定性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以暴力的方式恢复经济生产的平衡

和比例发展，这是对 “资产阶级”这种现实的人的一种否定性说明。在商业危机期间，通过破坏生

产力即产品的方式使被危机打断的比例重新恢复起来。这样社会形成了所谓的 “文明过度”，生活资

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如何理解过度文明？资本以及资产阶级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同时造成

了诸多 “文明病”，类似一种囚徒困境式的 “文明”。《宣言》只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这种过度

文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宣言》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索。

最后，资产阶级的否定性存在锻造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一极是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

和自反性，另一极是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在这个过程，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作

为 “无产阶级”而产生、斗争和革命的 “现实的人”经历了单个的分散工人到 “大规模集结”，再

到 “结合为更大的集体”，最后形成 “同盟”。交往形式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推动了工人阶级的联合。

无产阶级开始形成阶级，从而组织成政党。《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及其不断发展，是一切阶

级中 “真正革命的阶级”，其特殊性在于无产阶级所从事的运动是 “绝对大多数人的运动”，“为绝大

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除了阶级的利益再没有特殊利益。① 因此，它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的

方向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

四、结　　语

《宣言》只不过是以政治大纲的形式，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这种诞生只是处于模型阶

段，还谈不上具体系统的理论分析。如果说 《宣言》中的每句话都是一句 “谜”面，那么谜底就需

要从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去寻找。阶级的人的谜底是什么？需要深入到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内

核中才能一探究竟。回溯之前的文本，《形态》确立了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但还处

于 “哲学－人”层次，《贫困》从 “生产关系”的高度确立了现实的人是 “经济 －人”，而 《宣言》

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历史性文件形式确立了现实的人是 “阶级 －人”。“哲学 －人”、“经济 －人”
和 “阶级－人”是马克思 “现实的人”的思想史上的三种规定，这三种人都处于 “理论模型”阶

段，现实的人从哲学的人转换为经济学的人，再转换为阶级的人，最后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

“思维抽象”上升到 “思维具体”，并越来越成为一个丰富的 “具体总体”的人。

只有到了 《资本论》及其手稿阶段，马克思才将唯物史观的理论 “模型”与政治经济学更紧密、

更系统化地融合在一起，进行了系统的、具体的理论论证和逻辑展开。由此，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

观才在政治经济学的微观领域得到具体论证。《资本论》及其手稿既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产生、发展、扬弃的大著作，也是研究 “现实的人”在 “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下

的具体总体的呈现过程。因此，马克思关于 “现实的人”的叙述在 《资本论》中是具体的 “活灵活

现”的存在。关于 “现实的人”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具体的微观化的展开机制，笔者将另撰文

论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此决定的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从这话来说，《资本论》的研究貌似没有主体的出场，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本就是由

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所形塑和构成的。在这里，马克思主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人”进行经

济学－哲学的解剖。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现实的人主要被抽象为作为剥削者的 “资本家”和被剥

削者的 “雇佣工人”这两大直接对抗阶级。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现实的人被抽象为平等的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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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 “消费者”。在资本总过程中，现实的人是剩余价值的 “生产者”与 “实现者”以及剩余价

值的 “分割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 “现实的人”一方面拥有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 “人”所

具有的特点，为某几个时代所共有，另一方面还具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 “人”所具有的特

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①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 《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还处于哲学的 “理论假设”和 “思维抽象”，那

么 《资本论》语境下的唯物史观就是一种 “论证说明”和 “思维具体”。② 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论》

使得唯物史观从假设转向为一种 “科学证明的原理”。③ 以此为参照，作为唯物史观前提及其内在的

核心概念——— “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和哲学内涵亦如此。如果说 《形态》中的 “现实的人”只是

一种 “思维抽象”和 “哲学假设”，那么 《贫困》《宣言》分别从 “经济－人”“阶级人”的 “思维

具体”层次进行论证；《资本论》语境中对 “现实的人”进行了更微观的理论透视，尤其对资本生产

关系下人的理解和说明。从 《形态》到 《资本论》语境转向过程中，我们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和把握，

就从作为抽象原则的 “死”“现实的个人”，变成 “活生生”流动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的

“现实的个人”。

就叙述 “方法论”而言，笔者采用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从马克思在 《形态》中完成了 “抽

象的人”向 “现实的人”转变出发，得出以下结论：对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史来说，此时的 “现实

的人”还停留于 “思维抽象”层次。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 “现实的人”思想，就必须从 “抽象上

升到具体”，即上升到 “思维具体Ｉ”的 “经济－人”，再到 “思维具体ＩＩ”的 “阶级－人”，最后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 “思维具体Ⅲ”层次把握 “具体总体的人”。如果说 《形态》的 “现实的人”

处于宏观层次，是以简单的、抽象的形式存在的概念，在 《贫困》《宣言》则处于中观层次，集中论

证了 “现实的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属性，进而在 《资本论》中则从微观层次得到更多方面的

具体展现；在宏观层次难以确切把握的思想，在中观和微观层次则被给予清晰的界说和规定。

因此，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史可以用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的本质抽象方法论为我们

理解现实的人或人的本质的规定在马克思思想史有所谓的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转换④的观点提供了

方法论钥匙。对此，我们不能离开物质生产谈论人，也不能离开 “关系”和 “交往”谈论人，因为

人是双重存在着的。从主体能动性视角来说，现实的人是阶级性整体存在的人；从客体对象性存在视

角来说，现实的人是处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中的人。这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所形成的

两条不同路径。它们之间从时空上来说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是同

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

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⑤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思想的前提。与其他思想相区别，马克思思想中的现实的人是一种处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而形成的结构性存在的人。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

哲学－人、经济－人，还是 “阶级－人”、“具体总体的人”，它是一种结构性存在，是处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作用之下的双重性存在，这一内涵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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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６页。
参见王峰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例》，《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列宁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页。
仰海峰：《人的存在与自由———马克思关于人的五个论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４４页。



《资本论》抽象统治批判的唯物史观方法论意蕴

安昊楠

【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着物质内容，使得使用价值的生产抽象地表现为

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介机制形成了表层 “物象”表现与深层抽象生产的二重性存在，颠倒

的现实表象遮蔽着深层的本质规定。经验实证主义立足于颠倒的现实表象，从具体到抽象地把规定表象具

体的特殊本质看作自然本质，思辨唯心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中把 “抽象规定”在思维中 “再现”

具体总体的过程，看作 “先验形式”自身演绎现实的过程，二者都无法透视颠倒的现实表象与现实本质的

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现代社会 “抽象统治”特征的揭示和批判中，以科学抽象法所具有的历史性总体视

野透视了价值增殖 （社会形式）与劳动过程 （物质内容）辩证统一的中介环节，不仅揭示了抽象统治的物

化表现形式与深层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容的矛盾运动，再现了

抽象规定展开为抽象统治总体的过程，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的自身限制和扬弃趋势，实现了对资

本主义抽象统治特征的特定性分析和总体性批判。

【关键词】抽象统治批判；从具体到抽象；抽象上升到具体；科学抽象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５４－０８

作者简介：安昊楠，内蒙古包头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阐释”（１９ＡＺＸ００２）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为什么劳动过程要采取价值增殖形式进行生产？或者说具体劳动为什么

要用抽象劳动来表示？对这一问题的持续追问，成为马克思揭示和批判现代社会 “抽象统治”特征

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本人也曾表明，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

形式与物质内容的辩证法不仅是 “抽象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是资本统治内在矛盾展开、自身再生

产、自身限制自身的机制。马克思 “抽象统治”批判所彰显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张力，不仅可

以呈现价值增殖支配劳动过程的 “抽象统治”共时性展开，还可以凸显劳动过程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对资本社会形式规定的历时性扬弃趋势，在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形成对资本抽象统治的总体性批

判。因此，对马克思 “抽象统治”批判所蕴含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正确理解，不仅事关对现代社会

经济运动规律的正确揭示，也事关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批判指向以及未来解放路径的探寻，对我们

正确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深蕴具有重要意义。

经验实证主义立足于资本主义 “抽象统治”形成的颠倒的现实表象来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

律时，从具体到抽象把规定表象具体的特殊本质看作自然本质，遮蔽了支配物质内容的经济形式的特

殊性，陷入从物质属性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的拜物教泥潭中，从而总是把历史发展来的特殊抽象规定当

作坚实的结晶体来认识，而不是当作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来理解。思辨唯心主义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中把 “抽象规定”在思维 （头脑）中 “再现”具体总体的过程，总是看作是

“先验形式”自身演绎现实的过程，陷入抽象观念形式对物质内容的神秘统摄中，无法探寻抽象形式

规定得以可能的历史前提。当代西方学者在分析马克思 《资本论》抽象统治批判的意蕴时，也没有

充分理解马克思抽象统治批判所彰显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辩证张力，进而在经验实证主义层面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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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颠倒表现的物化形式中，亦或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中陷入社会形式支配物质内容的共时性

结构中，无法逾越结构与历史、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二分视野。因此，我们认为，对马克思运

用科学抽象法批判 “抽象统治”时所彰显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辩证法的把握，是规避经验实证化

和思辨形而上学化解释模式，走向对 “抽象统治”特定性分析和总体性批判的科学路径。

一、抽象统治的表现与遮蔽：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认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关系规定着具体劳动使得其以抽象化的劳动展开生产，

价值增殖支配着劳动过程历史地产生出 “抽象统治”的社会总体，抽象的现实总体作为历史的结果

就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版序言中写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而对这一规律的揭示首先要从现实的具体表象出发，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直观

到的流通、交换、分配表象出发，通过 “充分地占有材料”，从具体到抽象的逐层剥离掉外在规定

性，分析出有决定意义的内在规定，进而探寻资本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由此，

马克思在 《资本论》开篇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

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② 这里，马

克思明确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即商品这一财富元素形式为研究的起点，带有形式规定的

商品成为分析的对象。

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表现形式的认识，与我们通常认识感性、感觉材料的认识有什么

区别吗？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的现实具体表象，是处于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抽象规

定劳动过程，进而向中层表现为流通领域中商品物象间的等价交换，最后达至表层分配领域各种收入

形式的 “三位一体”表象。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分配，再现了深层抽象规定到表层表象的生

成过程。《资本论》第１－３卷也以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的综合展开，再现了 “抽象统治”的总体

结构：第１卷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 （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到第２卷包含直接生产过程的
流通过程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再到第３卷包含直接生产、流通与分配过
程的生产总过程 （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的展开进程，

在总体层面上再现了社会形式规定生成现实表象的 “抽象统治”存在。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抽象具体向思维呈现的是一种带有形式规定的表现物 （商品、货币、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表现物

将特殊使用价值表现为一般交换价值并建构着人们的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对表象具体的认识，要把握

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是如何将现实抽象的具体表象呈现出来，也就是要把握到资本主义内在本质

规定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必然联系。而我们日常经验的认识方法，总是对经验到的具体对象进行直观的

分析和把握，也就是从混沌表象具体中抽象出一般本质性的规定，这种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将认识限

定在物本身，也就是说，将感觉和经验作为我们最终认识的结果，而不会把它确认为一种有前提规定

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经验直观性认识只是把社会现实当成 “物”来理解，而不是把物的表象与

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考察。这样，日常经验的直观认识是被已经生产出来的表象具体所支

配的认识，进而无法把握导致这一现实表象如此呈现的特殊生产方式。

具体来看，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容生成的现实抽象具体出发，对其进行分析说明时，

经验实证主义的直观认识首先会受到现实表象的支配和建构，遮蔽掉使现实表象如此这般呈现的抽象

规定。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的开头，马克思就表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

个人，而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我们理解具体个人的出发点。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

却将 “１８世纪的鲁滨逊”这个具体表象当作出发点，他们基于历史的结果，认为孤立的个人不仅能
在社会之外存在还能够进行生产，而由于看不出孤立个人得以存在的经济历史根源，就将其看作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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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页。
同上，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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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自然的产物。在斯密和李嘉图的直观性认识中，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物的关系被理解为物所表现的

满足人需要的关系，商品被看作是满足需要的物，把本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典型特征说成是一切社会的

永恒特征。事实上，“这种１８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１６世纪
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①。而经验实证主义的直观认识基于抽象现实的混沌表象，从具体到抽象的

把现实表象还原为本质规定，进而在经验实证的意义上，把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理解为一般人类学意

义上的本质规定，遮蔽掉现实表象与特定生产关系的必然联系。例如，物与商品物在直观性认识中只

能把握到共同的实在性，看不到由物转为商品的根源，更看不到商品得以生产的社会关系。将社会事

实完全当作物理事实来理解，像研究自然一样研究社会，就会陷入僵死事实的分析中，忽略了既定社

会事实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实践产物。

就现实的本质把握而言，马克思无疑是承认科学研究的元原则即唯物主义的，遵循着 “从具体

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但不同于经验实证主义的直观把握，马克思要透过表象探寻现实表象同产生

它的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识到对物的自然属性的抽象要以物的自然存在为前提，同样对物

的社会属性的抽象也要以社会关系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时说到，他们

在分析商品的内容时，从来没有发现那种使使用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规定。古典经济学家虽然

试图以 “科学的”方式解释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等价交换，是因为价值的内容是劳动，但他们早已

遗忘他们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不过是作为抽象现实的显现而存在。商品交换的 “＝”等式通约性之
所以可能，是因为生产物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内嵌到物自身中，从等式两边直接抽象出的共同存在

“价值”，并不是单纯从物中抽象出内在本质，而是具体物之间表现的一种共同关系物，表现形式并

不是事物的内在属性，而是内在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基于人与物的关系来把握经

济范畴，将抽象的价值物看作自然物，错失了思考 “＝”等式和同一性何以可能的客观基础。事实
上，在一切社会中，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物却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产物。

进一步，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容生成颠倒的现实表象时，经验实证主义就将颠倒的现

实表象直观反映为自然属性，遮蔽了经济形式对物质内容的支配作用，将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规定看

成是一切社会的规定，陷入拜物教和物化意识的泥潭中。在 《资本论》“商品章”，马克思表明以自

然科学的方式对具有形式规定的商品进行解释，不仅没有解决商品何以可以等同交换 （劳动为何表

现为价值）的问题，而且还以本质 －表象关系的映射上遮蔽了这一问题。因为在商品交换关系中，
商品自身的内在价值不是通过自身来给予直接呈现的，而是必须经过与其他商品的等价交换才能表现

出来，也就是说，看起来是相等的不过是表现为相等。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直接确认，使得古典经济学

家将这种表现的价值对象性 （商品）理解为既定的实体性对象，当作自然事实固定下来。经验主义

的认识方式就像斯密从农业劳动、商业劳动、工业劳动中抽象出 “劳动一般”概念一样，将直观把

握到的寓于现实对象之中的抽象规定当作现实事物的本质。事实上，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

着物质内容，不断再生产出抽象规定的外部联系、表象形式，才使得认识对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抽象规定达成同构性，进而将颠倒的现实表象误认为是真理性的表达。达姆斯 （ＨａｒｒｙＦ．Ｄａｈｍｓ）就
在表达人被物化现实支配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和完善，以及它对工作环境的控制，都

使得共存与合作的具体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式日益贫瘠，同时还造成我们缺乏一种从社会、政治及哲

学的多样性视角来思考现实的能力。”② 由此，我们看到身处现实抽象中的思维认识不仅无法对社会

矛盾进行认识与批判，还因受限于抽象形式规定的现实表象，将抽象规定误认为是天然存在的现实，

进而无法对抽象统治的客观事实进行怀疑与反思。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表现形式上的等同是以物本身存在方式的倒置为基础的，即具

体劳动抽象表现为抽象劳动，使用价值抽象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抽象化的表现消除了特殊、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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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２５页。
［美］哈瑞·Ｆ·达姆斯：《逃离物化的控制———卢卡奇、哈贝马斯和阿多诺的物化概念》，贺翠香译，《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１
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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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使得生产关系的抽象表现形式直接成为我们经验认识的对象外观。这种表现形式所建构的虚幻

或不真实的反映并不是主观假象，而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客观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规定所折射出的物化表现形式建构着人们的认识，使人的主观意识陷入颠倒表现的物象化及物化

的结构中。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

的了。”① 抽象规定表现的是事物的 “内部联系”，是本质层面的现实，而以歪曲、颠倒形式表现本质

的现实表象是现象层面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拜物教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

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②。抽象规定不过是隶属于资本主义

特定总体的一个抽象侧面或局部环节，科学只有不把资本主义仅仅当作认识所把握到一个侧面来理解

时才开始存在。正如阿多诺批判实证主义时指出的： “对社会总体的理论思考根本无法被经验所实

现；他们躲避后者，就像精神躲避心理实验一样。每一个社会总体的观点都必须超越分散的事实。”③

对马克思来说，对社会现实为何会呈现为抽象的表现形式的探析，其重点并不是要拒斥经验层面

所直面到抽象现实，而是要将这个表现为形式规定的社会现实放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和考察，

即将其看作历史特定阶段的暂时性来理解，以从后思索的方法对其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和批判。

二、抽象统治的再现：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辨历史叙述学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价值增殖支配劳动过程不断 “再现”或 “再生产”出现实的 “抽象统

治”总体，现实抽象的运动在吸纳、克服物质内容的过程中不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规定实

现出来。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展开方式遵循着资本的形式规定，所以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

和叙述有着形式规定的特殊前提。由此，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２版跋中特别强调了叙述方法与研
究方法的不同，强调研究时要通过 “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

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④。当我们从混沌表象具体中分

析出本质规定范畴，进而按照概念范畴的发展逻辑叙述或 “再现”出现实具体时，现实就 “好像是

一个先天的结构”。“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

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⑤ 这里，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容 “再现”或 “再

生产”现实抽象总体的过程与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以概念本质范畴综合地再现现实具体的叙述

过程具有统一性。

那么，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定物质内容进行现实生产的进程，与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综

合再现现实具体的叙述过程的统一性，马克思如何在理论再现现实的叙述中不陷入思辨唯心主义泥潭

中？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自觉。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述 “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的方法时，特别指出这一方法并不是外在于现实的思维自我演绎、自我产生的逻辑推演，

而是抽象的现实规定以逻辑的形式在思维 （头脑）中 “再现”具体的过程，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

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范畴的运动虽然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但范畴的再现以这种生

产行为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

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

象面前。”⑥ 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实在主体的独立性，即无论思维以何种方式掌握世界，首先要以

认识的前提即物质存在为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考夫曼 （ＨｅｎｒｙＫａｕｆｍａｎ）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发生学理解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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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２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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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第２１－２２页。
同上，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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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

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① 马克思虽然对这个俄国评论者对其方法的恰当表

述表示肯定，但也表明对历史发展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只指向恰当的叙述本身，更涵盖着叙述过程不能

脱离现实历史的前提性研究，即 “第二条道路”从思维的抽象上升为思维的具体的再现过程，始终

以 “第一条道路”从混沌表象具体中蒸发出抽象的规定为前提。而马克思对两条道路的明确区分，

实际上暗含着现实对象 （现实过程）和认识对象 （认识过程）在存在论上的差异。在这种存在论差

异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意识到概念再现的现实是历史形成地抽掉历史因素的共时性逻辑结构，因而并

不是对现实世界整体的描述。概念指向现实的再现过程并不是按照历史本身的时间顺序一一对应，而

是按照结构的顺序、逻辑的顺序排列各个范畴。对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非同一性的把握，使马克思真

正克服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同一性，避免了思辨唯心主义以逻辑定义整体的认识论陷阱，在实在

与逻辑有着质性差别的现实把握中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存在结构的科学认识。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以资本主义的概念形式实现出来，思辨唯心

主义从 “抽象上升为具体”在思维中再现现实具体时，混淆了现实生产运动与抽象范畴自身运动的

区别，误将现实的生产理解为了概念自身的生产，陷入思辨运演的幻觉中。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②。在资本主义生产

条件下，现实的物质生产受社会形式所规定，不断将一切非同一性的内容都排除其体系，使得抽象统

治的现实展开进程具有思维形式运动的特征。思辨唯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学正是植根于现实越来越趋近

于概念，所以容易将现实整体的内在联系理解为概念间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产中，生产把简

单的规定性 （价值、分工、私有财产）在历史的具体展开中生成为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从商品 －
货币－资本到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进而不断展开直至

生产出包含着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资本作为主体范畴、普照的光、特殊

的以太建构着现实世界，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入抽象再生产无限的 “＝”等式建
构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规定就像精确的数学公式一样可以被应用于任何内容，马克思在批评庸俗

之徒拉萨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ｓｓａｌｌｅ）时指出：“‘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这句名言解
释一切事物向它们的对立面的转化，他说：‘金变万物，万物变金。’拉萨尔说，黄金在这里就是货

币 （这是正确的），而货币就是价值。也就是说，是观念的东西，是一般，是一 （价值），而物则是

实在的东西，是特殊，是多。”③ 可见，当一切非同一性的现实对象都成为价值对象性的填充物时，

现实对象似乎就按照思维方式来呈现。在 《资本论》中，“资本”的概念不断表现为生产关系、循环

形式、分配关系，抽象范畴随着这个过程从抽象思维一般再现为抽象思维具体。因此，在思维中从抽

象上升为具体再现现实具体的思维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容的历史进程保持着同一

性，思辨唯心主义基于这种同一性将思维掌握具体的方式混淆为抽象范畴自身生产着现实。

另外，由于资本价值增殖规定着物质内容实现为抽象统治总体的进程与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

综合再现为思维具体总体的进程在终点上表现出同一性，思辨唯心主义就将资本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

容实现自身规定的辩证运动看成是既定抽象范畴自我设定、自我复归的实现进程，抹杀了物质内容与

社会形式的非同一性和对立性，陷入以抽象规定完全统摄现实存在的抽象观念统治中。马克思在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容进而展开为资本自行增殖的抽象运动时，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与资本

概念作了联系性阐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作为一个自行运动的主体，在Ｇ－Ｗ－Ｇ’的无
限运动中：“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

自动的主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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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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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自行增殖着。”① 这种价值增殖的自行运动，以货币、交换价值、

抽象财富作为其运动的起点，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作为其运动的结果。在 Ｇ－Ｗ－Ｇ’的流通过程中，
结果与起点虽然在质上一样，但在量上有着根本不同，作为过程结果的货币额大于作为过程开始的货

币额。这意味着，在Ｇ－Ｗ－Ｇ’的过程中，即货币变为商品、商品变为货币的过程中，要想获得增
殖额必须有一个消费是生产性的Ｗ，也就是说，比起它所消费的价值，它能生产更多的价值。由此，
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就使货币获得转化为资本的可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具体劳动

抽象为抽象劳动、将使用价值抽象为交换价值，具体的内容成为形式的东西，空洞的价值形式拥有价

值实体，成为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 （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以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否

定驱动着资本的形式运动。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像精神渗透于物质内容中并引导着物质内容

展开其潜能最终达到完满和谐的状态，理念在现实发展中实现了它的潜能，现实世界似乎在范畴的规

定运动中达到了历史的终结。“新辩证法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按照黑格尔逻辑学的思路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规定时，就认为 “我们就做了与马

克思主义传统非常不同的工作，后者迫不及待地要涉及物质内容。我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价值形

式能够获得实体，或者反之，劳动可以在价值中表现自身”②。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规定置

于绝对统摄的地位，认为物质内容只是形式规定的填充物，割裂了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统一性关

系，从而将价值形式规定实体化和理念化，陷入价值形式自我演绎、自我复归的绝对运动中。

事实上，资本作为主体，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规定性表达，而黑格尔的理念主体是非经验的、超历

史的永恒真理抽象。资本主义特定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容再生产抽象总体的过程，与主观思想将抽象

规定强加于任何特定内容之上的形式推理过程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抽象规定的展开以特定社会关系中

的物质生产为前提，后者则是外在于现实的思维规定的自身设定和自身演绎。在黑格尔那里，从纯有

到绝对理念的整体性展开过程是主体的实现 （闭合）；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物质内

容的整体展开进程，并不是指向资本主体的实现而是指向资本形式规定的扬弃趋势 （开放）。将 “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再现现实抽象总体的过程理解为是抽象范畴自我运动、自我产生现实抽象总体的

过程，这是对逻辑与历史的混淆，只会看到资本精神化的同一性、强制性，而看不到这种同一性的价

值抽象是以非同一性的使用价值为前提的，进而看不到物质内容发展对价值形式规定的扬弃趋势。为

此，我们要将马克思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与从 “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来

考察现实抽象，避免陷入抽象统治共时性演进的永恒支配视野中，遮蔽掉物质内容发展对社会形式规

定的否定作用。

三、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辩证向度：变革抽象统治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 “抽象统治”特征的揭示和批判，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

容的生产过程必然以物与物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自觉揭示出这种生产关系以物质生产为前提，

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可以说，较之经验实证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对 “抽象力”这一科学

方法的运用，很好地切中了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物质内容 （劳动过程）

受社会形式规定 （价值增殖）进行着抽象化的生产，而对这一经济规律的揭示即是探索物质生产何

以会成为被社会形式规定的价值生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也成为马克思批判抽象统治的现实起点。在

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没有像经验实证主义一样将社会形式看作是物质内

容的本质内核，也没有像思辨唯心主义一样将物质内容看作是社会形式的自我产生。对马克思来说，

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关系是辩证运动的。不同的方法对这种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异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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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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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认知，经验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被规定过的社会表象来认识，进而将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看

作是既定不变的自然存在，将发展的现实抽象当作静止不动的僵化事实，从而看不到孤立表象背后的

内在联系。思辨唯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学从既定的社会形式规定出发，认为物质内容的发展是社会形式

将自身的潜能发展出来，看不到既定的社会形式规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马克思的科学抽象

法以 “研究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与 “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统一，不仅揭示了抽象统治

的物化表现形式与深层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容的矛盾运

动，再现了抽象规定展开为具体总体的过程，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的自身限制和扬弃趋势。

科学抽象法对抽象社会总体的辩证呈现，使得其能够从后思索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进行反思性

思考，进而对资本主义 “颠倒现实”的生产方式进行历史的前提性分析，在历史总体性视野中形成

对抽象统治的特定性分析和总体性批判。

马克思对科学抽象法的运用，使得他揭示出抽象统治的物化表现形式与深层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

联系，看到了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辩证展开的 “中介环节”，并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物质内容的

矛盾运动再现出 “抽象统治”辩证展开的总体进程，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的自身限制和扬

弃趋势。正如阿尔都塞在 《读 〈资本论〉》所说，马克思看的方法可以将浮于面前的表现理论与背后

的理论总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出来，“看就不过是把对象和问题同它们的存在条件联结起来的内

在必然性的反思，而对象和问题的存在条件又同它们的产生条件联系在一起”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必然颠倒表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反思，使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物象化表现之

间必然联系的中介环节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介着现实的物质生产，使得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着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二重规定性：一方面是人作用于自然生产物质内容的

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劳动过程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中介作用，使得使用价值抽象表现为交换价值、具体劳动抽象表现为抽象劳动，劳动过程抽象表现

为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关系，使得社会存在取得了深层生产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双重面

向，并且这一生产关系的中介还使得价值增殖支配着劳动过程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扩展着抽

象统治的范围。资本价值增殖支配着劳动过程，不断进行扩大化再生产，推动剩余价值生产，加速着

资本积累，但同时资本推动的社会化生产力又根本制约和对抗着资本的形式规定。这种矛盾二重性规

律在现实的展开过程中，既包含着劳动过程的肯定因素 （物质内容），也包含着劳动过程的否定因素

（形式规定），具体发展出 “伟大的文明作用”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说明现代

社会发展的二律背反时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

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

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

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

的客体的权力。”② 由此，资本的抽象统治越是以更大规模实现出来，资本抽象规定的内在限制和否

定性就越明显，资本抽象统治展开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发展、否定和扬弃自身的过程。

另外，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对 “抽象统治”这一现代社会总体进行辩证呈现时，以资本主义

“社会形式”与社会生产 “物质内容”的对抗性发展，赋予 “抽象力”对抽象规定的反思性思考，

即是以从后思索的历时性视野越出抽象统治的共时性结构，进而从事后对资本主义的抽象规定何以可

能作出历史性的前提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物质内容的中介，使得资本价值增殖支配着劳动过程

辩证展开为抽象统治总体。马克思通过对 “经济细胞形式 （商品）”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得到 “最简

单的规定”，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上升到具体总体，使之成为 “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将现实抽象的总体呈现出来。在这种分析和呈现中，一方面商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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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每个个体的独特需要，即存在与需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商品的形式规定又包含了对全

部特殊需要的抽象，体现为交换过程中的价值需要。因此，商品形式将特殊与多样统一起来，又使一

切特殊成为多余。抽象统治的总体呈现总是以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为基础，因此在抽象统治辩

证展开的进程中也将这种矛盾的对立性不断生产出来：一方面，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日益发

展为资本力图摆脱劳动过程不断实现为形式规定的趋势；另一方面，价值增殖又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劳

动过程而实现自身空转，劳动过程和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构成价值增殖无法逾越的基础和界限。随着资

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否定的力量，资本主义 “形式外壳”

与社会生产 “物质内核”的对抗性发展表明了资本抽象统治具有深刻的过渡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所导致的抽象统治 “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

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

（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①。由此，抽象统治运动发展所彰显出的社

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辩证张力，为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特定性分析的总体性视野。

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对抽象统治展开进程中内在矛盾的把握，使得马克思将价值增殖支配劳动

过程的 “抽象统治”共时性结构放置在历时性的发展视野中来理解，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规定

的特殊性和暂时性，进而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总体性视野中探寻瓦解抽象统治的未来路径。马

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导言〉》中表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它给我们在思维中再现了抽象规定展开为具体总体的进程。但马克思也意识到，将现实抽象呈现出来

还远远不够，人们的社会关系建构了经济范畴，为了使经济范畴的分析能切中现实具体，我们必须分

析产生这种经济范畴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指出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

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

始的”②。可以说，这种从后思索的对社会形式的反思性说明，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现实表象

对现实生产的不实表现时，能够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准确把握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和暂时性。

这也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指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抽象统治结构是

以历史内容为前提的原因所在。可见，“从后思索”的逆向回溯可以让我们发现历史过程的原因，在

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及其过去社会形式在 “普照的光”上的不同，进而在历史流变中把握资本主义

抽象统治的特殊规律，实现将 “抽象统治”共时性的相对稳定结构与历时性的能动张力统一起来把

握的总体性视野，为 “抽象统治”的未来扬弃打开历史的开放空间。

至此，马克思科学抽象法所彰显的辩证张力能够将抽象统治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发展的能动因

素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能够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将抽象规定再现现实具体总体的过程呈现出来，另

一方面能够通过从后思索将资本抽象规定的历史性前提揭示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是使抽象统

治得以辩证呈现的中介环节，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产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分析

始终有着历史性的总体视野，既没有把资本主义具体现实还原为抽象规定，也没有把客观的抽象规定

看作是现实具体本身，而是将抽象规定与现实历史结合起来考察，在动态把握资本主义特定现实的复

杂互动关系中，打破本质和现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单向决定关系，更内在

地激活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性批判维度，为瓦解抽象统治始终提供历史的开放视野。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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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从 《论十大关系》开始的新探索

齐磊磊　李　莲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逻辑、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新中国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包含一般现代化道路的共性，又有中国的特殊之处。《论

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独创性理论成果，通过对十大关系

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初步明确了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前提，积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

本经验，同时也在重大原则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提供了方向指引。

【关键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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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推进的结果。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自

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既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思想准备，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新中国成立后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初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思想过程和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可以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和拓展、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

一、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前提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目标。近代以来，实现现代

化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从参照西方模式，尝试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到学习苏联经

验，模仿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再到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报告中阐述走中国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的初步构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也明确了中国现代化

道路 “两个不能走”的历史前提。

（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能走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他这样写

道：“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

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历史事实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资本主义的现

代化道路走不通。这一结论有其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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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理想的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曾经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做出

了重要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肯定，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

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产阶级结束了生产

资料、财产以及人口的分散状态，让地域性的交往变成世界性的交往，让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

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

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③，因为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不仅

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而且，这种所有制关系已经反过来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

碍，生产力不得不站出来反对和消灭这种所有制关系。这就是说，虽然资产阶级探索的现代化道路是

开创性的，但其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是残暴的、血腥的以及不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压榨以

及剥削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以及掠夺的基础之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④。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的

发展过程，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理想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过去 “只有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中国人想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国家

的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 “迷梦”。毛泽东不禁发问：“很

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⑤ 实质上，这是由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位

置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近代中国作为资产阶级开辟的新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破

坏的新对象，在遭到入侵以后，将会卷入到资产阶级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部分。这一方面意味着，资产阶级创造的工业文明高于农业文明，近代中国属于后者，难以避免落

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其入侵的国家将会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

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⑥。

然而，就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西方资产阶级除了摧毁近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之外，并没有表

现出重建近代中国的主观努力。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阻

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只是让中国作为其原材料的供应市场以及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承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 “垫脚石”。

第三，近代中国的工业状况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

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他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

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⑦ 历史地看，新中国不仅比苏联而且也比新中国之前

“作得好”。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以及本国 “自强” “求富”运动的引导，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是 “先天不足，后天畸

形”。其中，“后天畸形”首先是指中国的民族工业在产业比例方面严重失调，即 “民族工业多集中

于投资少、周转快、获利大的轻工业部门，相比之下，重工业方面更显落后”⑧。其次，中国的民族

工业在地区分布方面不平衡，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⑨ 这两种 “畸形”状况，与中国民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５页。
同上，第１６６页。
同上，第４０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８５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４页。
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上海经济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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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客观事实是分不开的，这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只能跛脚走路，无法快速发展。另外，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推动者

即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

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对于其欲达到

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对待革命

的矛盾态度，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故而也不能领导中国的工业进程，更不能带

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以西方为样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能走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成为中国唯一的出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

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

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历史首创意义，同时，苏联积累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②。

基于此，在新中国的筹建阶段，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了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又多次强调苏联的建设经验 “比较完全”③，要善于向苏联学习。

在 “一边倒”的具体指向方面，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强调的 “‘一边倒’，决不是倒向苏联

这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是指新中国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走一条

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建设道路”④。一方面，在外交上，毛泽东确实强调过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

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⑤；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上，新中国又确实在全

国范围内掀起了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所以，“一边倒”的确是倒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但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主要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学习苏联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经验。这

既是因为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在当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也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的

成熟经验，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一

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只能向苏联这个同中国有相同制度的 “具体国家”学习。

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认识的深入，毛泽东很快发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能走。这

里的 “不能走”是指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有其缺点和错误，不能迷信和盲从。在 《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没有从笼统的角度批判苏联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有针对性地指出其问题所在，如：苏联在重工

业和轻工业、农业的产业比例方面处理得不好，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苏联的行政权力过于集

中导致中央过度集权，苏联的民族关系也很不正常等。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一些

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要去学”，结果是 “栽了个斤斗”⑥；现在苏联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中国

就不能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而是要 “引以为戒”。从 “以苏为师”到 “以苏为戒”，这种发展方针

上的重大转折表明：中国不再盲目照搬苏联的建设经验，而是准备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论十大关系》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

章中，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提法，但事实上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

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问题。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 《论十大

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

容”⑦；１９６０年，他在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时再次回顾道：“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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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页。
许洪位：《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论析》，《毛泽东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３４页。
朱继东：《展现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经典文献———重读 〈论十大关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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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４１页。
同上，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具体来看，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

路的问题：第一，批评一概照抄苏联经验或者一概排斥外国东西的做法。毛泽东指出：有些人 “人

家的短处也去学”，有些人则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②。他认为这些都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做也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第二，开始提出体制方面的改革，如调整重工

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等。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初步经验

从 《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既体现出一般现代化道路的共性，又表

现出中国自己的个性。就共性而言，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样面临资本积累、技术支持等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底子 “一穷二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③。资本积累和技术支持是任何国家推进现代化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显然基础都非常薄弱。就个性而言，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

路的历史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格局，因此，中国只能因地制宜地解决

实际问题。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两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宝贵经验，分别

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带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农业支持下没有中断发展的现代化。

（一）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要解决资金极度短缺的问题，以工业化带动全面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追加资金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要建设现代化，首先面

临的问题是最初的资金从哪里来。没有资金，现代化建设无异于空中楼阁。在世界近代史上，完成资

金积累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外殖民掠夺，辅之以对外转移经济矛盾的方法。二战以前，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这种方法完成了资金的早期积累，在此基础上，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第二种是对外引资，辅之以对内提取农业等产业剩余的方法。二战以后，后发国家要推进现代化，只

要不采取对外殖民掠夺的方法，基本上只能通过第二种方法来完成资金的早期积累。

新中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首先面临的是资金短缺的问题，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

短缺问题更为严重。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破坏了中国进行资金积累的经济结构，二是因为长

期遭受侵略战争使得中国缺乏资金积累的社会环境，三是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带走了国库全部黄金

储备以及所有外汇收入。更为窘迫的是，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带走了大量技术工人，拆除以及炸毁了

绝大多数工业设施，这些行径都破坏了新中国进行资金积累的物质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几

乎没有可以用于现代化建设的民族资本，只能依靠对外引资、对内提取农业等产业剩余的方法来完成

资金的早期积累。

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引资对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即指出：英美国家的统

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即使他们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中国，也是因为 “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

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④，所以，“真正

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 （指苏联———引者注）去找”⑤。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快速完成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顺利完成了 “一五计划”，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因而也具备了建设现代化

的工业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是：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完成工业化，工业化

为全面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工业化带动全面现代化是新中国在初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十年总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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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条基本经验。

当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又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主要是装备制造等重工

业，“而重工业有一个内生性特点，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①。由于中国本身缺乏资金、缺少技

术，还要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上继续发展，就不得不依赖于苏联的 “再援助”。如果说苏联对

中国的初次援助建立在中国主观上情愿以及客观上需要的基础之上，那么，苏联对中国的 “再援助”

则可能表现为中国在形势上的迫不得已以及实际上的无可奈何，即中国从接受苏联的援助演变为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苏联的依附。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苏联不再给予中国资金以

及技术上的援助，那么，中国以工业化带动的现代化就举步维艰了。第二，为了适应得到苏联援建的

工业化的经济基础，新中国不仅在工厂和企业中建立了配套的 “苏式”管理体制，而且在政府部门、

高校、科研机构等领域也设置了相应的 “苏式”管理模式。这些措施在中国内部促成了含有苏联因

素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最终，当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尤其是当中苏两国发生分歧

时，这些因素就势必加重来自内部的反对和来自外部的干扰。

（二）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要解决农业生产高度分散的问题，从而在工农业的良性关系中实

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积累，一靠对外引资，二靠对内提取农业等产业剩余。关于第二种

方法，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②，但是，轻工业和农业的投

资比例也不能少，因为轻工业和农业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又可以增加资金的积累。毛泽东

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从长远来看，加快发展农业以及轻工业的确有利于稳固重工业的基础，同时，

这一认识也为中国跳出 “发展陷阱”提供了颇具前瞻性的思想指引。

“发展陷阱”主要指的是后发国家依靠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进行现代化，但当发达国家中断资

金以及技术方面的支持后，后发国家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向外转嫁资金早期积累的制度成本，只能陷

入发展困境。１９５７年以后，苏联停止以 “五年计划”方式为主的对华投资和援助，新中国刚刚建立

起来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随即面临无法追加资金和技术、难以继续发展的问题。但在这种

情况下，新中国不仅没有像其他后发国家一样，出现发展中断、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的状况，还

“历史性地实现了 ‘去依附’”③，这主要得益于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也就是说，通过提取农业的产业

剩余支持重工业的发展，进而保证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至于说，突出强调农业对重工业发展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大力发展轻工业，没有

更多的轻工业产业剩余，所以，只能依靠农业的产业剩余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具体来看，农业至少通

过三种方式为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一是资金的支持，这种支持由工农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完成。

二是劳动力的支持，中国在开始自主发展重工业以后，率先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建

设，其中，以地方的农村劳动力要素代替资金要素，完成了国家工业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农业领域也向工业生产领域输送了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往往低于工业领域的劳动力价

格，因而为工业发展的资金积累作出了贡献。三是土地资源的支持，重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厂地

建设，还是配套设施建设，基本上都要占用农业用地，但工业向农业提供的用地补偿相对较低，在这

个意义上，也体现了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持。

农业支持工业是新中国在初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在农业的支

持下，重工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高投资、高增长，新中国因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以及

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局面。而农业领域之所以能够提供产业剩余支持工业的发展，关键在于解决了农业

生产高度分散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中国５亿多农民大规模地回归到传统的小农经
济中，自给自足是其主要特色，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此后，农业合作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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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散户形式进行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依靠统一经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特别是农民组织起来后，

兴修水利，改造农田，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的粮食需求，并且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保障了工业

领域和城市的粮、油、棉供应。再加上这一时期对于工农联盟、团结奋斗精神的大力宣传，使得工农

业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协作关系，为农业支持工业打下基础，推动了工业现代化的持续发展。

但是，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同样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长期提取农业产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

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农业产业剩余减少，农民购买工业领域的支农产品势必面临资金不

足、交易困难的问题，农业生产力因此无法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剩余减少，用于农村基础

设施和农业水利工程的投入降低，这导致农民更加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第二，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不断突出。在产业布局中，工业一般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道路、通信、教育、

卫生等配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农业所在的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提取农业产业剩余支持工业发

展，减少了农业的发展资金，减缓了农村的发展速度，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三、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

向，积累了重要经验，系统总结并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原则遵循。

（一）坚守方向：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所

在、关键所在。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走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首先，社会主义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系统总结了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第一，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是 “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

的环境”①。第二，俄国人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中国人民观察自己的命运提供了崭新的工具。第三，

近代中国历史表明，想要达到胜利以及巩固胜利，“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中国人

要自救、中华民族要发展，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我们不

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无疑是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指向。在 《论十大关系》一

文中，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主要是基于 “少走弯路”这个出发点，强调的是在现

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法上摆脱传统的苏联模式，而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指向方面有别

于苏联。中国和苏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是相同的，中国对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也不会背离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制度。

毛泽东认为：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④，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坚强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谈不上走中国自己的现代

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⑤。实际上，从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到正式提出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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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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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发挥关键作用；也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不断夯实和拓宽，行稳而致远。

（二）独立自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和

重要原则。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主要以苏联为榜

样进行工业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毛泽东后来指出：以苏联为榜样，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一

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和孤立；二是新中国没有自己的建设经验，只得照抄苏

联。应当说，这一时期中国向苏联的学习还是卓有成效的，无论国民经济的恢复，还是国家工业体系

的初步搭建以及国防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苏联经验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毛泽东也指出：一切以苏

联为标准又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 “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①，因此，效法苏联只

是应一时之急，不能作长久之计。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国情复杂，无论革

命、建设还是改革，都不存在可以简单照搬照抄的模板，只有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

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要求。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决定探索自己的

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包括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

农业、重经济发展速度轻经济发展效益等，对中国来说，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全盘吸收苏联的经

验，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在革命年代生搬硬套苏联经验，遭受过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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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以，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首要的就是独立自主，照

搬照抄苏联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坚持独立自主是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立足之本。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③。在 《同音乐工作者的

谈话中》中，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共同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

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各个国家应该有所不同，中国革

命与十月革命就有区别，中国走的是一条 “从乡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中，对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现形式更应该有所不同，尤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 “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

主”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华文化的形式，才能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成功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三）开放包容：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先进的现代化建设经验

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源泉，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文明，中华

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开放包容的政党，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坚持开放包

容。

开放包容是学习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

提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中国要认识、研究以及学习别国和别的民族的

长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习。在号召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

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过去学习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对我们国家

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绝不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应当积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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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现代化建设的优点和长处。

开放包容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上受到批判后，毛泽东评

价道：“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①。从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担心列宁主义遭到削弱以及批判斯大

林所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然而就喜的方面来说，它破除了新中国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去掉了苏联现

代化建设理论和经验的权威性对新中国形成的压力，有助于中国人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思考现代化

建设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向苏联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在 《论

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提的是对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

长处，也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

要学”②，学习一些外国的东西，既是为了增长见识，更是为了进行自己的创造，建设自己的现代化

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开放包容，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经验，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力更生。毛

泽东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将自力更生作为中国发展的首要经验。“我们一方面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③。实际上，

学习外国和自力更生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新中国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

为了更快地解决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问题，可以在 “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其他国

家和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优秀成果。“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

我们的东西有一个跃进”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 “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理解为放弃 “以自力更

生为主”，绝不可忘记独立自主这一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

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⑤。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是从毛泽东的

《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始的，此后这一道路进一步夯实和拓展，到今天已形成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普遍共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漫长征途，更是一条行将必至的康

庄大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既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来之不易、成之惟艰，也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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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整体与部分理论探究

李朝东

【摘要】范畴是通过范畴的意向活动而形成的抽象观念，范畴对象也就是观念对象或本质对象，现象学对

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观念对象的整体和部分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复合对象和简单对象、独立对象

和不独立对象这些对子概念的辨析，进而从纯粹逻辑学的属、种、差的概念出发，考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

奠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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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研究”（１９ＦＺＸＢ０４５）

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一研究 “表述与含义”通过对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意识的分析，认为逻

辑学是关于含义统一和含义规律的科学，而含义统一就是观念统一；在第二研究 “种类的观念统一

与现代抽象理论”中，主要研究观念统一及观念直观方式；第三研究 “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学说”则

主要研究作为观念对象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胡塞尔认为，整体与部分学说对澄清现象学的认识论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却较少受到关注，整体与部分的理论属于 “纯粹的 （先天的）对象本身之理

论”的研究课题，纯粹的对象理论主要研究 “对象范畴”，对象范畴的观念包括 “整体与部分、主体

与属性、个体与种类、属与种、关系与集合、统一、数字、序列、数值等等，以及与这些观念有关的

先天真理”①。对 “对象范畴”的研究对从认识论上澄清逻辑学和逻辑真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范畴或观念对象如何可能

在纯粹现象学中，从感知到直观行为、表象行为再到符号行为和判断行为，都是客体化行为，都

有指向和构造对象的功能。但是，胡塞尔特别强调客体化行为由表象行为 （称谓行为）和判断行为

（论题行为）构成，因为称谓行为 （表象）是对一个事实 （Ｓａｃｈｅ）的指称或感知，论题行为 （判

断）则是对一个事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的表象或陈述；或者说，称谓行为 （表象）构造的是事物对象，

论题行为 （判断）构造的是事态对象。从表象到判断就是从经验到判断、从 “前述谓的”意向性到

“述谓的”意向性的转变。例如，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我们感知到它的各个侧面、颜色、形状、硬

度，在这个连续的感知过程中，同一张桌子的多样性的感觉材料被持续地给予我们 （感知）；我们也

可以事后回忆等想象的方式 “再现”我们对这张桌子的感知，形成关于这张桌子的表象；由于 “质

料”（Ｍａｔｅｒｉｅ）（通过直观行为给予的表象内容）相同，我们可以通过不同 “质性”（Ｑｕａｌｉｔｔ）方式
意指这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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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观察这张桌子，桌子有一条桌腿是断的，这个先前在我们散漫的知觉中没有特别关注的

部分凸显了出来，它在桌子的整体背景下被衬托出来成为我们注意力集中的中心；现在我们中断持续

的知觉之流，回到桌子 “整体”，但这个 “整体”已经是包含 “部分”的整体，并把凸显的部分

（断腿）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此时，整体及其部分被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同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 “联

结”也得到记示。

这个 “联结”非常重要，它是我们意识的意向活动从 “经验活动”转到一种初始的 “理智活

动”，从表象行为转向判断行为，从直接经验转到理性判断，从表象对象转向构造对象。在直观行为

和表象行为阶段，整体和部分被我们体验或经验过，但它们 （桌子和断腿）还没有得到联结因而还

没有成为课题；把整体和部分联结起来是判断行为的功能，从而使我们从知觉意向转向范畴意向。此

时，由整体和部分构成的桌子就不再是被经验到的事实存在或对象，而是范畴意向构造的范畴对象或

范畴客体 （“桌子”）。我们知道，表象行为是由直观行为 （感知＋想象）和非直观行为 （符号行为）

构成的行为总体，客体化行为是由表象行为 （感知 ＋想象 ＋符号）和判断行为构成的行为总体，正
是 “符号行为”才使我们从直接的感知意向行为转向理智的 “判断行为”，并通过判断行为把直观和

表象行为中的事实存在的桌子抽象成符号性存在的 “桌子”。胡塞尔认为，在符号行为中，我们使用

“语词”或 “语言”这样的符号来表达在范畴意向中所发生的整体与部分的联结关系，不是因为我们

有了语言才能思维，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思维，才有能力达到范畴意向；或者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了

“语言”才能够进行构造范畴对象的意向活动，而是因为我们能够进行构造范畴的意向活动，才能够

拥有并使用语言。语言中的 “句法”表达着在范畴意识中显现出来的整体与部分的诸多关系。

至此，我们需要对范畴、范畴直观、构造、观念对象等现象学术语做出必要的解释。

范畴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一词在古希腊词语中是指指责或控告某人，或公开陈述属于某人的特
征，例如说 “张三是个瘸子”，就是公开陈述张三具有 “腿瘸”这个特征。后来逐渐成为哲学术语，

意即关于某事物有所言说的行为。“范畴的”就是把某个对象加以联结、把句法引入我们所经验到的

东西之中的意向活动； “范畴”就是通过范畴的意向活动而形成的抽象观念。在胡塞尔的 《逻辑研

究》中，“范畴”首先是指范畴形式或逻辑范畴，如一、多、全、数、关系、原因、结果等；其次是

指质料范畴，如颜色、空间、树、桌子等，也叫 “形式本体范畴”。在此意义上， “范畴”概念与

“本质”“观念”等概念是基本同义的，“范畴的”就是 “观念的”和 “本质的”，“范畴对象”也就

是 “观念对象”或本质对象；范畴对象通过范畴直观而被原本地把握到。

范畴直观是本质直观的一种类型，本质直观 （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ｓｅｅｉｎｇ）和观念化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基本同
义，是指在个体直观的基础上，一个普遍性意识在 “观念化的抽象”中构造起自身，这个 “普遍性

意识”作为 “种类”本身被看到，这个 “种类”就是 “本质”或 “观念”，把握这个 “种类”的意

向性方式就是 “本质直观”或 “观念直观”。在西方哲学以及现象学那里，范畴也是一种观念，但

“观念”要比 “范畴”的含义宽泛一些，把握观念的意向方式是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把握范畴的意

向方式是范畴直观。但在形式本体论的质料范畴意义上，范畴与本质、观念同义，范畴直观也与本质

直观、观念直观同义。

构造 （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在现象学中的含义就是通过意识行为而 “建构起”对象性的统

一性，它使杂多的意识生活之综合得以可能。现象学的 “构造”不是一种 “创造”，也不是把意识行

为强加给实在，而是使杂多的感知材料联结并显现为一个范畴对象或观念对象。构造一个对象 （事

态），就是运用我们的理解让对象向我们展现它自己。运用语言符号在范畴意向中建构并把握范畴或

观念对象属于人类高级的理智活动，它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之上，就是说范畴意向奠基于感知、想

象、回忆、图像、期待等较低级的意向活动的基础上，前者可以称作 “述谓的意向性”，后者可以称

作 “前述谓的意向性”。我们在前述谓的体验基础上构造起述谓性的范畴对象或观念对象，它使我们

知觉到的事物被提升到逻辑论证和理性思维的领域，范畴就是从知觉到理智的过渡点，是语言和句法

开始起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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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象学中，“对象”（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也叫意识的 “意向对象”或 “内容”。“对象是意向的对象，

这意味着，一个行为在此存在，它带有确定地被描述的意向，在这个确定性中的意向恰恰构成了被我

们称作这个对象之意向的东西。”① “对象”对应的概念是 “意识”，它们在确切的意义上体现出 “意

识对象”与 “意识行为”的对立，但这个对立不是固定不变的， “意识”也可以使自身成为 “对

象”，只要意识通过反思把目光转回到自身并将自身对象化。就此而言，胡塞尔现象学中 “对象”这

个概念本质上区别于 “事物”概念。观念对象或范畴对象就是我们在范畴意向的反思目光中通过语

言和句法作用构造的事态，这个事态不是事物存在，而是观念或范畴性的意识存在，“虽然观念对象

是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但却仍然有它自己的存在，自为的存在”②。无论个体之物还是一般之物 （种

类）都是存在的，都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含义，即它们都是观念对象。

我看见了张三———感知

我想象着张三———想象

我想起了张三———回忆

“张三是人”———判断

这里的张三是一个个体事物，是被我感知、想象、回忆的个别对象。但是，我也可以从众多的个

人中抽象出 “人”的共同性，这里的 “人”就是作为种类存在的一般之物。现在我通过语言符号来

表达 “张三”“人”，并用语言的句法词 “是”“和”“连”等句法范畴把它们联结在一起 “张三是

人”。“张三”是个别的观念对象，“人”是一般的 （种类）的观念对象，它们都是在语词和语言中

被意指的对象，都代表一个含义统一和观念对象。胡塞尔指出： “通过维护与个体对象并存的种类

（或观念）对象的固有权利来确定纯粹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主要基础。这里就是相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

的心理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界点，唯心主义才是一门自身一致的认识论的唯一可能性。”③

二、独立对象与不独立对象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确定，胡塞尔 《逻辑研究》关于整体和部分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观念对象

的整体和部分的研究。“对象可以相互处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这是先天建基于对象的观念之中

的关系种类……由此而产生出的对对象的观念划分，即划分为简单对象和复合对象。”④

胡塞尔对整体和部分的阐明是通过 “复合对象”和 “简单对象”对概念的研究来进行的。“‘复

合的’和 ‘简单的’这两个术语通过下列规定而得以定义：具有部分 －不具有部分。”“复合性……
指明这个整体的许多分离部分，以至于那些不能被 ‘分解’为许多部分的东西，即那些不能被划分

为至少是两个分离部分的东西，就必须被标识为简单的。”⑤ 就是说，“复合”就是指一个整体可以分

离为许多部分，“简单”就是指整体不可分离为两个和两个以上的部分；或者说，复合的就是 “具有

部分的”，简单的就是 “不具有部分的”。

简单和复合与整体和部分两对概念并不完全相合。我们可以说 “所有简单的内容都是整体”，因

为它不能再分离为部分；但不能说 “所有复合的内容都是整体”，因为有些内容的复合并不一定构成

整体；也不能说 “所有复合的内容都是部分”，因为各个复合的内容既可以作为部分而与其它内容一

同构成整体，又可以在独立的情况下自己就是一个整体。胡塞尔说，这些 “部分关系”特征各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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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４４８页。
［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上册，倪梁康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３０６页。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１１２页。德文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汉语学术界一般翻译为唯心主义或观念主义 （唯心

论、观念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论述中，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分别指称两个范畴：一是通常所指的唯心主义，它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教条
理论；二是指一种 “认识论形式”，它承认观念之物是所有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２４２页。
同上，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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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取决于 “独立对象与不独立对象”的区别。在宽泛的意义上，一个对象中现存的东西都可以称

之为 “部分”，而 “部分”又可以区分为 “独立的部分”和 “不独立的部分”，前者叫 “决然的部

分”（Ｔｅｉｌ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ｈｉｎ）或 “块片”（Ｓｔüｃｋ），后者则叫 “抽象的部分”或 “因素”（Ｍｏｍｅｎｔ）：
我们首先确定对 “部分”这个概念的基本划分，即划分为最狭窄意义上的 “块片”或部分，以

及划分为整体的 “因素”或 “抽象部分”。我们将任何一个相对于整体 Ｇ独立的部分称作 “块片”，

将任何一个相对于它不独立的部分称作这同一个整体Ｇ的 “因素”（一个抽象部分）……抽象部分可

以再具有块片，而块片也可以再具有抽象部分。

我们将那些不共同具有同一块片的各个块片称作相互排斥的（“分离的”）块片。我们将那种把一

个整体划分为多个相互排斥之块片的做法称作对此整体的分片 （Ｚｅｒｓｔüｃｋｕｎｇ）。①

胡塞尔把 “对象”叫做 “内容”，“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本己的对象 （或者，如我们通常

所说的那样：‘内容’）”。② 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互相联结的，但有些部分与整体的联结是可分的，

有些则是不可分的。胡塞尔不同意贝克莱关于区分 “独立部分”与 “不独立部分”的关键在于 “是

否能够分开被表象”。在贝克莱看来，在一个表象复合体 （内容复合体）的因素按其本性来说可以分

开被表象的地方，那里就有独立内容现存；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现存的就是不独立的内容。可以

分开被表象的是独立内容，不能分开被表象的则是不独立内容。胡塞尔批评到：事实上我们只能分开

表象任何一个 “块片”，而不能分开表象它的 “因素”。块片是可以分开被表象的，例如， “桌腿”

（块片）就可以与 “一张桌子”（整体）分开，只表象它的一条 “桌腿”；“广延” “颜色” （因素）

则不能与 “桌子”分开表象，不论是一张桌子 （整体）还是这张桌子的一条桌腿，都是有广延和颜

色的，但离开桌子或桌腿，“广延”和 “颜色”就无法被表象，它们作为 “因素”不可能是独立的

内容，就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分离地和独立地在表象中存在。一方面，桌面、桌腿等这些 “块片”

既可以与广延等 “因素”可以结合在一起构成 “桌子”这个整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桌面或桌腿等

块片又可以从桌子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来独立存在，并且自己可以独立地成为一个整体存在，比如分离

出来的 “桌面”（部分）可以独立作为一块 “木板”（整体）而存在。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不独立内容即不可分内容，它必须与其它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同时

存在；而独立内容即可分内容，它可以不依赖或不取决于其它内容而存在。据此，胡塞尔给出可分性

（从另一方面理解也是不可分性）的两个定义：第一，无论内容如何变化，我们可以在表象中同一地

坚持这个内容。“可分性无非意味着，在共同联结的并且共同被给予的内容的无限的 （……）变更

中，我们可以在表象中同一地坚持这个内容。”③ 相反，不可分性或不独立内容就是在共同联结并共

同被给予的内容的无限变更中，我们在表象中不能同一地坚持的内容。第二，可分性内容就其本质而

言不取决于其它内容的存在。“这个内容的存在就其自身、就其本质而言根本不取决于其它内容的存

在，它就像它本身所是的那样，能够先天地、即按其本质而言存在……与此完全等值的是：在内容本

身的 ‘本性’中，在它的观念本质中并不建立着对其它内容的依赖性……其它内容事实上正是连同

这个内容的此在并根据经验规则而被给予的；但在其可从观念上把握的本质中，这个内容是独立

的。”④ 相反，不可分或不独立的内容就是具有依赖性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与其它内容结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其它内容与它同时存在，它就不能存在。

胡塞尔认为，不论我们说内容和内容部分，还是说对象和对象部分，都可以用 “具体之物”来

类比地谈论 “抽象之物”的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绝不能混淆具体之物与抽象之物的区别。从

抽象之物或观念对象的立场来讨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必须要从纯粹逻辑规律的概念来考察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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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２９１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同上，第２５０页。
同上，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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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逻辑概念考察整体与部分

胡塞尔进一步从纯粹逻辑学的属、种、差的概念对整体与部分进行考察。这里，我们首先对逻辑

学的属、种、差等逻辑概念做一个大概了解。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思考并建立形式逻辑学，他在前人哲学和数学 （尤其是几何学）

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详细研究了概念、判断、定义、推理形式等思维的一般规则，创立了哲学和科

学研究与表达工具的形式逻辑。他从自然语言出发研究了词的意义和词的分类，认为语言 （词）是

思想的符号，并通过思想指示存在。语言、思想、实在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 “意义”。词是代表观念

的符号 （语音词是思想内容的符号，书写词是语音词的符号），每个词的意义在于指示思想之中或思

想之外的对象，是词与观念和事物的对应；有些词的意义表示事物的运动变化 （动词），有些表示不

变的存在和本质 （名词）；所有动词都被用作谓词，有些名词被用作谓词，有些被用作主词。

每个单词都对应于一个观念的约定符号，因而本身无所谓真假。但当单词组合成判断时，便出现

判断的真假问题。判断是谓词对主词的表述，它既表达几个观念，又表达对这些观念能否如此联结作

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如果表述的思想内容与事实相符，那么肯定的判断为真，否定的判断为假；如

果表述的思想内容与事实不相符，则肯定的判断为假，否定的判断为真。

亚里士多德认为，系动词 “是”在判断中起联系主词和谓词的作用，即在判断中用谓词表述主

词，表示主词指称的实体具有谓词所表述的那些属性，其意思是 “属于”，如 “Ｓ是 Ｐ”的意思就是
“Ｐ属于Ｓ”。在 “Ｓ是Ｐ”这样的句子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不同形式的命题：加上否定，就可以得到
“Ｓ不是Ｐ”，加上不同的量词，就可以得到 “所有Ｓ是Ｐ”“有些Ｓ是Ｐ”“所有Ｓ不是Ｐ”“有些Ｓ不
是Ｐ”，等等。然后用这些句子可以构成推理，如 “所有Ｍ是Ｐ，所有Ｓ是Ｍ，所有Ｓ是Ｐ”，亚里士
多德由此提出和制订了三段论式推理以及以此为形式的逻辑演绎体系。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句法形式与古希腊日常语言形式是一样的。“Ｓ是 Ｐ”，从语法形式看，
“是”是系词，它将主语 “Ｓ”与谓语 “Ｐ”联结起来，谓语 Ｐ是对主语 Ｓ的一种情况的表述；从逻
辑形式看，“Ｓ”和 “Ｐ”表示两个 “类”，通过判断词 “是”联系起来，表示两个类之间的关系。但

是，“Ｓ”和 “Ｐ”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关系：
哲学家是智者；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这三个陈述都符合 “Ｓ是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语法学只限于指明它的主语和谓语结构关
系，而逻辑学则要研究Ｓ和Ｐ所指称的语词性质。在 “哲学家是智者”中， “哲学家”和 “智者”

都是类概念；在 “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中， “苏格拉底”指称的是个体概念， “哲学家”则是类概

念，而且 “哲学家”说明的是 “苏格拉底”的 “性质”；在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中， “是

……学生”表达的不是性质，而是 “关系”。为了明确 “Ｓ是Ｐ”在逻辑形式中的词类性质，亚里士
多德进一步区分了 “类”“种”“差”等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中通过对简单用语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十个范畴，表达 “存在”的十

种含义：本体 （ｏｕｓｉａ）①、数量、性质 （如 “聪明的”）、关系 （如 “四倍”）、地点、时间、姿态

（如 “站着”）、状况 （如 “穿鞋的”）、主动 （如 “施手术”）、被动 （如 “接受手术”）。每一个范畴

都以客观事实为对象，都指一种存在。

在存在的十类范畴中，第一，“本体”是中心。在一个陈述中，主词是主体或本体，其它的范畴

是表述它的谓项；本体是其它九范畴的基础，九范畴表示的存在是依附于本体的，而不能有与本体相

４７

① 亚里士多德ｏｕｓｉａ在柏拉图著作中已经频繁出现，它是系动词 “是”的名词形式，从字面上直接对应于英文ｂｅｉｎｇ。但其含义不易
表达，一般说来，ｏｕｓｉａ意指 “某物存在”（ｉｔｉｓ），相当于英文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根据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卷五章八１０１７ｂ１０－２２
提出的关于 “本体”的四个标准中，当ｏｕｓｉａ符合前三个标准时，可以称为 “本体”；而按照第四个标准：“ｏｕｓｉａ（本质），其公
式即定义，这也被称为各事物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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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存在。如 “人是白的”， “白的”不能有离开 “人”的独立存在；第二，个别事物是第一本

体，“种”和 “属”只是第二本体。作为陈述主词的本体又可以区分为 “个别事物”和它的 “属”

和 “种”。“属”和 “种”也是本体是因为其它九范畴都可用来表述它们并依附于它们而存在。本体

（ｏｕｓｉａ），就这个词的最真实、最原初、最确定的意义来说，是指既不能表述一个主体，又不依存于
一个主体中的东西，如个别的人或马。但在派生的意义上，像属 （ｇｅｎｏｓ／ｓｐｅｃｉｅｓ）那样包括着原初本
体的东西，也被称为本体；同样，包括着属的种 （ｅｉｄｏｓ／ｇｅｎｅｒａ），也被称作本体。例如，个别的人包
括在 “人”这个属里，“人”又包括在 “动物”这个种里。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人”和 “动物”

就是第二本体。（《范畴篇》，２ａ１１）由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个别事物、属种、九范畴之间的表述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种概念大于属概念，在现代形式逻辑中，属概念大于种概念）：

（１）九范畴可以表述本体，但本体不能表述它们。苏格拉底是聪明的 （√）；聪明的是苏格拉底
（×）

（２）属和种可以表述个别事物，但个别事物不能表述属和种。苏格拉底是人 （√）；人是苏格拉
底 （×）

（３）九范畴可以表述属和种，但属和种不能表述九范畴。人是聪明的 （√）；聪明的是人 （×）
（４）个别事物不能相互表述，因为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真实。柏拉图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

底是柏拉图 （×）
在上述表述关系中，√表示可表述关系，×表示不可表述关系。由此，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

从 “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是动物”这两个判断中可知，“苏格拉底”是个体概念，“人”是种

概念，“动物”是属概念，由此构成传统形式逻辑的 “种差＋属”的定义方法：被定义概念＋是＋种
差＋属概念。

“人是有理性、能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在这个关于 “人”的定义

中，“人”是处在Ｓ位置上的被定义概念，加肯定判断词 “是”，加种差 “有理性、能思维、能够制

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劳动”，加属概念 “动物”。动物是属 （类）概念，人是种概念，“动物”这

个 “属”（类）中可以包括人、狗、羊、狮子等多个 “种”的存在，“人”这个种区别于其它种存在

的差别性就是 “有理性、能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劳动”（种差）。

胡塞尔在整体与部分的研究中并没有专门讨论逻辑学问题，但必须运用逻辑学的基本概念才能理

解胡塞尔关于观念整体与观念部分的论述。所谓独立的和不独立的观念 （对象），就是 “在纯粹的种

（Ａｒｔ）的直至最高的属 （Ｇａｔｔｕｎｇ）的阶段系列方面，一个最高的纯粹的属的最低的差别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
可以叫作相对独立的，而且在这里，每一个较低的种相对于较高的种都是相对独立的。就某些属而

言，与它们相应的个体个别性无法先天存在，除非这些个体个别性同时属于其它属的个体……这样一

些属在关系到后一类属时是不独立的”①。这段论述包含如下含义：（１）把 “最高的属”理解为 “整

体”，它是独立的，因为它包括一切，不再依赖任何其它对象。这里的 “独立”的含义是 “不依赖”；

（２）“属的最低差别”可以理解为 “最小的部分”，它也是独立的，因为它无法再划分，这里 “独

立”的含义是 “不可再分”；（３）最高的 “属”和最低的 “差”之间的 “种”都是不独立的，它们

或者依赖其它对象，或者可以再分，或者说它们不能自为存在。

在 “苏格拉底－人－动物”这个序列范围内，“动物”是最高的类观念，它是独立存在的，因为
它具有不依赖性；“苏格拉底”是最低的差，是个体个别性存在，具有不可再分性，也是独立存在

的，就此而言，个别也是整体；“人”是 “动物”这个属概念中的种概念，它既依赖于属概念，又可

以再分为 “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小孩”等。但是，如果范围扩大，在 “苏格拉底－人－
动物－生物”这个序列中，最高的类观念是 “生物”、 “人”和 “动物”成立 “种”观念，此时

“人”和 “动物”都具有依赖性和可分性，“那些对不独立性的某些等级作出定义的必然性或规律是

５７

①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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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内容的本质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在它们的特性基础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建立在纯粹的

属、种、差的基础上”。① 而观念对象的属、种、差关系只有通过 “奠基”关系才能得到澄清。

四、独立与不独立部分之奠基关系

柏拉图把 “观念对象”完全归结为客观的体验内容，贝克莱则把观念对象归结为心理学的主观

体验，认为凡是 “能分开观念表象的”就是独立内容，凡是 “不能分开表象的”就是不独立内容。

胡塞尔关于 “整体与部分”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观念对象的 “固有权利”：即观念对象既不能

完全被还原成客观的体验内容，也不能完全被还原成主观的心理体验。

胡塞尔从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双重意义上进一步讨论整体与部分的问题，认为整体和部分作

为 “观念对象”（可以称作 “整体的观念”和 “部分的观念”）也是现象学的构造成就。前文指出，

现象学的 “构造”概念是通过意识行为而 “建构起”对象性的统一性。所谓 “建构起”就是建立起

诸内容要素之间的 “统一性”，胡塞尔认为 “一切真正的统一者 （Ｅｉｎｉｇｅｎｄｅ）都是奠基关系”②，他
给 “奠基”下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α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 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
“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或者也可以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补充”。③

这就是说，一个α需要在与μ的联系中才能存在，那么α就需要μ来奠基，前者奠基于后者基
础之上或者说α通过μ来补充。比如，想象奠基于感知基础之上，我们想象一只 “大象”（α），那
么这个想象的大象必须依靠我们看见的 “大象”（μ）来奠基或补充，因为想象的大象只能在与感知
的大象的联结统一中才能存在。就此而言，“独立的部分”不存在奠基问题，因为 “独立”意味着不

需要其它内容就可以单独存在；而 “不独立的部分”因其依赖性就必须奠基于独立的部分基础之上，

“不独立性的意义是在依赖性的肯定思想中。这个内容按其本质来说与其他内容结合在一起，如果没

有其他内容与它同时存在，它就不能存在”④。这就是说，一个部分是不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不能自

为地存在，它是作为部分而奠基在整体之中的。胡塞尔就此提出了不独立对象的本质奠基规律：

一个不独立部分的不能自为存在便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本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个关于这个

部分的纯粹的种 （例如颜色、形式等等的种）的内容之存在预设了某些从属的纯粹的种的内容之存

在……独立的对象是这样一些纯粹的类的对象，在这些对象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个本质规律：如果它们

存在，那么它们只有作为某些从属的类的全面整体的一个部分存在。⑤

比如，在 “一张有一只断腿的棕色的桌子”这个陈述中，“棕色”是这张桌子的不独立的因素，

这是先天的，因为一个色彩只能作为因素存在于一个有色之物中。而独立的对象或内容则不存在这样

的本质规律，即使存在规律，只能是可能性规律，而不是必然性规律，即独立的部分可以被纳入到全

面的整体之中，但它们并不必须被纳入到全面的整体之中。这张桌子的一只 “断腿”是独立的部分，

它可以纳入到 “桌子”这个整体中存在，如果把这只 “断腿”从这张桌子上分离出来，它也可以不

纳入到整体中而独立存在。就是说，“棕色”（或颜色一般）作为 “不独立的部分”或 “因素”必须

奠基于 “桌子” （整体）才能存在，而 “断腿”作为 “独立的部分”或 “块片”可以奠基于 “桌

子”（整体）之上而存在 （此时，它是桌子这个整体的一个断了的腿，是桌腿），也可以不奠基于桌

子这个整体之上而独立存在 （一根长方形或圆柱形的木头，是独立的个别事物）。如此，“如果没有

整体，一个是此整体之部分的部分本身根本不能存在”与 “如果没有整体，一个是此整体之部分的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２６５页。
同上，第３０３页。
同上，第２８５页。
同上，第２５１页。
同上，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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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能够存在”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关键在于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否具有 “联结”和 “相关性”，如果

有联结，则部分就是整体的部分；如果相关性丧失了，它的部分也就丧失了。

胡塞尔将不独立性的概念和规律看作是纯粹的，只要是部分，就受这些定义和规律的约束。由此

出发，胡塞尔认为，在整体和部分、独立部分和不独立部分之间存在着两个定律，即 “分析 －先天
的规律和必然性”（分析定律）和 “综合－先天的规律和必然性”（综合定律）。① 分析性定律是 “它

们具有完全独立于它们 （确定地被思考或在不确定的一般性中被思考的）对象性以及独立于可能的

情况事实性，独立于可能的此在设定之有效性的真理”②。胡塞尔举例说，“这所房屋的存在包含着它

的屋顶的存在、它的墙的存在以及它的其它部分存在”是一个分析定律，因为分析的公式是：一个

整体Ｇ（ａ、ｂ、ｃ……）的存在完全包含着它的部分 ａ、ｂ、ｃ……的存在。它纯粹是由 “形式 －逻辑
的”范畴和范畴形式所构成的定律。综合性规律则是指，“每一个以一种方式包含着含有实事概念的

纯粹规律 （即每一个不是分析必然性的规律）都是一个先天的综合规律”③。在他看来，任何单个的

个别性在其存在方面都是偶然的，只有它们处于规律性的联系之中时才是必然性的，而必然性只有建

基于实事性本质中的观念或先天的含义上，这个规律性才能具有本质规律性的含义，即一个绝对普遍

有效的规律性的含义。就是说，个别性存在都是偶然的，只有它们处于规律性的联系中才能成为必然

的，而必然性是以观念或先天性为基础的，建立在观念规律基础上的必然性才能成为本质规律性或普

遍有效的规律性。

把 “独立性”看作是某种对一同被联结的内容的不依赖性，把 “不独立性”看作是至少对一个

内容的依赖性，这仅仅是为了对二者作出区分；但是，独立性和不独立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即相对的独立性和相对的不独立性。实际上，一个整体是通过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 （包括这个整体

本身）而构造出一个观念对象活动的领域。胡塞尔指出，整体 Ｇ的任何一部分内容如果只能作为整
体中的一部分存在，那么这个部分内容就意味着 “在整体Ｇ之中和相对于整体 Ｇ而言不独立的”部
分内容；任何不处在此种状态中的部分内容则意味着是 “在整体Ｇ之中和相对于整体Ｇ而言独立的”
部分内容。胡塞尔把它简短地表述为：“一个α的存在就属β而言是相对独立或不独立的。”④ 比如，
“人”这个属 （α）作为整体包含 “男人”“女人”等部分内容，它是独立的；但在 “动物”这个属

（β）的整体中，“人”（α）却是作为部分存在的，是不独立的。因此，如果存在纯粹的α属和β属，
而且α只能先天地与β相联结地存在，那么，一个内容 α相对于一个内容 β来说，就是不独立的；
如果这个规律不存在 （即α不依赖或不包含在β中），则α就是独立的。

以上对胡塞尔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胡塞尔在第三研究的第二章 “关于

一门整体与部分的纯粹形式之理论的思想”，通过 “奠基”理论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深

入的分析，这将是另一课题的研究问题。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７

①

②

③

④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２６６页。
同上，第２６８页。
同上，第２６９页。
同上，第２７２页。



破出存在的责任

———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探析

王玉静

【摘要】逃离存在是列维纳斯终其一生钻研的主题。在思想成熟的晚期，他虽然不再用本体论的语言论述

如何 “逃离存在”，但却通过阐述为他者的责任而成功地为 “破出存在”开辟了伦理言说的路径。本文通

过分析责任和 “说”“善”“切近”“感受性”及 “替代”的关系，分别从责任的言说结构，责任的伦理意

涵，责任的具体形式，以及责任的最终目的四个方面考察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以期从一个较为全面

的视角还原 “责任”这一概念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统领性地位。

【关键词】列维纳斯；责任；说；善；切近；感受性；替代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７８－０８

作者简介：王玉静，山西晋城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４１）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西方责任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研究” （１９ＢＺＸ１２４）；广州市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 “十四五”规划共建课题：“列维纳斯责任伦理思想研究”（２０２３ＧＺＧＪ１１５）

一、问题之源起：破出存在的责任？

列维纳斯以其毕生的心血逃离存在的同一和暴力，这从他早期著作 《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可窥

得端倪，如他在这本书的前言提到：“引领一个存在者趋向善的过程……是一个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

的范畴的过程，是一种出越。”① 到 《总体与无限》时，这种逃离更加显明。他认为将本体论置于伦

理学之前，就是将一种 “知”的关系置于伦理的关系之前。存在在存在者之前，是存在对存在者的

宰制，是一种对他者的同一化。在列维纳斯看来，哲学中的第一关系是伦理关系，而不是事前预设的

非人格的存在。如果说他在 《总体与无限》中还用的是本体论的语言来试图越出存在，那么在晚期

的重要著作 《他者的人文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ｕｔｒｅｈｏｍｍｅ）和 《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

处》（Ａｕｔｒｅｍｅｎｔｑｕêｔｒｅｏｕ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ｅｓｓｅｎｃｅ）（下文简称 《另外于是》）中，他用的则是伦理的语言，

抽丝剥茧地为超越存在进行论证。

如何超越存在？列维纳斯认为，要 “以破出存在的方式来超越存在”，而这破出存在的形式就是

“对他人的责任”。② 在思想成熟的晚期，他不止一次提到 “破出存在就是责任”③ 这一说法。同时，

他认为破出存在就是超越存在，就是伦理：“超出存在，善则是卓越、高尚———伦理不是存在的一个

构成环节，伦理异于且好于存在，是超出存在之可能性本身。”④ 可以说，列维纳斯是在这种 “伦理”

８７

①

②

③

④

［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前言第１页。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２４、２７页。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２４－３０页；［法］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王士盛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６１页。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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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内谈论责任：伦理的形式就是责任。可见，“责任”这一概念是梳理列维纳斯晚期对破出存在

进行证成的核心。那么，如何在这种超出存在、好于存在的语境中言说责任？列维纳斯认为，责任

“并非出自于原则之普遍性的虔敬，亦非出自一种道德的明见性”①，由此，我们既不能用本体论的语

言去言说责任，也不能在一种道德原则中讨论责任。

那么，如何言说对他人的责任？在列维纳斯看来，对他人的责任不只是主体 （性）的基础性、

首要性和根本性结构②，还是人性的基础 （因为人性就是主体性），是人破出存在的缘由，是人之为

人的根本。所以，列维纳斯谈及的责任，不是如传统伦理学所说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而承担的 “责

任”，而是在他自己构建的语言体系中言说责任，责任即是对他者的应承。责任不是要承担的，而是

被动地 “降于”我的。具体来说，列维纳斯在 《另外于是》一书中将对他者的责任等同于 “说”

“善” “切近” “感受性”和 “替代”。由此，引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尝试在责任和 “说”

“善”“切近”“感受性”及 “替代”的关系中，考察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以期从一个较为全

面的视角还原 “责任”这一概念在其思想中的统领性地位。

二、“说”和 “所说”：责任的言说结构

既然责任是一种应答关系：此一者对另一者③之应承④。那么，实现责任这一应答关系的首要形

式便是言说。列维纳斯首先就是从一种言说结构来分析责任，因为 “语言关系的本质因素是呼唤，

是呼告”⑤。他认为说 （ｄｉｒｅ）就是责任：“那起源的或先于起源的说，那前言之言，结起了一张应承
之密网。”⑥ 柯林·戴维斯 （ＣｏｌｉｎＤａｖｉｓ）也提到：说就是我和他者相遇之处，是我向他者的暴露。⑦

具体而言，说就是为他者的责任，是 “此一者而为另一者”⑧。

列维纳斯在一种非意向性的，抑或说颠倒意向性的意义上言 “说”。在他看来，无论是 “是其所

是”（ｅｓｓｅｎｃｅ），还是 “是之去是” （ｌｅｓｓｅｄｅｌêｔｒｅ）⑨，都是为己的；而 “说”通过接近他者，为了

他者，指示的是 “无私”或 “无是”。这 “无私”或 “无是”是一种 “极端的沉重”，其将 “是之去

是”里朝外地翻了过来，所有这些 “指示着这一先于起源的语言，指示着此一者对另一者之应承，

指示着此一者对另一者之替代”瑏瑠。

既然 “说”的状态是“先于起源”“无端”“无起源”，那么 “说”如何显现？列维纳斯认为，“说”

要隶属于所说，隶属于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才能显现，这也是 “显现所要求之代价”。瑏瑡 如是，

“说”是否就消失在 “所说”之中？

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构词上区别 “说”（ｄｉｒｅ）和 “所说”（ｄｉｔ）：ｄｉｒｅ是 ｄｉｔ的动词
原形，而ｄｉｔ是ｄｉｒｅ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意思是 “已经被说出之事”。可见，“说”指涉的是一种完

全开放的状态，因为其没有 “所说”的内容，所以我们甚至无法言 “说”，“说”是一种无法言之的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２９页。
［法］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第５６页。
“此一者”即 “同者”，“另一者”即 “他者”。下文择取这两个词的后者译法。

伍晓明在 《另外于是》一书中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一词译为 “应承”，而非 “责任”，是取列维纳斯对此阐释时，强调责任之

“应”（ｒéｐｏｎｄｒｅ）：我应 （ｒéｐｏｎｄｓ）于另一者。本文仍然选取接受度较高的 “责任”一词，一是方便在一种整合的思想语境中对

其讨论，二是笔者尝试讨论的 “责任伦理”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被普遍认可的概念。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４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１页。
ＳｅｅＣｏｌｉｎＤａｖ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７６．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０页。
本文在选取部分核心概念时，遵从伍晓明在 《另外于是》中的译法，同时将两种译法都附上。如 ｌêｔｒｅ译为 “是” （存在）；ｅｓ
ｓｅｎｃｅ译为 “是其所是”（本质）；ｌｅｓｓｅｄｅｌêｔｒｅ译为 “是之去是”（存在之存在），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译为 “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等。

参见 《另外于是》译序。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２页。
同上，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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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而 “所说”是已经说出之事、是意向性的指示、是已经被强制规定的历史，是是之为是论／本
体论的诞生之处，所以指涉的是一种内在的同一。总之， “所说”源于 “说”，而 “说”通过 “所

说”显现。列维纳斯将两者的关系勾勒为一种 “主体－对象”① 关系。柯林·戴维斯指出，列维纳斯
通过分析 “说”和 “所说”，将 “语言问题和他的伦理关切联系起来”。② 而这伦理关切恰恰是他晚

期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破出存在的路径。

从 “说”和 “所说”的关系，可以窥见责任如何被遮蔽：“而在所言中，在词语的遮盖下，信息

在交换，祝愿在传播，责任心在逃逸”。③ “说”必然要凝练成为 “所说”，所以我们向来关注后者，

而遗忘说本身之面向他者。在 “说”变成 “所说”的过程中，在不断被话题化的过程中，切近他者

的责任被遮蔽。于是，“说”就消失在 “所说”之中。因此，问题的关键也是列维纳斯 《另外于是》

整本书的核心：要超越是／存在，超越是其所是／本质，这里的超越毋宁说是一种回归、一种还原④，
即从 “所说”到 “说”的还原。通过还原才能真正切近他者，才能实现责任。

为什么要将 “所说”还原为 “说”呢？因为 “所说”这种同一化的、被固定的名词性系统，关

注的是这个世界的实体，是是／存在之秩序，体现是之为是／存在之为存在的努力，代表的是是／存在
的暴力：“任何的所言都不能与言说的真诚性相比，任何的所言都不能与先于真的真实性相符。”⑤ 因

此，“所说”是没有公正的，因为是／存在的本质为了存在而不顾及他人的；而 “说”作为对他者的

责任则是公正的开始，“因为说或应承要求公正，才有那关于所说和关于是的问题”⑥。为了实现公

正，就要将 “所说”还原为 “说”。

如何还原？是否能真正的还原？列维纳斯首先肯定了这种还原的必要性，并给出关键性的提示，

即作为对他人之责任的说 “乃是其所是之打断”，“乃以好的暴力强制规定下来的某种无私／无是”；
而对是其所是者的打断是还原的关键，“对是其所是的伦理性打断才是那供给还原以能量者”。⑦

那么，如何打断？打断之后如何继续？从上文分析可知，所说是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是
其所是／本质，而 “说”是 “无端”“无源”，是伦理意义上 “无私”“无是”。诚然，列维纳斯想通

过这种言说结构，将是其所是／本质还原为伦理上 “无私”和 “无是”的 “此一者为另一者”的责

任。这种还原是 “回到尚未及于是之处”，同时 “绝不以任何方式表示着一种是之为是论之被另一种

所纠正”⑧，因为 “纠正”还是在是之为是论／本体论之中，只有打断，才能将所说从被凝固的，被同
一的是之为是论／本体论中抛出，回到 “那尚未及于是之处或那超过是之处”。但列维纳斯明确指出，

“那尚未及于是之处或那超过是之处并非某个在尚未及于或超过是之处的是其所是者”，即我们要超

越这存在，不是用另一好的存在替代这个存在，而是要完全地破出存在，要 “还原到表示，还原到

包含在应承之中的此一者而为另一者，亦即那人性之处或非处，人性之处与非处，人性之乌托邦，还

原到那字面意义上的不安或此种不安之不同时”。⑨ 既然 “说”是 “无端”“无源”，甚至我们都无法

言说，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语言去思考这还原，不仅要还原到一种可以言说的
“说”，而且要颠覆 “所说”所关注的是之为是。

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还原在方法上的不可行：因为 “说”是无端、无源，所以 “所说”不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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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１２２页。
ＣｏｌｉｎＤａｖ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ｃｔｉｏｎ，ｐ．７６．
［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３６页。这里的 “所言”

即 “所说”，同下文。

这里的 “还原”尽管是一个现象学的术语，但列维纳斯并没有在现象学范畴内使用它，它指的是 “先于本源的、先于现象的，

在自我的构成和意识诞生之前”。（ＣｏｌｉｎＤａｖｉｓ，Ｌｅｖｉ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ｃｔｉｏｎ，ｐ．７７．）
［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２３６－２３７页。这里的言说同 “说”，同下文。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１２０页。
同上，第１１５、１１７页。
同上，第１１８页。
同上，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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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还原，每次还原必定会有剩余。① 对此，孙向晨敏锐地指出：“莱维纳斯就是要揭示那些在语言

的存在论方面所发现不了的东西，对他来说 ‘言说’的内容没有什么好注意的，但 ‘言说’之谦卑

的态度却包涵了太多可以挖掘的秘密。”② 显然，这种还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 “打断”，是

“无尽的批判”和 “怀疑主义”的 “螺旋运动”。从 “所说”到 “说”的还原，并不是其内容的还

原，而是言说形式的还原，因为 “说”甚至并没有内容，而是一种完全的给予。在被固化为名词的

“所说”之中，对他者的责任被遮蔽，只有不断地还原才能回到责任即 “说”。

三、善：责任的伦理意涵

在 《总体与无限》的结尾，列维纳斯提到：“我们以我们的方式遇到了柏拉图关于善超逾存在的

思想。”③ 这里，“我们的方式”指的是一种既不是以神学语言，也不是以存在论语言的方式超越。但

列维纳斯在 《总体与无限》中尚且使用存在论的语言言说善或他者，他真正从超越的角度或者说在

破出存在的范畴谈论善是在 《另外于是》中。德里达说：“以我们的方式，也就是说伦理学出越并不

朝向善的中立性投射，而是朝向他人。”④ 《总体与无限》中的 “朝向他人”，到了 《另外于是》就是

对他人的应承／责任。在 《另外于是》中，列维纳斯是在一种去私和颠倒意向性的角度谈论责任，这

种为他性的责任就是善。具体来说，善是对我的呼召：“一种与善的关系，它把我传讯到对他人的责

任心上来。”⑤ 可以说，与自我那种为了其是／存在做出的努力相反，责任不是为己的，而是此一者而
为另一者，而这种为他的责任是自我的变节，是一种去私，并具有伦理意涵———善。

同时，这种呼召是一种绝对的被动：“责任心的这种与自由相比的先行性意味着善的善良：善应

该在我还不能选择它之前挑选我；善必须首先选上我。”⑥ 与自律相比，列维纳斯更强调一种他律：

作为善的责任，不是人自主地选择，善先选择我意味着我对善的被动地接受，并且这种被动是绝对的

且时间上先于一切。“在那尚未及于意识之处，此被动性或此应承或此痛苦存在于善对此一者的此种

先于起源的支配控制之中，此种支配控制比任何现在、任何开始都更加古老。”⑦ 列维纳斯强调善对

人的选择，而不是人主动地选择善。这意味着责任是人内在的本质： “我的存在意味着不能推卸责

任，仿佛整个创造的大厦都在我的肩上。”⑧

列维纳斯为什么要强调善在人对其选择前就选择了人？因为只有在这种绝对的被动性中，主体对

他者的责任才是第一位的，而主体的自我意识或主体为是／存在的努力是其次的。这种绝对的被动意
味着意向性的颠倒。列维纳斯指出：“被动性是善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非处———它是存在的

规则之例外。”⑨ 显然，将善置于一种绝对的被动时，才能真正实现对是／存在的超出。善呼召人对他
者负责，在人选择它之前就选择了人。这种完全被动的责任，更能体现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那么，我们如何具体地谈论善？在责任的言说结构中， “说”必定要在 “所说”中得以显现，

“所说”既出卖善又在我们面前传达善。瑏瑠 具体来说，列维纳斯在切近中找到善：“在其不安之中，在

其对自身的清空之中，在其不同时之中，切近不是比所有的安歇、比所有被抓住了的片刻所具有的充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ＤＷａｌ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２，ｅｄ．ｂｙＤａｎｉｅｌＯ．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ｐｐ．９５－１０５．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２０４页。
［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２８４页。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１页。
［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２１６页。
同上，第２１５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１４６页。
Ｅ．Ｌｅｖｉｎａ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ｄｅｌａｕｔｒｅｈｏｍｍｅ，Ｐａｒｉｓ：ＦａｔａＭｏｒｇａｎａ，１９７２，ｐ．５４．
Ｉｂｉｄ．，ｐ．８６．
参见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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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都更好吗？”① 这里的 “好”（ｂｉｅｎ）就是善，“不安”是他者时刻萦于我怀，“对自身的清空”
是回到己，“不同时”是和他者的不对称，所有这些都指向 “他人具有价值”。② 这番论证恰恰是对

“善就是对他者责任”的回应。善就是责任意味着，善的一切衡量标准悬系于对他者负责。

另一方面，他者不是以强者，而是以贫穷的和软弱的状态在我面前呈现：“另一者性带着贫困和

软弱所具有的全部负担落在我身上。”③ 这种 “另一者性”的贫穷和软弱，恰恰源于犹太教的上帝观。

显然，列维纳斯对善的阐释路数与他的犹太身份以及二战经历有关：“而其安歇之中亦只有一个不安

或不眠，那就是自另一者之悲惨而来的阴影、不安或不眠。”④ 我们发现，列维纳斯理解的善并不是

如康德理解的善的意志，也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内的善，更不是要勾勒一个超越的神，列维纳斯是为

了阐释为他者的责任而对善这个概念赋予这超越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善因将他者置于首位，为他者

负责而有意义，于是，为他者的善就激发出主体的正义。甚至可以说，因为善源自对他者的责任，所

以善就是正义。韩潮指出，列维纳斯 “是以犹太思想与现代哲学相结合的 ‘无限性’概念去解释柏

拉图的 ‘善’”，甚至认为 “列维纳斯的工作是以犹太的 ‘正义’取代了希腊的 ‘善’”。⑤ 那么，善

呼召为他者的责任是否有具体的形式呢？这就是切近和感受性。

四、切近和感受性：责任的具体形式

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列维纳斯强调的是责任中的他律：善／无端呼召我对他者负责。这种对他者
的负责／应承就是切近，它作为 “同者而为另一者”，是责任的具体形式。然而，它并不是物理上的

接近他者，而是对他者的 “扰乱”。一方面，这种接近是时间上的不同时：“切近———从我到另一者

———是在两个时间之中的，并因此而是一种超越。”⑥ 主体和他者不在同一时间之中，没有共同的现

在，所以切近作为与他者的关系，是 “处于所有的知之外的非无差异／有动于衷”⑦。另一方面，这种
“知之外”的绝对的差异是他者萦于我怀的关键，造成了切近对总体的打破：“切近是一个被诸项之

间的差异所打破的全体，但在这一情况之中，差异乃是非无差异／有动于衷，而打破则是 ［另一者］

萦 ［我之］怀。”⑧ 可见，切近不是单方面的向他者的暴露，其扰乱的核心在于打破。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是在一种逆于意向性的、非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语境中谈论责任和切近。
可以说，逃离存在的同一是他论述的前提。由此，他才一直强调这 “不同时”及 “差异”。正因这种

“不同时”及 “差异”，对主体来说，他者的脸、这种绝对的他异性，就是一种在切近中的颤栗，“是

相对于认识而言全然另外的颤栗———人的颤栗 （ｆｒéｍｉｓｓｅｍｅｎｔ）”。⑨

除了主体和他者的这种 “不同时”和 “差异”，造成颤栗的原因还在于同者／主体的感受性：为
他者之责任或切近其实就是 “让自己剥皮露肉之说，是切肤并触及神经末梢之感受性”。瑏瑠 列维纳斯

甚至认为，主体性就是 “易受伤害性”、就是 “感受性”。瑏瑡 如果人是没有肉身的唯灵的生命，对外

界的任何刺激都不会有感觉，他何以能感受到他者的脸并有回应呢？所以，人首先是作为肉身的存在

才有感觉，才能享受和被伤害。无论是主体对他者的颤栗，还是切近中的扰乱，根本原因都在于主体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２４页。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２３４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５８页。
同上，第２２４页。
韩潮：《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论柏拉图 “善高于存在”》，高宣扬主编： 《法兰西思想评论》第３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法］列维纳斯 《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０４页。
同上，第２３３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同上，第２１１页。
同上，第５２页。
同上，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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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性和易受伤害性，更确切地说，是主体的身体性和物质性。

我们先讨论身体性和物质性，再返回主体的感受性。列维纳斯强调物质性或身体的重要，这在他

的早期思想中就已显明。王嘉军提到：“物质性不是一个绝对消极的概念，正是由于其限定性，才使

得主体遭遇外部和他者，并从这种遭遇中获得拯救得以可能。”① 如果没有这身体性，我们便无从超

越，这身体性是我们保持自身同一的前提，是我们和他人的界限，也是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原因。如

果说列维纳斯在早期还是从身体的界限性出发，考虑我和他者的关系，那么他在 《另外于是》中赋

予身体性更多的是被动性，甚至认为被动性表达的就是身体性。②

这种身体性 “作为 ［可以感受］痛／苦的可能性；作为那就其本身而言即是易于遭受病痛的感受
性；作为那毫无遮盖的、给出自身的、在自己的皮肤之中忍痛受苦的己；作为那待在自己的皮肤之内

待得极不舒服的己，因为它并不为了自身而有此皮肤；作为易受伤害性”③。身体性就是主体的感受

性，且这种感受并不是让自己享受，而是一种被动的、需要忍受的 “易受伤害性”。可以说，从主体

的享受到主体在痛苦中的折磨是列维纳斯对 “感受性”这一观念的重要转变。“感受性扩展为主体的

被动性和易受伤害性，这在主体内部打开了朝向他人的通道。”④ 感受性这种向他人的敞开为切近提

供了可能。只有对他人的直接感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在对他人的接触中，主体才能真正承受他者

面容的颤栗以及随之带来的痛苦。主体在这痛苦的扭绞中让与自己，“食人以食，衣人以衣，居人以

屋”，在 “自身之被撕离于自身”中破出存在。⑤

列维纳斯一再强调，西方哲学由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演变出来的精神性是一种意识或知的同一性
乃至暴力，在这种的同一性之中，主体在存在论中找不到自己，由此引发了焦虑和苦恼。而重返身体

性，在感受性、易受伤害性和切近中，承担对他者的责任才是人性之根本。作为为他者的切近，不是

要和他者融合，也不是抹杀他者的他异性，更不是将主体压抑在他者之中。⑥ 那么，在这切近中，主

体和这具有绝对他异性的他者如何共处？列维纳斯认为 “这一接近最终会将自身显示为替代”⑦。

五、替代：责任的最终目的

替代指涉对他者的替代，那么是谁在替代他者？是传统哲学中的主体，还是己？主体又和主体性

有何区别？可见，缕清 “己”“主体”和 “主体性”这几个概念是理解列维纳斯 “替代”的关键。

首先，我们要区分主体和主体性。在应于他人的责任之中，主体是 “是其所是”，那么主体性就

是为他者、是人性，主体必须要 “去位”（ｄ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或 “失处”（ｄé－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而主体性并不
在这种主体的去位之中被替代，而是回归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性。列维纳斯认为，主体性是为他、是人

性：“必须在作为接近之说中去显示主体之去位或失处，而此主体同时却又依然保持为不可被换下的

独一无二者，而此即主体之主体性！”⑧ 主体之去位或失处，就是主体性显现，就是人性之回归！而

这主体去位或失处之后，谁为他者负责？

列维纳斯为了逃离存在论中处于绝对主动地位的主体，用的是逆于意向性的 “己”这一概念。

责任主体不是 “主体”，而是去位的 “己”。“己”就是处于完全被动地位的、被指控的，处于宾格

的小写的 “我”（ｍｏｉ）。“回到自己就是把自己清空到连 ‘某一者’这样一个近乎纯形式的同一性都

没有的地步”⑨。这种清空自己同时也是 “在……之前”（ｃｏｒａｍ），在这里即是在他者之前，为他者负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法］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０年，“译者导读”第ｘｖｉ页。
参见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１３２页。
同上，第１３２页。
钱捷、张荔君：《感受性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转变及与他人或超越性的关系》，《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９８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１８９、１８５页。
同上，第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２７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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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所以，回到己和为他者负责是同时的、同步的：回到己就是清空自己，彻底地面对他者；而彻底

地对他者负责，就是回到己。“己”恰恰回应了列维纳斯提到的从 “主体性”出发的替代。

然而，无论是主体的去位，还是处于绝对宾格的 “己”，都是在为他者的责任中的绝对的被动，

即 “对于诸另一者之应承绝不可能表示着利他的意志，或 ‘自然仁慈’的本能或爱”①。对他者的责

任始终处于对他者震创的萦怀。那么，这种绝对的被动是否意味着 “己”之完全没有自由？答案是

否定的。列维纳斯认为，对他者的责任虽然是最被动的被动，却 “并非表示着对一非我之屈从，却

表示着一种敞开，在此之中是之是其所是在 ［己之为］灵 ［所］感中被超越了”②。一方面，我因对

他者的萦怀处于绝对的被动；另一方面，我因为他者之灵所激发，而呈现一种敞开的状态，像呼吸一

样。那么，“己之被动性又如何变成了一种 “［己］对于己之把持”呢？”③ 列维纳斯指出，从这种从

绝对的被动变为主动的关键就是替代。

具体来说，这种敞开的状态就是替代，替代就是对他者的责任：“这样的替代和打断发生于 ［我

之］肩起负担之时，此负担紧压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躲开的可能。”④ 显然，这里的 “负担”

（ｃｈａｒｇｅ）就是责任。同时，这里的 “替代”不是一种客体地或实体地占据他人的位置，而是从主体

性出发的替代，“是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本身的替代”⑤。替代就是主体性、就是人性。替代和意

向性相逆，是对是／存在的超越，“通过以自身替代他人，主体在其是之中拆解是其所是”⑥。
结合上节对感受性的分析可知，主体面对他者首先是在一种有接触的，感受性的切近中。所以，

替代作为 “己”之从绝对的被动到拥有自己的主动的反转，也必须以 “恻隐之心的感性为先验条件，

必须在与他人直接的面对面中感而后发”，“所以这一替代，尽管极端被动却并非奴役，相反仍有自

由在”。⑦ 显然，替代发生于为他者的责任之中，与责任并不完全等同。那么，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列维纳斯在 《论来到观念的上帝》中，详细解释了责任如何过渡到替代。他认为，西方传统所认为

的被动性是一种接受性，即承担责任；然而，在接受中，在迎接中，主体也有构想这被动的感觉。主

体从一种完全的被动，转向了主动交出自身，这种列维纳斯言之的 “新一层的被动性”⑧ 就是替代。

毋宁说，替代是责任最终的形式，是将被动的责任变为主动的形式。因为己在这替代之中 “赦免”

自己，己在替代中，即 “在被动之尽头，己本身逃出了被动或逃出了关系中之诸项所经受的必然限

制”，己逃出这绝对的被动的关系而得到自由，“通过对诸另一者的替代，己本身逃出了关系”。⑨ 这

里的关系意指己完全束缚在他者之中的关系。同时，替代也是被动地应于他者和主动地交出自身的合

而为一，这合而为一的极端表述就是 “己”之 “受难”，“在此呼吸———为他人做出一切牺牲的可能

性———之中，主动与被动混而为一”瑏瑠。

可以说，替代依赖于己为他者负责，也是责任的最终的形式。无论是为他者负责中完全的被动，

还是替代中交出自身的主动，关键词都是 “为了他者”（ｐｏｕｒ－ｌａｕｔｒｅ）。列维纳斯不断强调，此一者
为另一者中的 “为”：“我之为另一者 ［所做出］的应承就是这一关系中之为。”瑏瑡 中文习惯讲 “对”

某人的责任，其指涉一种客观的对象性。而列维纳斯强调的 “为”不是一种对象化或主题化的参照，

他欲意在 “说”的层面，而不是 “所说”的层面谈论这个 “为”瑏瑢。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６５页。
同上，第２７４页。
同上，第２６８页。
同上，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７页。
朱刚：《替代：勒维纳斯为何以及如何走出存在？》，《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第９１－９２页。
［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１４６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７３页。
同上，第２７４页。
同上，第２３７页。
［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１８７页。



破出存在的责任

对于这个 “为”，列维纳斯在 《上帝·死亡和时间》中有细致的解释：“这个为是人接近他的下

一来者的方式，是与他人建立一种不再在一人范围之内的关系的方式。这是一种临近的关系，在其中

起作用的是一人对另一人的责任心。”① 这个 “为”他者是在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被动关系，彰显的是

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因为在 “为他者”之中，主体所有的一切都为他者建构，“主体就这样成了失去

地位的主体”，主体只有在为他中才能重新构建关系，构建自己，否则 “我将永远是一个点，一个固

定不变的点”。② 这个 “为”是 “一种完全无偿的为，一种与关心／自私断绝了关系的为：一种处于
所有先己建立起来的系统之外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为”。③ 但对列维纳斯来说，这还不够。他提

到，责任不仅是为了 （ｐｏｕｒ）他者，也是由于 （ｐａｒ）他者：“为另一者 （或意义）竟一路走到了由

于另一者，一路走到了去忍受肉中之刺所引起的烧灼之感，但却又完全无谓。”④ 如果说 “为”还是

一种伦理上的被动，那么 “由于”则更加彻底，是一种先于这被动关系的被动，是被动的被动、根

本的被动；换言之，因由他者，主体重新塑造自身。列维纳斯把主体置于绝境：没有他者就没有主体，

他者是主体的第一动因。这也是我倒转为己的原因：“我是由于诸另一者而 ‘在自身之内’的。”⑤

如果说 “为”还有一丝意向性的残留，那么 “由于”则完全是一种去私。这就是替代的核心。

我们也可以将列维纳斯的上面那句话反过来说：正是因为 “由于”另一者／他者，才有 “为”另一者

／他者：因 “由于”他者而倒转自己，清空自己，才能真正 “为”他者，才能获得自由。运思至此，

我们发现，列维纳斯的 “替代”表面上是要通过去位、去私以及逃离帝国主义而 “为”他者负责，

甚至牺牲，实际上是从一种破出存在论的路径重塑主体和主体性。

六、结　　语

在列维纳斯看来，破出存在并不是另一种存在，而是要完全摒除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他在以 《另外于是》为代表的晚期思想中，用了一套和本体论以及现象学区别的语言———伦理的语

言。通过诸如 “说”“所说”“切近”“感受性”“替代”等表达伦理的词，他构建出自己责任观。

本文正是对上述概念的逐一辨析，勾勒出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之概貌。首先，从责任的言说

结构——— “所说”和 “说”之间的关系分析，我们要不停地打断被固化的、被名词化、实体化的

“所说”，跳跃出来，回到呼唤他者、为他者负责的 “说”。“说”就是提醒我们时刻记得 “为他者”

的初心。其次，从伦理意涵看，列维纳斯无意于构建一个绝对的、理念的善的概念，而是在超越的角

度谈论善。善通过呼召主体向他者负责，而意指一种绝对被动的责任，一种主体在其中没有任何选择

权的责任。显然，列维纳斯用善这一概念，为的是给为他者的责任悬设一个具有绝对高度的伦理意

涵。再次，为他者的责任具体展现在切近中，在感受性中。切近，作为扰乱，和对总体的打破，并不

仅仅意味着向他者暴露，还有他者萦于我怀。最后，替代是为他责任的最终目的，也使为他责任从绝

对的被动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自由的路径。可以说，替代回归到人本真的伦理状态：一种完全为他

负责的状态。

王恒曾指出：“出离海德格尔的存在，出离胡塞尔的意向性，便成就了列维纳斯的现象学。”⑥ 同

样，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也是对 “出离存在”和 “出离意向性”的回应，同时，为他者的责任

悬系于他者的价值在我之上、之前。这种近似于受难的为他责任诠释了列维纳斯想用希伯来挣脱希腊

思想的努力：一种破出存在，逆于意向性的，为他者的责任！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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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１８７页。
同上，第１８９页。
［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同上，第２６６页。
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９页。



四德何以为 “一”？

———柏拉图 《理想国》中德性关系辨析

邓向玲

【摘要】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对四主德下了不同的定义，它们分属于城邦或者灵

魂的不同部分，因而可以彼此分离。这种看法不仅与柏拉图在早期对话录 （尤其是 《普罗泰戈拉》）所主张

的德性是 “一”的观点相违背，而且在文本解释上存在困难。事实上，在柏拉图那里，德性 “是什么”的

问题不仅可以在定义，也可以在灵魂状态的意义上被理解。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

上对四主德进行定义，而是在描述它们所指向的灵魂状态。这一状态是同一的，即理智拥有知识、意气坚

定执行理性命令、欲望温和平静，整个灵魂和谐一致。尽管智慧本身不需要非理性部分的配合，但从生成

角度来看，当人获得智慧时，他的灵魂状态与上述状态无异。

【关键词】《理想国》；四主德；德性关系；一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８６－０７

作者简介：邓向玲，湖南娄底人，哲学博士，（天津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 “新柏拉图主义第一本原 ‘悖论’研究”（ＴＪＺＸＱＮ２２－００２）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柏拉图主张 “德性即知识”，即所有的德性最终可以归结为关于善／好的
知识。由之而来的一个推论是：一旦人拥有了真正的知识，那么他不可能只有一种德性而没有其它德

性，而是同时拥有所有德性，因而诸如勇敢而不义、节制而怯懦是不可能的。这种德性统一论①自苏

格拉底－柏拉图以降成为古希腊主要哲学家的共识②。柏拉图在多部早期对话录，尤其是 《普罗泰戈

拉》中为之辩护。学界关于柏拉图德性统一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对话录。然而，相比以单一德

性为主题的早期对话录，《理想国》第４卷探讨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四种主要德性 （“四主

德”），因而是我们研究柏拉图德性统一问题不可忽视的文本。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 《理

想国》中对四主德下了不同定义，它们分属于城邦或者灵魂的不同部分，因而可以彼此分离，比如

辅助者／意气是勇敢的、生产者／欲望是节制的 （尽管都没有智慧）。③ 这一观点与柏拉图在早期对话

录中的立场相冲突。为了确定柏拉图是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前后不一致，我们有必要对 《理想国》

的相关文本进行细致考察。

６８

①

②

③

“德性统一论”是对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ｖｉｒｔｕｅｓ的翻译，它涉及的其实是德性如何为 “一”的问题 （ｃｆ．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２９ｃ６－７）。在中文
语境中，“统一”倾向于指由部分构成整体，然而英文 ｕｎｉｔｙ还可指 “同一” （前者是弱版本的 “为一”，后者是强版本的 “为

一”）。本文在使用 “德性统一”时，同时涵盖两种意义。另外，本文所依据引的柏拉图著作版本为：Ｐｌａｔｏ，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Ｖｏｌ．
５，ｅｄ．ｂｙＪ．Ｂｕｒｎｅ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０－７。相关引文由作者直接从原文译出。
Ｃｆ．Ｊ．Ｍ．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１５：１，１９８８，ｐｐ．２３３－２７４．
比如，邓安庆认为，“如果城邦的君主具有智慧的美德，卫国者具有勇敢的美德，公民们具有节制的美德，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正

义而友爱的城邦整体，那么这个城邦就是一个有德性的城邦，能够凭借这四种德性让城邦中的人实现幸福生活的理想”；林志猛

认为，“护卫者”与 “血气”已经拥有勇敢德性，虽然他也认为真正的勇敢应该是 “哲学的勇敢”。（参见邓安庆：《论柏拉图哲

学的伦理学性质》，《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第１０页；林志猛：《柏拉图论政治的勇敢与哲学的勇敢》，《道德与文明》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１１１－１２１页。）



四德何以为 “一”？

一、早期对话录中的德性统一论

柏拉图在以 《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多部早期对话录中，探讨了德性是否以及如何统一的问

题。① 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是，柏拉图在这些对话录中主张德性是统一的；但在德性如何统一的问题

上，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就 《普罗泰戈拉》而言，弗拉斯托斯 （ＧｒｅｇｏｒｙＶｌａｓｔｏｓ）的 “互为条件

说”与佩纳 （ＴｅｒｒｙＰｅｎｎｅｒ）的 “同一说”是两种典型观点。在弗拉斯托斯看来，所有的德性都统一

于知识，但不同的德性仍然有自身的独特性，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勇敢是关于害怕什么的知识，节

制是关于控制欲望的知识）；此外，德性之间并不互相分离，而是拥有一种德性就同时拥有其它德

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 “互为条件”。② 而在佩纳看来，具体德性并不是整体德性的部分，而是完

全同一，即关于善恶的知识。③

这两位学者尽管观点不同，但都认为柏拉图在德性如何统一的问题上一以贯之。与他们不同，德

弗罗 （ＤａｎｉｅｌＴ．Ｄｅｖｅｒｅｕｘ）指出，柏拉图在不同的对话录中存在不一致，比如在 《拉刻斯》中持

“互为条件说”，而在 《普罗泰戈拉》中持 “同一说”。④ 布里克豪斯 （ＴｈｏｍａｓＣ．Ｂｒｉｃｋｈｏｕｓｅ）、史密
斯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Ｓｍｉｔｈ）⑤ 与克拉克 （ＪｕｓｔｉｎＣ．Ｃｌａｒｋ）⑥ 等学者试图解决德弗罗所提出的困难，论证
柏拉图并没有前后不一致，而是在不同层面探讨德性问题。其中，克拉克指出，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中

的首要问题——— “什么是 ｘ（勇敢、节制、虔敬等德性）？”———其实并不具有单一含义，而是可以
从概念和灵魂两个层面来理解。在概念层面，我们追问的是德性的本质或者定义⑦，此时它们是彼此

不同的，不可相互还原，德性作为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将具体德性包含于自身之中，因而此时 “互为

条件说”成立；在灵魂层面，我们探究的是使一个人具有某种德性的灵魂状态，比如 “什么是勇敢”

可以在 “勇敢的人拥有怎样的灵魂状态”这个意义上被理解。在克拉克看来，所有德性指向的灵魂

状态都是一样的，即拥有关于善恶的知识，因而在这一层面，“同一说”成立。克拉克认为，柏拉图

在不同的对话录 （比如 《普罗泰戈拉》《拉刻斯》在灵魂层面探讨，而 《游叙弗伦》在概念层面探

讨）乃至同一部对话录中 （比如 《美诺》）存在在这两个层面上切换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柏拉图究竟持哪种立场，要看他是在什么意义上探讨德性 “是什么”的问题。⑧

克拉克所做的区分，为消解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中有关德性统一问题的疑难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我

们理解柏拉图其它对话录提供了借鉴。事实上，柏拉图在 《斐多》 《高尔吉亚》 《理想国》 《法篇》

等中后期对话录中仍然讨论了德性统一的问题。其中，《理想国》第４卷集中探讨四主德，因而是关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尽管直接探讨德性统一问题的对话录是 《普罗泰戈拉》，但柏拉图在其它对话录中试图将某种单一德性归结为知识，因而它们也

是与德性统一论相关的著作。（Ｃｆ．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６１ａｆｆ．，Ｌａｃｈｅｓ１９４ｃｆｆ．，Ｃｈａｒｍｉｄｅｓ１６４ｃｆｆ．，Ｍｅｎｏ８７ｂｆｆ．ｅｔｃ．）
Ｃｆ．ＧｒｅｇｏｒｙＶｌａｓｔｏ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５：３，１９７２，ｐｐ．４１５－４５８．弗拉斯托斯的观
点与柏拉图在 《普罗泰戈拉》中所描述的 “金子喻”类似，即德性与德性之间相似，同时与德性整体相似 （Ｃｆ．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２９ｄ４
－８）。刘玮持相似立场，只不过进一步将智慧等同于德性整体，而其它德性都是智慧的一种具体运用，因而只是其部分。（参见
刘玮：《柏拉图 〈普罗泰戈拉〉中的德性统一论》，《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Ｃｆ．ＴｅｒｒｙＰｅｎｎ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８２：１，１９７３，ｐｐ．３５－６８．佩纳的观点对应柏拉图在 《普罗泰戈

拉》中所说的 “不同德性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名称”这一观点。（Ｃｆ．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２９ｄ１）
Ｃｆ．ＤａｎｉｅｌＴ．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ａｎｄＬ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１：４，１９９２，ｐｐ．７６５－
７８９．
Ｃｆ．ＴｈｏｍａｓＣ．Ｂｒｉｃｋｈｏｕｓｅ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Ｓｍｉｔｈ，“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１：４，１９９７，ｐｐ．３１１－３２４．
克拉克对于佩纳、布里克豪斯、史密斯的观点都有继承之处。佩纳率先提出可以在灵魂状态的层面来理解 “什么是 ｘ”的问题，
克拉克则认为柏拉图并不总是在这一层面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布里克豪斯和史密斯是从概念的内涵与外沿的层面来区分的，可分

别对应于克拉克所说的概念层面与灵魂层面，但克拉克认为他们并没有指出造成这两方面区别的更深层的原因。（Ｃｆ．ＪｕｓｔｉｎＣ．
Ｃｌａｒｋ，“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５：４，２０１５，ｐｐ．４４６－４４８．）
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在 “什么是ｘ”问题中所关注者是ｘ的定义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Ｃ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０７８ｂ１７－２９）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依据的版本为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ｅｄ．ｂｙＷ．Ｊａｅｇ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尼各马可伦理学》依据的版本为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ｅｄ．ｂｙＩ．Ｂｙｗａｔｅｒ，１８９４。下文不另作说明。
Ｃｆ．ＪｕｓｔｉｎＣ．Ｃｌａｒｋ，“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ｐｐ．４４５－４７０．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于此问题的不可忽视的文本之一。目前关于这篇对话录中的德性统一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来自欧

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赛德利 （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库柏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和安娜斯 （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
其中，欧文的观点不明确，在 “互为条件说”与 “同一说”之间摇摆①；而赛德利认为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没有再完全坚持德性统一的观点，而是为勇敢的可分离性提供了空间②；库柏则认为柏

拉图将四种德性放置在城邦与灵魂的不同部分，它们是可以分离的，而不像在早期对话录中那样围绕

智慧构成一个统一体。③ 唯有安娜斯认为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贯彻了 “德性即知识”，因而只有作

为哲学家的统治者才真正具有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德性。④ 然而，安娜斯并未具体说明柏拉图

是在什么意义上探讨德性以及它们如何为一。本文将在这方面进行补充，论证柏拉图是在灵魂状态的

层面描述德性，而不是对德性进行定义，因而四主德在指向同一灵魂状态的意义上为 “一”。

二、四德分离说的困难

柏拉图在 《理想国》第４卷中依据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大字小字”）来探讨正义，他分别描述了四
德在城邦与灵魂层面各自 “是什么”以及 “在何处”。以灵魂为例，智慧是拥有关于什么是对于灵魂

各个部分以及灵魂整体有益的知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４２ｃ），存在于理智之中；勇敢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什
么值得害怕的信念的坚持 （４４２ｂ１１－４４２ｃ３），存在于意气之中；节制是灵魂各部分关于谁应该统治、
谁应该被统治这一问题所达成的一致 （４４２ｃ１０－ｄ１），存在于灵魂所有部分之中；正义是各部分做自
己的事 （４３３ｂ，４４１ｅ２），也存在于所有部分之中。

乍一看，四德似乎是不相关，不能通过智慧获得统一。不仅如此，它们各自存在的部分也是不同

的 （除意气与节制作为贯穿性的德性存在于所有部分之中以外）。

（一）“是什么”：关于四德的定义？

如果德性 “是什么”的问题只能在定义的意义上被理解，那么以上观点是成立的，但正如克拉

克所指出的，“是什么”的问题还可以在灵魂状态的层面被理解。柏拉图在 《理想国》第４卷给出的
德性 “是什么”的陈述其实并不符合定义的标准。首先，假使他是在进行定义，那么他就是在探究

智慧、勇敢等德性的理念。它是所有分有它的事物的本质，使得它们成其为自身。换言之，它具有普

适性。这意味着，它得适用于所有例证，比如勇敢的定义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所有勇敢的事物 （勇

敢的灵魂、勇敢的城邦、勇敢的行为等）是勇敢的。这就要求它与具体的对象无关。然而，柏拉图

在对某一德性进行描述时始终是关联着对象进行的。比如，智慧在灵魂层面被认为是拥有关于什么是

对于灵魂各个部分以及灵魂整体有益的知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４２ｃ），而在城邦层面被认为是一种治邦术，
即具有关于城邦整体以及维护内外良好关系的知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２８ｄ）。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
智慧意味着拥有关于所有理念的知识，而最重要的是关于善的知识 （辩证法的顶点）。但无论灵魂还

是城邦层面关于智慧的界定都是对智慧的一种具体化，并不构成智慧本身。更明显的是，苏格拉底在

阐释 “大字小字”的原理时，认为我们应该先后考察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然后将它们进行比较，

找出相似之处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３６９ａ２），才能真正把握正义本身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３６８ｃ－３６９ａ，比较
４３４ｄ－４３５ｂ）。勇敢与节制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见，柏拉图在此并没有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德性的
理念，而是关涉着具体对象在进行描述。诚然，我们可以在具体描述之上提炼出更普遍的定义，比如

智慧是关于什么是善／好的知识、正义是各司其职等，但这已经超出第４卷呈现的实际内容。
其次，柏拉图在这里并没有将各种德性 （除智慧外）与知识等同起来，而这是他在早期对话录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Ｃｆ．ＴｅｒｅｎｃｅＨ．Ｉｒｗ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ｓ（ＢｏｏｋＩＶ４２７ｄ－４４８ｅ）”，Ｐｌａｔｏｎ．Ｐｏｌｉｔｅｉａ，ｈｒｓｇ．ｖｏｎ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
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Ｓ．８９－１０４；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３－
２６１，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ｃｈａｐｔ．１６６，ｐｐ．２３７－２３９．
Ｃｆ．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Ｕｎｉｔéｅｔ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ｓｖｅｒｔｕｓｄａｎｓ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ｅｄ．ｂｙＢ．Ｃｏｌｌｅｔｔｅａｎｄ
Ｓ．Ｄｅｌｃｏｍｍｉｎｅｔｔｅ，Ｐａｒｉｓ：Ｏｕｓｉａ，２０１４，ｐｐ．６５－９０．
Ｃｆ．Ｊ．Ｍ．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ｐｐ．２６６－２７４．
Ｃｆ．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３５－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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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诸如节制、勇敢等单一德性时所一贯主张的，而且这种理智主义的德性观即便在他的最后一部

对话录 《法篇》中也仍然保持着。因此，脱离知识谈德性的定义在柏拉图这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

事情。既然柏拉图在此并不是在给德性下定义，那么我们并不能根据柏拉图对不同德性给出看似各自

不相关的描述就得出德性无法统一的结论。由于这些描述与描述对象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看出，

“是什么”在这里其实是在解释这个问题：灵魂或者城邦需要处于怎样的状态才能具有某种德性。

（二）“在何处”：四德分属城邦／灵魂的不同部分？
德性的主体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也是通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地方。柏

拉图在 《理想国》第４卷中的确说过四主德分别处于城邦或者灵魂的不同部分，比如：
当情况是这样时，那么你说，节制存在于 城邦居民中的哪一个部分之中呢？是存在于那些进

行统治的人，还是那些被统治的人之中呢？

“存在于两者之中，我想。”他说。

……

因为，它和勇敢、智慧不一样，它们各自存在于某一个部分之中……相反，它无例外地贯穿于整

个城邦中……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３１ｅ４－４３２ａ３）
认为某一德性在城邦或者灵魂中的某一部分之中，意味着这一部分拥有这一德性几乎是 《理想

国》的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会看到这样的说法：辅助者／意气是
（真正意义上）勇敢的，生产者／欲望是 （真正意义上）节制的，城邦三个阶层／灵魂三个部分是 （真

正意义上）正义的。然而，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在 《理想国》第４卷中没有任何以上说法。事实
上，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主体始终是城邦或者灵魂①。只有城邦或者灵魂才被说成是睿智的、

勇敢的、节制的、正义的，而它们只是因为某一部分而具有这些德性，如下所示：

那么，正是由于在它自身之中的那个最小的阶层和部分 ，

并且也正是由于在这个部分中的知识，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那个最上面的、进行统治的部分，这个按

照本性建立起来的城邦整体说来是一个智慧的城邦……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２８ｅ７－４２９ａ３）
因此，一个城邦之所以是勇敢的城邦，也是由于在它自身之中的某一个部分 ；因为它

在这个部分里具备着这样一种能力，这个能力能够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着那关于何谓可怕的事物的信

念……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２９ｂ８－ｃ３）②
《理想国》第４卷中没有任何直接的文本证据显示，柏拉图认为非理性部分可以被称为勇敢的、

节制的或者正义的。只有作为整体的城邦或者灵魂才拥有这些德性。③ 诚然，城邦或者灵魂需要依赖

某一部分 （所谓 “因为”“由于”）而具有某一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部分就其自身而言就可以

保证城邦或者灵魂具有某一德性，比如意气部分就其自身而言就可以保证一个人勇敢。这就好比说，

一个人因为四肢健全而能够跳舞，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四肢健全就能够跳舞 （比如还需要有好的

乐感、听力等）。换言之，城邦或者灵魂因为某一部分而具有某一德性，意味着这一部分是获得这一

德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某一德性存在于这一部分之中仅仅意味着它是这一德性的不可缺

少的要素，它是体现这一德性的特殊的部分，而不意味着它本身就可以拥有德性。④ 诸如 “辅助者／

９８

①

②

③

④

这一点几乎为绝大多数 《理想国》的读者与研究者所忽视，赛德利是少数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的研究者。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ｌｅｙ，
“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ｐｐ．７８－８９．）
Ｃｆ．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４２ｂ１１－ｃ１，ｃ５－８，ｃ１０－ｄ１ｅｔｃ．
当我们说辅助者、生产者没有柏拉图所认为的 “真正的德性”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德性。他们仍然可以拥有习

俗意义上的德性，或者分有某种德性。亚里士多德尽管区分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也认为伦理德性仍然需要以作为理智德性之一

的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为前提 （Ｃ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４４ｂ１－１１４５ａ１２）。关于我们能不能说灵魂的理智部分或者城
邦的统治者具有智慧，需要特殊对待。拥有知识的理智或者统治者是可以被说成有智慧的。这与知识是德性的前提有关。

Ｃｆ．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ｐ．２３１．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意气是勇敢的”“生产者／欲望是节制的”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① 只有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才能成立。②

三、四德同一说

既然灵魂与城邦是德性的主体，那么具有不同的德性是否意味着它们处于不同的状态呢？在此，

我们重点探讨灵魂。首先，考察勇敢、节制与正义这三种德性的情况。勇敢被认为是灵魂在意气部分

所体现出的一种能力，即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什么东西值得害怕的信念的坚持。对这种能力而言，意气

部分显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对于信念的始终坚持关涉的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在 《理

想国》第２、３卷关于护卫者教育的部分，护卫者在理性尚未发达的阶段，需要通过诗乐、体育的基
础性教育首先来训练灵魂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意气部分的训练可以通过听曲风刚强的音乐、进行艰苦

的体育锻炼、吃简单的饮食等方式来进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出护卫者百折不饶的品质。

然而，单凭意气就足以实现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该害怕什么的信念吗？在城邦层面，我们可以设

想这样的情形：假如一个城邦是没有智慧的，统治者并不具有关于什么对于城邦而言是善的知识，这

时统治者下达了侵略其它城邦的命令，辅助者坚定地执行这一命令反而会给城邦带来灾难。这种情况

下我们能否说这个城邦是勇敢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它必然与善关联在一起，

因而对于城邦而言必然是有益的。有些情况下，战争的失利并不值得害怕，城邦的不义才是。正如一

个小孩不知道火的危险而把手伸进火里一样，并不能被称为勇敢。因无知而产生的勇猛行为是鲁莽而

非勇敢，是一种恶而不是善。③ 事实上，柏拉图在讲灵魂的勇敢时强调了理性的作用：

而我想，所谓勇敢，我们是由于这一部分而称每一个人为勇敢的人的，也就是说，当他的意气部

分虽然历经一切痛苦和快乐而始终不渝地信守着那由理性所颁布的什么是可怕的和什么是不可怕的事

物的规定。（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４２ｃ）
在灵魂层面，如果一个人不是由于自身的理性，而是由于外在的理性 （比如法律）而作出勇敢

的行为，我们能不能称之为勇敢呢？换言之，辅助者这样的个体是不是可以被称为勇敢的呢？答案同

样应该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是被教导或者被命令而去实施某些行为，这意味着他不知道究竟为何

这样做是好的，因而极有可能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一些教条从而犯下错误，所以他仍然不能做

到 “在任何情况下”坚守理性下达的命令，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值得害怕的。

另一方面，柏拉图在 《理想国》多处文本中向我们展示了缺乏智慧的、以意气为主导的城邦或

者灵魂并不真正拥有德性。在第８卷关于政体演变的探讨中，第二等政体———荣誉制与君主制／贤人
制的区别就在于统治者的灵魂由以理性为主导变为以意气为主导，而这正是正义城邦向不义城邦、有

德性的城邦向没有德性的城邦转变的开始。荣誉制中的统治者虽然仍然宣称他们关注德性，但却在私

底下积攒财富、相互斗争，等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 “理性与哲学”（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５４８ｂ－ｃ）。只
有理性才能确保人终其一生都坚持过有德性的生活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５４９ｂ６）。所以，不具有智慧的城邦不能
被称为正义的、有德性的城邦。

在 《理想国》第２卷中，格劳孔与阿德曼托斯向苏格拉底提出的挑战是，为正义自身而不是由
它带来的结果 （比如名声）做辩护。他们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一个最正义的人却背负了最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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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是在阶层而非个体的意义上谈论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就城邦而言，这三个阶层 （统治者阶层除外）不能说就其自身

而言拥有城邦的某种德性，更不用说阶层中的个体。认为辅助者个体拥有勇敢德性，或者生产者个体拥有节制德性的观点实际上是

将城邦的德性还原到个人的德性，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跳跃，从而混淆了两个层面的德性标准。其中，威廉姆斯即为典型代表，已有

不少学者对其提出批评。就个人而言，拥有德性的前提是拥有知识。单纯的信念 （即便是真信念）不足以保证一个人拥有德性，因

为德性要求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做符合德性的事，不受任何事物影响，它具有由理性而来的恒定性 （Ｍｅｎｏ９７ｅ２－９８ｂ９）。信念则
是有可能被动摇的。（Ｓｅ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ｕｌ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ｌａｔｏ２：Ｅｔｈ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Ｓｏｕｌ，ｅｄ．ｂｙＧａｉｌＦｉ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２５５－２６４．）
四德分离说符合 《普罗泰戈拉》中普罗泰戈拉的立场，也是 “脸喻”所描述的情况 （眼睛、鼻子、嘴巴与整张脸的关系），但这是

苏格拉底所反对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中，中道意味着善，而过度与不足都意味着与中道相对立的恶。前者是德性，而后两者都是恶。（Ｃ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０８ｂ１１－１１０９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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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声，遭到最不正义的对待；而一个最不正义的人却拥有最正义的名声，拥有世人眼中最好的事

物。他们想让苏格拉底证明：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仍然会选择过一种正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

证明他并不是因为由正义带来的事物而选择正义，而是因为正义本身。这里，格劳孔兄弟其实要求的

是，一个正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行正义，不受任何因素影响。这正是德性的要求。《理想国》

第４卷对勇敢的描述同样强调这一点，即 “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应该害怕什么。“在任何情况下”

包括快乐、痛苦、恐惧、欲望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２９ｄ－４３０ｂ）。柏拉图似乎在这里刻意忽视了荣誉这一因
素。我们知道，辅助者灵魂的主导部分是意气，而意气是爱荣誉的。因此，如果做勇敢的人意味着要

承受羞辱，这对辅助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柏拉图在 《理想国》第８卷中描述了灵魂中的政体堕落：
首先是一个爱智慧的父亲生出一个爱荣誉的儿子；这个父亲因为追求智慧，不愿参与公共政治，一贫

如洗，毫无社会地位，因而受到周围人乃至妻子的诋毁、羞辱、嘲讽，但他不为所动；当他的儿子听

到正义的人是无能的、没用的人的时候，他的意气部分就被激发起来，不再像他父亲一样坚持做正义

的人，而是试图成为别人口中的强者、“有用”的人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５５０ａ－ｂ）。这里，柏拉图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以荣誉为最高目的的人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做有德性的事。正义、勇敢等德性只是因为能够

带来荣誉而被他们所追求。一旦追求某种德性让他们的名声受损，他们就会放弃对它的追求。

勇敢德性既需要意气的坚持，也需要理智具有知识，下达正确的指令，那它是否与欲望无关呢？

一个欲望强烈、放纵无度的人是否可以拥有勇敢的德性呢？我们知道，一个勇敢的人恰恰要能够在任

何快乐、痛苦、欲望或者恐惧的情况下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意味着他能够禁受住这些东西的考验，

而它们事实上都与欲望部分相关。所以，一个勇敢的人一定是一个能够控制住自己欲望的人，换言

之，一个节制的人。此外，如果意气部分仅仅是被理智部分强制而遵守命令，那它有可能会产生犹

豫、反抗。这样的灵魂会产生不满、痛苦等。这种强行的压制可能只是一时的。于是，意气可能不会

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听从理性的命令。亚里士多德把非理性部分由于被压抑而服从理性的情况称为

“自制”，认为它不是一种德性。① 因此，事实上，勇敢也需要灵魂各个部分内在的和谐，它们之间没

有冲突，而是融洽地彼此合作。这就意味着灵魂需要处于一种正义的状态下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４３ｄ）。所以，
一个勇敢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正义的人。勇敢德性事实上关涉灵魂的各个部分，它所指向的灵魂状态是

理智部分拥有知识、意气部分坚定执行理智命令、欲望部分不产生非必要的欲望因而温和平静，整个

灵魂和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的灵魂实际上不仅拥有勇敢，同时也拥有智慧、节制与正义的德性。

节制与正义都是贯穿性的德性，涉及灵魂的所有部分。正义需要灵魂各部分都处于最佳状态是显

而易见的 （它本身就意味着灵魂三部分各司其职）。而节制意味着欲望服从理智的统治与意气 （对于

理智）的辅佐。灵魂拥有智慧意味着它不仅知道什么对于灵魂整体而言是好的，也知道什么对于灵

魂各个部分而言是好的，因此这样的灵魂能够恰当地满足欲望部分的需求，使它获得恰如其分的快

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５８６ｄｆｆ．）而一个没有智慧的灵魂则不具备 “衡量的技艺”（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５６ｄｆｆ．），不
知道如何在长远快乐与眼前快乐之间进行权衡，不知道如何避免欲望的过度和不足，也不能很好地节

制自己的欲望。因此，节制需要理智具有知识。此外，一个节制的人，其欲望必须始终听从理性的安

排；如果他的意气动摇不定，一会儿相信这个信念，一会儿相信那个信念，那么他有可能无法做到对

欲望部分的控制。比如，一个在因不健康而减肥的人，如果他不能坚持吃健康的食物这一信念 （不

健康是比饿更值得害怕的事情），那么他仍然可能产生暴饮暴食的欲望，而做不到真正的节制。所

以，节制同样不能脱离意气的坚定不移。如果一个人克制欲望仅仅是将欲望强行压制下去，那么就会

产生 “自制”的情况。这种与痛苦相关的状态与德性无关。因此，节制所指向的灵魂状态同样是理

智、意气与欲望各自处于最佳的状态且彼此和谐，在这种情况下的灵魂同时拥有四种德性。

四、智慧的特殊性

上一节展示了勇敢、节制、正义所指向的灵魂状态是同一的，同时指出对所有这些德性而言，理

１９

① Ｃ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０２ｂ２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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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部分拥有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智慧指向的灵魂状态是怎样的？它需要涉及非理性部分吗？

单就智慧本身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代表纯粹理智的神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存在者，

因为他永恒地、完全地拥有智慧，而哲学家只是在拥有智慧 （有知）与失去智慧 （无知）之间来回

摇摆 （《会饮》中的爱若斯）。神并没有非理性因素，而人却必须排除所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去把

握永恒不变的理念。因此，非理性因素对于知识的最终获得而言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还构成阻碍。

此外，在灵魂中，意气与欲望不能就其自身而言就拥有德性的原因在于这些德性必须以理智具有知识

为前提。与它们不同的是，理智本身可以说具有智慧，因为恰恰是它能够获得知识，而无需其它部分

的参与。换言之，理智拥有相对于其它部分的优先性。理智可以独立于其它部分而存在，而其它部分

却需要依赖理智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然而，人终究不是神，他无法完全摆脱身体，智慧的获得对他而

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而且人常常会失去智慧而要重新追求它。换言之，人追

求智慧的过程可能是反复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非理性部分的配合是必需的，而

这必须通过对于它们的磨炼来达到。

在柏拉图哲学中，一个智慧的人一定是能够把握 “善”的人，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也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他必须从护卫者教育开始 （从童年起 －２０岁），经历哲学家教育 （２０
－３５岁），参与具体的城邦事务的管理 （３５－５０岁），最终通过辩证法把握到 “善” （５０岁以后）。
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欲望、意气、理智部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训练，使得它们为把握最终的 “善”

做了充足准备。① 一旦他把握到 “善”，他就获得智慧德性，他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也处于最佳状态。②

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必然在任何情况都知道什么是善，也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善事；如果他的意

气、欲望部分并没有达到适合接受理智部分统治的程度，那么他将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如，恐惧

与危险有可能动摇一个人关于什么事情值得做的想法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１３ａ４－ｅ５，４２９ｃ５－ｄ２），而巨大的享
乐的诱惑也可能使一个人放弃他原本认为应该做的事，或者巨大的悲伤会让人沉溺其中而不去做本应

做的事③。也就是说，智慧德性的获得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人需要在欲望面前温和平静

（对节制德性而言必不可少），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 （对勇敢德性而言必不可少），没有灵魂内部的压

抑与痛苦，保持对智慧的持续不断的爱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才有可能最终把握 “善”，而知识与欲望、

意气部分已经培养的品质的结合就产生了真正的节制与勇敢以及随之而来的正义。

对于必然拥有身体、灵魂中始终具有非理性部分的人而言，智慧德性所指向的灵魂状态同样是各

个部分处于最佳状态，且整体和谐有序。意气、欲望的优良品质可以保证理智能够持续不断地追求知

识，虽然获得知识 （从结果来看）本身意味着对于非理性因素的超越。换言之，其它德性的存在需

要以理智拥有知识为逻辑前提，但是智慧并不以意气坚定不移、欲望温和平静等为逻辑前提，它们仅

仅是在生成意义上的准备、铺垫。这一点是智慧德性的特殊性所在。

综上所述，对于人而言，四主德所要求的灵魂状态其实是相同的，即理智拥有知识、意气坚定执

行理性的命令、欲望温和平静，整个灵魂展现出和谐 （并不是指意气部分本身拥有勇敢、欲望部分

本身拥有节制等）。因此，在 《理想国》第４卷中，柏拉图从灵魂状态的角度来探讨四种德性，他并
没有抛弃早期对话录中德性是 “一”的观点，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即德性完全同一的立场上主

张它。与早期对话录略有不同，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引入灵魂三分，对灵魂的结构进行更细致的

分析，不仅关注灵魂的理性部分，也关注其非理性部分，因而给德性统一论增加了更丰富的维度。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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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教育阶段，护卫者通过诗乐教育可以培养出对美好事物的敏锐直觉，当他们日后接受理智教育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欢

迎各种理念。（Ｃｆ．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４０１ｅ－４０２ａ；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ｃｈａｐｔ．１６５，ｐｐ．２３６－２３７．）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一旦拥有了明智这一理智德性，就拥有了所有伦理德性。 （Ｃ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４４ｂ３２－
１１４５ａ２）
柏拉图在 《理想国》第１０卷中描绘了煽情诗人对于人的灵魂的影响，即他们容易激发人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使人沉浸于大喜
大悲之中，而不是保持平静，而这对于护卫者理性的培养是不利的。（Ｃｆ．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６０２ｃ－６０８ｃ）



从纯粹快乐到最好生活

———柏拉图 《菲丽布》中的幸福观探究

张波波

【摘要】柏拉图在其晚期作品 《菲丽布》中赋予快乐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古希腊哲学领域中最富有争议

的议题之一。通常的看法是，《菲丽布》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贬低快乐的作用，甚至视快乐为干扰因子，

完全将其从最好生活中剔除出去。受此影响，一些 《菲丽布》的阐释者声称，快乐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它

对人类有益仅是因为人类的本性不完美，因而最初在 《菲丽布》中提出的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只是柏

拉图退而求其次承认的一种 “补救性的好”，其价值远次于无乐无苦的中性状态。本文反对这种看法，认

为 《菲丽布》中提出的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是人类第一好的生活，而非第二好的生活，因而柏拉图并不

主张快乐与幸福生活水火不容；另一方面，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承认不同类型的快乐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

某些纯粹快乐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因而他并没有将所有快乐一律视为本体论上附属于 “存在”的 “生

成”。

【关键词】柏拉图；《菲丽布》；纯粹快乐；最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９３－０９

作者简介：张波波，哲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柏拉图伦理学研究”（２１ＦＺＸＢ０５７）

引　　言

柏拉图①对快乐似乎表现出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这使得很多学者围绕柏拉图对待快乐主义究竟

是友好还是敌视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②。这种争论在所难免，因为各篇对话录对快乐的态度本就

不一③。例如，在 《普罗塔哥拉》中，柏拉图让主讲人苏格拉底替快乐主义辩护，而这种辩护使得很

多认定苏格拉底是柏拉图传声筒的人断定，柏拉图至少在其哲学生涯的某一阶段将快乐视作 “好”

（ｔｏｕａｇａｔｈｏｕ）本身或 “最高好”（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３５１ｂ－３５８ｄ）④。然而，在 《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却扮

演了双面人的角色，一面让工具人卡利克勒斯坚定捍卫快乐主义立场，即宣称快乐或欲望之满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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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中涉及柏拉图文本的翻译都是笔者自译 （《菲丽布》的译文，除个别地方有改动外，主要引自 《〈菲丽布〉译注》（张波波译

注析，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并遵循伯奈特 （Ｊ．Ｂｕｒｎｅｔ）校订的希腊文文本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Ｖｏｌ．５，ｅｄ．ｂｙＪ．Ｂｕｒｎｅｔ，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０－１９０７），同时参照了库珀 （Ｊ．Ｍ．Ｃｏｏｐｅｒ）等人编的英译本全集 （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ｅｄ．ｂｙＪ．Ｍ．
Ｃｏｏｐｅｒ＆Ｄ．Ｓ．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１９９７）。
Ｇ．Ｒｕｄｅｂｕｓｃｈ，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
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Ｐｌａｔｏｏｎ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３－１４．
Ｃ．Ｃ．Ｗ．Ｔａｙｌｏｒ，“ＴｈｅＨｅｄｏ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Ｐｌａｔｏｓ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ｕｍＰｒａ
ｇｅｎｓｅ，ｅｄ．ｂｙＡ．Ｈａｖｌíｅｋ＆Ｆ．Ｋａｒｆíｋ．Ｋａｒｆｉｃ，Ｐｒａｇｕｅ：ＯＩＫＹＭＥＮＨ，２００３，ｐｐ．１４８－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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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面又指使其主要代言人苏格拉底猛烈攻击这种立场，让其在对话末端断言，是美德最终带来

了满足和幸福 （Ｇｏｒｇｉａｓ４９３ｄ－５０１ｃ；ｃｆ．５０７ｃ）。从阐释思路的一致性原则出发，如果读者相信 《高

尔吉亚》中的苏格拉底像 《普罗塔哥拉》中的苏格拉底一样更能代表柏拉图的立场，那 《普罗塔哥

拉》与 《高尔吉亚》在快乐问题上就形成一种尖锐对峙的局面，致使所争论的问题沦为无解①。

如果跳出这两篇就会发现，柏拉图在别的对话录中极端仇视快乐。譬如，在 《斐多》中，他似

乎旗帜鲜明地反对与身体相关的快乐，说它们是对纯粹哲学追求的干扰 （Ｐｈａｅｄｏ６４ｅ－６９ｄ）。读者甚
至可发现，他在这里似乎切断了快乐与幸福之间的任何关联，但同时又颂扬哲学家的生活是满足而快

乐的。这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柏拉图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有人则称他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也有学者

如拉塞尔 （Ｄ．Ｒｕｓｓｅｌｌ）② 选择一条折中路线，认为柏拉图在 《斐多》中认为快乐既不是好也不是恶，

而是一种条件性的好，即快乐是好还是恶取决于它在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撇开这种争论不谈，如果把关注点转向中期作品 《理想国》就会发现，柏拉图强调 “好”不可

能等同于快乐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ＶＩ５０５ｂ－ｃ），但又指出哲学生活最令人愉快，而追求美德既应是为了美德本
身 （作为灵魂健康），也应是为了它令人愉快的结果 （ＩＶ，ＩＸ）。如果说幸福是整体性的，其包括人
之为人 （充满激情、情感、欲望、快乐和痛苦）这一复杂物种所有层面的繁荣 （茂盛），那么根据

《理想国》（尤其是第４、９卷）中柏拉图的看法，快乐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即它不是作为智力的补
充，而是作为智力所要改造并使之繁荣的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柏拉图在证明德性生活幸

福时，赋予快乐以重要意义；有美德者幸福，因为他们过着完整而繁荣的人类生活，而人类是情感性

的存在②。美德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灵魂健康，所以从 《理想国》看，柏拉图并不希望将快

乐从好生活中剔除出去，而是希望将快乐整合为健康、繁荣的人类灵魂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利用

“实践智力”（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对快乐进行 “理性整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③。
根据理性整合的阐释思路，柏拉图自然认为快乐是幸福所必需的。快乐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问

题不在于好的生活是否令人愉快，而在于快乐的本性是什么，以及它在好生活中须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作为柏拉图晚年快乐观研究的重要文本，《菲丽布》与同一时期完成的对话

录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 《理想国》中的快乐观，即同样反对快乐至上，却又都固守着一种强烈的真

快乐情怀。《菲丽布》通过对快乐的细致而深入的讨论而得出：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既不等于纯粹智

思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的生活，也不等于纯粹快乐的生活，而是由前两者的混合构成。这再次说明，柏拉图
在此阶段进一步认识到快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不是因为他否认美德足以使人幸福，而是因为在他看

来美德是对于 “自我”所有方面的理性整合。换言之，快乐之所以是幸福所必需的，正是因为美德

是一种合适的整体，足以使人获得幸福④。

如果撇去柏拉图早、中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式快乐观的因素，就柏拉图晚年对幸福的思考而言，

依凭 《菲丽布》的快乐新论而得出的混合型幸福观，似乎可以认定柏拉图晚年对快乐的态度总体上

趋于友好，至少 《菲丽布》显示了柏拉图对快乐的友好一面。然而，在古典哲学领域，近年来很多

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就 《菲丽布》对快乐主义的让步力度提出各种质疑⑤。例如，弗雷德 （Ｄ．Ｆｒｅｄｅ）
认为，《菲丽布》虽允许快乐进入幸福生活，但这种包含了快乐元素的幸福生活只是第二好 （次好）

的生活；第一好的生活是一种中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会经历快乐或痛苦⑥。这种解释试图将快

乐从好生活中剔除出去，很容易和 《泰阿泰德》的 “与神相似” （ｌｉｋｅｎｅｓｓｔｏＧｏｄ）这一概念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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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⑤

⑥

Ｊ．Ｃ．Ｓｈａｗ，ＰｌａｔｏｓＡｎｔｉ－ｈｅｄ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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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ｔｏｏｎＰｕｒ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Ｌｉｆｅ”，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Ｖｏｌ．５９，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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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如果好生活等于与神相似，而神的幸福与苦乐无关，那么人的幸福的上限便是超越苦乐，进入

一种无乐无苦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们要做的不是通过理性整合将情感本性纳入到理性本性之中，而

是拒绝我们的情感本性，因为后者不是我们真正本性的一部分或我们应当珍视的部分。

《菲丽布》真的像这些学者所言，仍对一切快乐都不看好吗？它仍十分仇视快乐主义并淡化快乐

在幸福生活中的作用吗？我们对此深表怀疑。本文将提出一种关于 《菲丽布》的新理解：这篇对话

自始至终都认真致力于将快乐和智慧的混合生活推举为人类第一好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第二好的生

活。相应的，它对快乐的态度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希望将某些快乐整合、融入到幸福生活的大拼

图中，就此而言，幸福生活将包括真正的快乐，而后者本身是好的，将作为好生活中有内在价值的构

成要素之一区别于混合快乐。为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将论证，柏拉图认为某些纯粹快乐是 “内在

好”①，与幸福生活并不冲突，因而无乐无苦的中性状态并不是柏拉图心目中最值得拥有的生活。

下面将以 《菲丽布》为中心，旁涉其它对话，讨论神性生活 （中性状态）、幸福、纯粹快乐、最

好生活以及快乐是否为 “生成”等一系列主题，以期对柏拉图晚年的幸福观获得深细的认识。

一、中性状态、混合生活与最好生活

何为最好的生活？《菲丽布》给出的答案是混合生活。为何混合生活最佳？这个问题的解答与柏

拉图的 “１加１优于１”思维模式有关。《菲丽布》一开始就交代，无论是理智主义的代言人苏格拉
底，还是快乐主义的同盟军普罗塔库斯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证明 “能够为全人类带来幸福生

活的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和性情”（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１１ｄ４－７）。普罗塔库斯起初争辩说它是快乐状态，苏格拉
底则主张是智思状态。尽管有如此争执，为了让对话得以有效展开，他们最终相互让步并一致同意：

如发现有一种生活状态比这两种状态都优越，那这个候选者将赢得最接近冠军席位的排位 （１１ｄ－
１２ａ）。为了事先确定 “好”是什么，他们还达成另一共识：“好”有三个属性，分别是完美的、充足

的、令人向往的，即它作为人类选择和追求的目标，是让那值得选择的生活有价值的东西 （２０ｃ－
ｄ）。然而，在确定这个前提之后，他们发现，无论是智思生活还是享乐生活独自似乎都不满足 “好”

自身具备的这三个标准。因为人若无记忆、知识、真实意见或计算，就不会感知到快乐，所以无人愿

意过无思而纯乐的牡蛎般的生活 （２１ａ－ｄ）；与此同时，完全祛除快乐的生活似乎是乏味无魅力的，
所以无人愿意过一种拥有完整知识和其他智识能力，但却没有快乐或痛苦的生活 （２１ｄ３－ｅ５）。

正如不少学者②注意到的，《菲丽布》提出的人生理想，远非后来斯多亚学派的 “不动心”的贤

哲理想 （Ｄ．Ｌ．７．１１７）③，而是一种满足了人类意义上的完美性、充分性和可取性标准的人生理想。
既然快乐和智思在对话一开始都被视为人类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话接下来就着手对快乐和

知识进行分类，以便弄清其中的哪种应在人类幸福的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若无进一步的严密论证，我们就不能轻易接受上文提出的这种解释。如前所述，另一种较

为流行的解释路线并不同意这种解释思路，而是主张柏拉图说话很绕，他实际的想法比上文所阐述的

更为隐晦曲折④。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应该把该篇对话的其余内容视为对苏格拉底在文本 （Ｘ）２１ｄ－
ｅ处最初提出的主张的修正，而非详述。这种观点还明确指出，读者可以在 （Ｙ）３２ｄ－３３ｃ处明显看
到对这一主张的修改甚至背离的迹象。在 （Ｙ）３２ｄ－３３ａ之前，苏格拉底一直在论证，我们可以将
痛苦理解为生命体之和谐的消解，将快乐理解为这方面的恢复。然而在此之后，他话锋一转，考虑了

除感到快乐或痛苦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即生命体不受破坏或恢复影响的中性状态。苏格拉底还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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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于选择了智思生活的人来说，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以这种方式生活，因为对于选择了智思和理智

生活的人来说，没必要感受到大大小小的快乐 （３３ａ３－ｂ２）。有趣的是，对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苏：这对筣来说很可能是可行的，如果这是所有生命中最神圣的，也许也没什么奇怪的。

普：无论如何，神明是不太可能体会到快乐或其对立面的。

苏：没错，极有可能。因这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与筣们而言都是颇不适宜的。但是，如果这个问

题与我们的论点有关，我们将在以后研究这个问题。即便我们无法将理智推举为冠军，那我们也仍将

相信，它会在争取亚军的战斗中取胜。

普：你说得对极了。（３３ｂ－ｃ）
这段文字对我们理解 《菲丽布》中的快乐观至为重要。弗雷德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柏拉图在

此暗示，某些快乐是作为补救性的好而被包括在最好的人类生活中的———这是必要的，因为与神的完

美本性相比，人的本性并不完美。如果人类有可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没有快乐的智思生活会比混合

生活更好。这种无乐的理想生活即为神的生活，人类可以希望达到这种理想，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

总之，弗雷德的核心看法是，快乐充其量是一种补救性的好，而无乐的、不受搅扰的平静状态实际上

更可取、更令人想望①。弗雷德的这种看法并不新颖，一些学者②早在她之前就提出了类似论断。为

支持这一论断，弗雷德补充了两点看法：第一，苏格拉底虽在２１ｅ处同意，无乐的生活对人来说不可
取，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讨论继续进行下去。该同意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普罗塔库斯作出的初步

让步，不能算是 《菲丽布》的最终定论。对话的关键部分则要推翻这一共识。第二，苏格拉底之所

以认为，神过着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 （２２ｃ，３３ａ－ｂ），而且快乐次于中性状态，是因为该篇对话后来
从本体论上对快乐进行降格，即把快乐当作一种生成过程，而非具有稳定性的 “存在”（５３ｃ１－ｅ７）。

下面将证明，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③。通过对 《菲丽布》的仔细

研读可发现两点：第一，弗雷德得出的 “快乐在 《菲丽布》中充其量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好”这一结

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弗雷德关于快乐本性上在形而上学层面地位低下的主张不符合 《菲丽布》

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我们的论证将分为两部分展开说明：其一，如果将柏拉图专门论述快乐的那些段

落置于其上下文语境中，就会发现，柏拉图确实认为最理想、最令人想望、最令人满意的生活 （而

不仅仅是第二好的生活）至少包括一些快乐，而且他准备赋予这些快乐以某种神圣地位，让它们在

像神一样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二，我们将讨论弗雷德的第二种主张所依据的一些形而上学假

设，并证明它们的不合理性。我们不能忽视不同类型的快乐 （如纯粹的快乐和不纯粹的快乐）之间

的根本区别，所以不能像弗雷德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的快乐都当作补充匮乏的过程④，并一口

咬定快乐充其量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好。

二、纯粹快乐和最好生活

最好生活是否包含快乐？《菲丽布》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有人通过区分人与神各自的

“好”，证明人的最好生活包含快乐，但神的生活则不包含⑤；有人则通过区分纯粹快乐与混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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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快乐到最好生活

认为无论是人的最好生活还是神的生活都包含某些快乐，如纯粹快乐①。本文采取后一立场。

为何 《菲丽布》如此偏爱纯粹快乐？这要从 《菲丽布》中苏格拉底关于快乐与好生活之关系所

持有的两个观点说起。对话没进行多久，苏格拉底就首先提出，（Ａ）快乐和智思的混合生活最好，
要比纯粹的智思生活更好 （２０ｃ－２１ｅ）。这说明快乐是最好生活的重要 （必不可少）组成部分。然

而，他没过多久又主张，（Ｂ）纯智思的生活，即无快乐的生活最神圣 （３２ｄ－３３ｃ）。如果柏拉图认
为，最神圣的生活等于最好生活，那 （Ａ）和 （Ｂ）这两个说法就自相矛盾②。如果柏拉图认为，最
好的生活是对人而言的，它优于最神圣的生活，那 （Ａ）和 （Ｂ）就共同推导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
结论：最好的人类生活 （思乐混合生活）比神的生活 （纯智思生活）更好③。

要查明哪个说法最能代表柏拉图的心声，即他所言的混合生活、最好生活与最神圣生活的关系究

竟是什么，我们当前似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主张 《菲丽布》本身充满矛盾言论，而且这些言论之

间的张力又是难以消除的；二是说明尽管其中含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文字表面上的而非思想

上的，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可以消解的④。选择哪条路径最佳，这是个

长久争讼未决的问题。本文采取的是后一条路线。要消除 （Ａ）和 （Ｂ）之间的表面矛盾，一种办法
就是像弗雷德那样，按照出场先后顺序把 （Ｂ）当作是对 （Ａ）的修正。言下之意，随着对话逐步展
开，柏拉图慢慢意识到 （Ａ）的不妥，故用 （Ｂ）取而代之。假若柏拉图的确是这么想的，那为了保
持对话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他在对话结尾肯定会指使传声筒苏格拉底再次确认：不是混合生活，而是

无乐生活，才是最理想、最令人想望的生活。

然而，我们在 《菲丽布》结尾处看到的结论并非如此，而是与之相反 （６０ｃ）。也就是说，苏格
拉底在对快乐进行细致分类，并对其中的某些种类给出严厉批判之后，又回到前面２１ｅ－２２ｂ处讨论
最佳生活时得出的那一结论：无论是纯快乐的生活，还是纯智思的生活都不是最充足、完善的

（６０ｃ）。不仅如此，他还提醒读者，（Ｙ）３２ｄ－３３ｃ处的说法会引人误入歧途，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
（Ｚ）６０ｄ３－４。这再次证实，柏拉图认为，对所有有生命的存在来说，完美的、值得选择的、完全好
的东西，不会是纯快乐的生活或纯智思的生活。无人会选择只有快乐而无智思的生活，同样也没人会

选择无任何快乐 （哪怕最轻微的快乐）而唯有智思的生活 （６０ｅ－６１ａ）。那么，在谈到最好的生活
时，柏拉图是不是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不完美状态，故作出了必要的妥协？换言之，这里的最好生活是

不是打了折扣的第二好生活？显然不是。注意，柏拉图在提到 “最可爱的生活”时使用的是最高级，

这标出了它是指第一好生活，他还说这种生活至少包括一些快乐，即纯粹快乐 （６１ｅ６－９）。
什么叫纯粹快乐？其本质在于摆脱痛苦，未混杂他物 （６６ｃ５）。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第

一，它们明确区别于必要的快乐 （６２ｅ４－９），是内在固有量度或限度的东西 （５２ｃ－ｄ）。第二，它们
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 （ａｌｅｔｈｅｉｓ）。第三，它们在数量上比任何混合的快乐都要大、更令人愉快
（５３ｃ）。这一切证据都表明，当弗雷德说所有的快乐充其量是一种补救性的好时⑤，她犯了一个致命
错误。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柏拉图承认，至少某些快乐本身可以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只要追求这些

快乐的理由并非仅仅是获得其他东西的工具性手段。因此，柏拉图并不认为，鉴于人的本性与有着完

美本性的诸神相比有很多局限性，如不能自制，因此人会情不自禁地去体验快乐。相反，在柏拉图看

来，对某些快乐的追求将使我们的本性臻于完善，趋于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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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解释，有人可能仍对苏格拉底在 （Ｙ）３２ｄ－３３ｃ处表达的意思表示不解。他不可能平
白无故插入这段话。他似乎通过这段话有意暗示，无乐无苦的生活将是最神圣的，众神将不会感到任

何快乐或其反面。可是，这里的快乐究竟是指什么样的快乐？如果是指一切快乐，那最神圣的生活本

身将与快乐绝缘。如果是指混合快乐而非纯粹快乐，那就意味着最神圣的生活本身并非是无乐的。回

到这段话出现的具体位置就会发现，柏拉图的意思显然是后者。柏拉图是在讨论混合快乐时插入这段

话的。具言之，在插入这段话时，苏格拉底刚刚分析了一些诸如干渴时喝饮料的案例———这些案例表

明，快乐来自于对生命体和谐的恢复，而痛苦来自于对这种和谐的破坏 （３１ｅ－３２ａ）———并正准备
要分析预期的快乐和痛苦 （３３ｄ－ｅ）。他在对真正快乐的本性 （５１ｂ－ｅ）进行分析之前，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苏格拉底在引入 （Ｙ）３２ｄ－３３ｃ这段话之前，柏拉图已经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前提，即如果
痛苦在于消解，快乐则在于恢复，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第三种更为神圣的生活 （３２ｄ－ｅ）。如此理解，
我们便可明白，柏拉图为何暗示①诸神不会体验到某种快乐或痛苦，即筣们不会体验到混合的快乐或

痛苦，就后者而言，其中的每种状态都是由前一种所引起的。而且，从内容结构安排角度看，《菲丽

布》中否认神感到快乐和痛苦的说法恰好出现在涉及宇宙论的段落之后，并暗示宙斯有一个王者般

的灵魂 （３０ｄ）②。因此，《菲丽布》就像其他对话录所做的那样，试图重新定义奥林匹斯诸神或一般
意义上的神的本性 （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４８ｂ－ｃ；ｃｆ．Ｔｉｍａｅｕｓ３４ｂ，９２ｃ）③。柏拉图的主要观点是，与荷马诗歌传
统相反，诸神的特权与其说是随心所欲地体验混合的快乐 （甚至倾向于纵欲过度和到处撒谎），不如

说是享受纯粹的、不受阻碍的快乐④。

可是，快乐真的与 “神性”（神圣）沾边吗？从 《菲丽布》看，柏拉图至少将某些快乐与神性

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论真快乐时，苏格拉底首先将嗅觉快乐⑤视为不那么神圣的一类快乐，以表明

存在一种神圣类型的快乐 （５１ｅ）⑥；其次他把一种知识，即以神圣球体本身为关注对象的知识，视为
本身是神圣的东西 （６２ａ８，ｂ４）；最后在指出这类知识通常伴随着纯粹快乐之后 （５２ａ－ｂ），他又重
申把纯粹快乐归于知识的产物是非常合适的 （６３ｅ２－５）。

那么，最神圣生活如何与混合生活关联在一起的？柏拉图在 《菲丽布》中把神想象成一个宇宙

神，本质上是智慧的，并且与 “相”有接触，神的理智可以最大程度地分有伴随知识而来的快乐。

最纯粹思考 （５５ａ６－８）的生活属于最神圣的生活 （３３ｂ６－８），这不仅表明诸神会思考，而且表明诸
神有生命 （ｃｆ．３３ａ－ｂ）。如果像 《菲丽布》和其他对话录所表明的，神是有生命的存在 （ｃｆ．Ｐｈａｅ
ｄｒｕｓ２４５ｃ－ｅ；２４６ｂ－ｃ；Ｓｏｐｈｉｓｔ２４９ａ；ＬａｗｓＸ８９９ｂ；Ｔｉｍａｅｕｓ３０ｄ，３２ｄ，４０ａ－ｄ，９２ｃ）⑦，那么当苏格
拉底在对话中两次断言无论是徒有智思的生活，还是徒有快乐的生活都没有资格成为一切有生命的存

在所选择的 “好”时 （一次是２２ｂ；另外一次是６０ｃ－ｄ），柏拉图肯定不能随便说 “这个限定只针对

除神之外的所有生物”。与 《菲丽布》同一时期写成的 《蒂迈欧》也暗示，诸神体验到了快乐 （Ｔｉ
ｍａｅｕｓ３７ｃ６－ｄ１）。如果诸神确实体验到快乐，那么筣们将是人类的典范，因为神的构成元素比我们
的精微美好，筣们的体验质量比我们的好。但不能说神的体验质量与我们的体验质量在本质上有着天

壤之别，这在于 “宇宙”包含所有与我们人类相同的元素 （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３０ａ）。因此，人神之间没有互不
通气的隔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在其伦理讨论中会把人神放在一起来谈论或对待。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格拉底在 《菲丽布》快要接近尾声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神之中，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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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乐还是智思更接近 “最高好”、更有价值 （６５ｂ）？可见，包括诸神在内的一切生命存在都在享受
着一种快乐与知识相结合的幸福。这再次强调了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他们二者在本体论上

的分离，因为这种亲密，神可以作为人类的近似模型①。由此应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生活 （无论是

被称为最神圣生活还是混合生活）包含快乐。

三、混合快乐与生成

上述分析至少表明两点：其一，柏拉图的第一好的幸福生活是那种至少包含某些快乐的生活，而

不是像弗雷德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无乐生活 （中性状态）；其二，至少纯粹快乐可以是好的或具

有内在价值。然而，弗雷德从形而上学角度入手指出，如能证明柏拉图在 《菲丽布》中认为快乐一

律是一种生成 （ｇｅｎｅｓｉｓ），那么快乐本身因其形而上学地位低下就不可能是好的。为支持这一论点，
弗雷德引用了生成与存在 （ｏｕｓｉａ）这对范畴 （５４ｃ－ｄ）。按照弗雷德的解释，柏拉图一方面否认生成
本身可以是好的或具有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把所有快乐都当作生成 （５３ｃ－５５ｃ），所以柏拉图肯定
不会自相矛盾地认为快乐本身可以是好的。本文不同意弗雷德的这种解读，主张快乐在 《菲丽布》

中并没有被仅仅视作生成，即快乐并非不可能是好的。为支持这一论断，本文采取的策略将是集中考

察这些段落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和意图，以及柏拉图在分析快乐时利用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苏格拉底把快乐当作一种生成 （５３ｃ－５５ｃ），但我们应该对此将信将疑。有
些阐释者把苏格拉底的这种描述解读为快乐的一个本体论定义，如弗雷德认为 《菲丽布》中的所有

快乐都可以被不加区别地描述为补充损耗的过程。但我们应当注意５３ｃ－５５ｃ这个文段所采用的假设
模式以及如下这一基本事实，即苏格拉底在整篇对话录中并未对 “快乐即生成”这一论点做出任何

严肃的承诺。相反，他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快乐总是在生成，快乐根本就

没有 ‘存在’吗？有一些聪明的人试图向我们宣布这个论点，我们应感谢他们。”（５３ｃ３－７）苏格拉
底虽觉得这个理论对理解快乐的本性大有裨益，但还是刻意与之保持距离，极力撇清自己与它的关

系，说它是别人的，即那些聪明人的发明②。

根据 《菲丽布》的看法，存在属于一种本性上最高贵的东西，它自足充盈，无所欲求；相形之

下，生成则属于一种次于存在的东西，欲求他物。进言之，后者总是为了某种东西而生成，前者则是

后者得以生成所为着的那个目的 （５３ａ－ｅ）。在此意义上，生成是为了存在，而不是相反，这就像造
船是为了船一样，而不是相反 （５４ａ－ｂ）。正因为生成是为了存在，所以所有在生成中起作用的事物
也都是为了存在而生成的。目的属于 “好”的范畴，而为了某物而得以产生的东西则应被放置在另

一范畴之中 （５４ｃ８－１１）③。苏格拉底由此得出，如果快乐真的是生成，那它必然是为了某种存在而
得以产生的，因此它应被放置在一个有别于 “好”范畴的范畴之中 （５４ｃ５－７，ｄ１－２）。

可是，快乐真的是生成吗？西尔弗曼 （Ａ．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④ 支持弗雷德的看法，强调根据柏拉图，
即使纯粹快乐是有尺度的、非混杂的，它们仍属于 “生成”的范畴，总是有所欲求。在柏拉图看来，

快乐不管是纯粹的还是混合的，都不可能是一种 “好”⑤。笔者不认可这种解释，理由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看，必须承认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所有快乐都视为生成。他也从未明确

声称 “快乐即生成”，只是把一些快乐定性为生成。他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利用这种定性来嘲笑那些

声称 “快乐即好或是好的”的人，以及在 “生成” （如干渴、饥饿和其他情感）中寻求满足并乐此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ＰｌａｔｏｏｎＰｕｒ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Ｌｉｆｅ”，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Ｖｏｌ．５９，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Ｐｌａｔｏ：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Ｃ．Ｂ．Ｇｏｓｌｉｎｇ，ｐｐ．２２０－２２１．
Ｃ．Ｃ．Ｍｅｉｎｗａｌ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ｌａｔｏ，ｅｄ．ｂｙＧ．Ｆｉｎ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４９９．
Ａ．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ｏｆＥｓｓｅ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４１．
Ｄ．Ｗｏｌｆｓｄｏｒｆ，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２７．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不疲，甚至扬言若没有伴随这些情感而来的东西就不愿活的人 （５４ｅ）。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些人的
可笑之处在于，既然生成的对立面是毁灭，那么他们到头来所选择的则是毁灭和生成，而不是跳出

“生灭”死循环，追求那种无一般快乐或痛苦的第三种生活，即最纯粹思考的生活 （５５ａ４－８）。
第二，从写作意图角度看，柏拉图插入５３ｃ－５５ｃ整段文字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排

除一种可能性，即所有快乐都可以构成 “好” （１３ｂ，６０ａ，６６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
快乐若属于生成领域，而非存在领域，就不是 “好”；其二，快乐若是唯一的好，那么一个人是好是

坏，将不取决于其是否有美德，而是取决于他在经历着快乐还是痛苦。这必然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

论：最好之人在经历着痛苦时也会变坏，沦为坏人 （５５ｂ；ｃｆ．Ｇｏｒｇｉａｓ４９８ａ－４９９ｂ）。因此，从柏拉
图的角度看，探索快乐是不是一种生成的理论，将是一个有用的反快乐主义工具，它可以戳穿任何快

乐主义的伪装，以打消它们把快乐标榜为 “好”或 “唯一的好”的念头。

然而，柏拉图是否想要将这个理论，即他在 《菲丽布》中提出的来自聪明人的论证，应用于他

对快乐的整个说明呢？显然不是。我们应注意到柏拉图引入生成和存在这一对范畴，以及随之而来的

对快乐的批判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他引入纯粹的快乐 （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５０ｅ）之后。在对这些纯粹
的快乐加以详述，并将其与混杂 （不纯的）快乐区分开来之后 （５０ｅ５－５ｌｂ７），他接着补充道：

强烈的快乐是无度 （不均衡）的，与之相反的那一类 （即纯粹的快乐）则是有度 （均衡）的。

允许数量大和强烈介入的快乐，不管它是经常表现得这样，还是偶尔如此，都应归到 “无限”那一

类，即存在于身体和灵魂中的 “较少较多”那类。其他种类的快乐则应归入具有尺度的 “那一类”

事物当中去。（５２ｃ－ｄ）
这段话将当前对快乐的讨论插入先前讨论快乐 （２３ｃ）时所立足的本体论框架内。根据这种框

架，无限 （ａｐｅｉｒｏｎ）这一类东西因其缺乏限度或完善而区别于限度 （２４ｂ８），它们总是 “变得或多或

少”（２４ｅ６－８），流动不息①。这与限度这一类东西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过引入比例或量度 （２５ａ５
－ｂ２）处于不动、安息之状 （２４ｄ５）②。但这对我们理解５３ｃ－５５ｃ提出的聪明人的论证有何帮助？
其作用在于让我们认识到，聪明人把快乐当作生成的论点与苏格拉底把快乐说成是属于无限这一

类事物，是非常契合的。快乐如同无限这一类事物一样，因其波动性质往往显得或多或少 （２４ｅ６－８；
ｃｆ．２４ｂ）。如果对照 《高尔吉亚》来看，柏拉图在此抨击的是卡里克利斯式的那种快乐主义，后者将

快乐视作对身体欲望的满足，不仅主张欲望本身是痛苦的，而且认为快乐的强度与其满足的欲望的强

度成正比③。根据柏拉图，所有卡里克利斯式的快乐都是混杂的或不纯洁的。这类快乐的贪得无厌性

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它们伴随着痛苦的缺乏而来时，它们就获得强度 （Ｇｏｒｇｉａｓ４９３ｄ－ｅ）。因此，
选择这些作为生成的快乐的人，就是在选择它们的对立面，即痛苦和毁灭 （Ｐｈｉｌｅｂｕｓ５５ａ５－７）。作为
自身没有确定的量度或程度的东西，无限缺乏限度，缺乏规定性，所以若有人试图以生成的形式来寻

求 “完善”（完美）无疑是荒谬之举 （２６ａ４－６）。达到完善或完美的是限度，而非无限④。柏拉图在
《菲丽布》中引入纯粹快乐，标志着他对于快乐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不同的

快乐具有根本不同的本性，进而由衷地接纳纯粹快乐，并感到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快乐一个棍子打死是

不妥的。纯粹的快乐即是不掺杂痛苦的快乐。只要纯粹快乐拥有比例或量度，它们就有了限度，因而

就有了稳定性 （ｃｆ．２４ｄ，２５ａ－ｂ，２６ｂ，２６ｄ）。量度和比例在任何地方都是 “美”和 “好”（６４ｅ；ｃｆ．
６５ａ）。强烈的混合快乐仅仅是生成，因而不具有稳定性。相形之下，纯粹快乐内部隐藏着一种完善
状态，因而时刻保持着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并享有其对象的稳定性，所以有资格成为某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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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候选者 （２７ｂ）①。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一些快乐将能够成为本身就是好的东西，即具有内在价值，
其原因如 《菲丽布》所表明的，存在作为生成的目标，属于 “好”的范畴 （５４ｃ）②。柏拉图最后的
“诸好”③ 排名表也给纯粹快乐留有一席之地 （６６ｃ）。如果纯粹快乐被视为生成，那么它们就不可能
出现在对话末尾的那份 “诸好”的清单中。正如 《菲丽布》所示，如果快乐真的是生成，那么它应

被置于 “好”的范畴以外的范畴中 （５４ｄ）。柏拉图把纯粹快乐作为一种 “好”来对待，表明他并不

是说所有的快乐都是生成，所以他的快乐理论不能简单等同于聪明人的理论。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柏拉图在 《菲丽布》中认为，某些纯粹的快乐本身是好的或有内在价值，因而人类

的最佳生活不是无乐的纯思生活，而是快乐和智思的混合生活。如此观之，与 《高尔吉亚》和 《斐

多》等许多早、中期对话中对快乐的负面评价不同，《菲丽布》不仅将某些快乐融入人类最好的生活

中，甚至把快乐与智思的混合生活视为比单纯的智思生活更好的生活。因之，我们不同意某些学者的

观点，即主张 《菲丽布》仍旧认为对人类来说，无快乐的智思生活要比混合生活更好，无乐的神性

生活优于有乐的人类最好生活。这些学者之所以倾向于低估快乐对最好人类生活的重要贡献，主要是

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 《菲丽布》中提及的所有快乐都具有相同本性，在本体论上都是次于 “存在”

的 “生成”，因而与作为目的的 “好”不沾边。本文的分析表明，柏拉图其实并没有对快乐给出一个

通用的描述。相反，不同类型的快乐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属于不同的 “存在”类别。这种本质区

别奠定了对其评价的基础。在该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也确证某些快乐如纯粹快乐是真正的 “好”，

是最好生活的必要成分。诸多快乐确有某种近似的普遍共性在，但不能以某种通用公式刻板以求，因

为并不是任何快乐都一定能纳入某一类之中：有的可以是 “存在”，有的是 “生成”，或与 “存在”

的综合或恰好介乎二类之间。快乐的本性是复杂的，《菲丽布》中做出的理论上的种种区划分析，是

为了帮助而不是去束缚对幸福生活的构成要素的认识。这种对快乐的本性与价值做出的新评估，乃是

《菲丽布》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其最终揭示了贯穿于对话始终的一个评价原则：不同种类的快乐

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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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涛

【摘要】信念、欲望之类心智概念的理论地位引起许多争议。本文尝试发展一个温和的描述主义论题。根

据这一立场，信念是一种复合的心智状态，信念报道陈述是对自我或他人心智状态的概括且简略的描述。

本文第一部分陈述描述主义的论题，讨论信念报道实例的概略描述特征；第二部分论证信念陈述作为概略

描述这个判断为什么可以普遍化；第三部分讨论科学理论的描述主义立场的思想根源和主要困难，回应内

格尔基于可翻译论题提出的反驳；第四部分简略讨论这一立场解释信念一些重要特征的能力。

【关键词】信念；倾向；描述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０２－０８

作者简介：刘小涛，湖南耒阳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课题 “信念的理智主义解释研究”（１８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７）

信念、欲望之类心智概念的理论地位引起许多争议。主流的实在论理论 （表征主义和倾向论）

面临一些颇难解释的问题。① 这里，我尝试发展一种温和的描述主义进路，并探索其前景。根据这一

立场，信念是一种复合的心智状态，信念报道陈述是对自我或他人心智状态的概括且简略的描述。②

本文第一、二部分分别陈述描述主义主张的基本内容和支持这个主张的正面论证，将先给出一些实

例，表明有相当多的信念报道实例都是概略描述，再论证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信念报道的有限实例获得

普遍的全称概括；第三部分讨论科学理论的描述主义立场的思想根源和主要困难，并尝试为局域性的

描述主义辩护，特别是回应欧内斯特·内格尔 （ＥｒｎｅｓｔＮａｇｅｌ）对可翻译论题提出的反驳；第四部分
简略展示这一进路解释信念一些重要特征的能力，以期表明它表现出的解释优点会构成额外的支持描

述主义论题的理由。

一、描述主义论题

在哲学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 “概括且简略的描述”“简练、经济的表达”这样的说法，这些短

语的意思是说，某个语词或语句的功能就是服务于简略描述或经济表达的目的。“概略描述”的日常

例子是某些小说的标题。比如，《儒林外史》描述一群儒生不会载入正史的生活故事，“儒林外史”

这一标题是对小说内容的凝练概括；“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名是对汤姆·索亚一系列历险故事的

凝练概括。另一个日常例子是简笔画或者漫画，比如埃·奥·卜劳恩的 《父与子》。当画家用一个黑

色的圆圈来表示一个足球，或者寥寥两笔画出草丛的时候，画里的线条是生活中某处场景的概括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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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说它有 “概括”的特点，是因为漫画里的草丛其实可以视为许多类似草丛的描绘；说它是

简略的描绘，是因为漫画中的形象会忽略真实草丛的许多特点，比如草叶的数量、颜色，草丛底下的

泥土等。

在讨论科学理论的认知地位时，欧内斯特·内格尔勾勒了一种介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中间

道路，他称之为描述主义 （内格尔并不赞成这种主张）。对这种观点，内格尔做了如下概述：

根据这种观点，一个理论是对可观察的事件和性质之间的依赖关系的概括但简略的表达。尽管从

其表面价值来看，一个理论的断言不能恰当地刻画为真或者假，不过，在它们可以翻译为可观察事物

的陈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真或假来刻画它们。因此，这种见解的倡导者常常主张，在一个理论

（比如一个原子理论）能被说成是真的意义上，像 “原子”这样的理论词项不过是许多可观察事件和

特性构成的复合物的简略记号，并不指称某种观察上不可接近的物理实在。①

这里，我用 “概略描述”来标记一种理解信念报道陈述的描述主义论题，它在几个重要方面区

别于内格尔勾勒的描述主义立场，不过仍秉承了描述主义的基本精神。与内格尔的判断不太一样，我

以为 （或者说将论证）在 “信念”这个议题上，描述主义论题不仅可以获得论证的支持，还有些解

释力上的长处。迄今，还没有足够坚实的经验基础，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真实的信念状态的生理细节。

在一些哪怕并不坚持信念整体论的认识论学者那里，信念状态的复杂性也会被类比为只有一角露出海

面的冰山。② 这里，借鉴蒯因 （ＷｉｌｌａｒｄＶａｎＯｒｍａｎＱｕｉｎｅ）关于 “语义上升”的建议，在笼统地承诺

“信念是一种复杂的心智状态”的基础上，我们先讨论 “信念”这个民间心理学语词和信念报道语句

起作用的方式。

一般来说，当某人陈述一个信念报道语句的时候 （“Ｘ相信Ｐ”），他总是基于关于Ｘ的一些事实
而作出推理，从而提出一个关于 Ｘ的心智状态的假设。比如，人们从张三带着伞出门，推论张三相
信天会下雨；从李四提出离婚诉求，推论李四相信丈夫不再爱她。我想发展的描述主义论题主张：信

念状态是一种包含许多因素的复杂心智状态；一个形如 “Ｘ相信Ｐ”的信念报道语句乃是一个简略表
达，是对由Ｘ的认知机制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认知能力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既有知识等认知因
素，甚至某些非认知因素等所构成的复合物的一个概略描述。简言之，信念是一种复合心智状态；一

个信念报道语句，是对这种复合心智状态，以及产生这一心智状态的复杂因素的概括和简略的描述。

许多信念报道语句都是我们所讲的概略描述。不妨考虑两个实例。

（１）张三相信地球是圆的。
（２）李四相信妻子很爱他。
关于地球的表面形状，张三有许多局部的直接经验，如广阔的平原、雄峙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大

海、高楼林立的城市。从这些直接的经验流里，张三很难形成 “地球是圆的”这个判断。可以说，

因为视域的限制，我们几乎绝无可能获得 “地球是圆形”的直接视觉经验。然而，作为现代生活的

一个常识，通常可以安全地把这个信念归属给所有认知能力正常、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现代人，不

管他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地球形状的问题。在哲学课堂里，有时候也能遇到反例。我的几个学生就曾提

出反对意见，他们说 “地球不是圆的，它是椭圆的，或者说它只是近似圆形”。他们的反驳有道理

吗？未必。难道断言 “地球是圆的”的人不知道 “地球表面地形复杂”“地球只是近似圆形”吗？

事实上，正如信念整体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不可能以原子论的方式持有一个信念 （即有且

只有一个信念），“拥有一个信念，就要求拥有许多信念。拥有信念，又要求拥有其他的基础态度，

比如意图、欲望，以及 （如果我是对的话）口舌的其它馈赠”③。“相信地球是圆的”这个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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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涉及许多相关的认知细节，比如个体的认知历史、个体关于地球的视觉经验、和地球形状相关的

其它知识或信念。要相信 “地球是圆的”，必然还需要 “相信球是圆的”“相信地球并不是完美的球

形”“相信 ‘地球’指 ‘脚下这片土地所属的物体’”“相信地球是比篮球大得多的球体”“相信地球

并不像地球仪的表面一般平坦”“相信自己在电视上看过的蓝色星球就是地球”，等等。①

事实上，人们常常忘记，要相信地球是圆的，人们的认知机制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比如，要克

服视知觉的自然倾向。对大数人来说，视觉经验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地球是圆的，相反，它告诉我们

脚下的大地是如此凸凹不平。又如，要确认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包括父母、老师的教导或者

电视节目的讲解。有可能还需要学会怎样判断一个巨大的物体的形状，学会在一定抽象程度上用地球

仪或某个圆形物体来类比地球的形状。

按照我的意见，说张三相信地球是圆的，就是对张三的复杂心智状态的一个简略描述。它相当于

说，张三正常工作的认知机制 （如视知觉）、良好的认知能力 （如用地球仪类比地球形状的能力）、

接受过的社会教育 （地理教育和语言教育等）、既有的背景信念等，使得他的心智状态已经接受或者

会接受 “地球是圆的”这一陈述。“张三相信地球是圆的”是对张三的部分复杂心智生活的概略描

述，正如小说的标题是对小说内容的概略描述，或者某幅漫画作品是对生活场景的概略描述。

同样，李四需要克服一些服务于个体利益的自然倾向 （如与他人保持距离以避免伤害），也要忽

略许多来自日常生活的反面证据 （如妻子的白眼），才能真正确信妻子和自己之间有牢固的可以称之

为 “爱情”的情感纽带，因而 “相信妻子很爱他”。“相信妻子爱他”只是李四复杂心智状态的一个

概略描述，这个复杂的心智状态包括李四和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常经验、既有的零碎记忆，对妻子感情

状态的认知以及对和 “爱情”相关的行为表现的了解。

“相信地球是圆的”和 “相信妻子很爱他”是我们随意举的实例，前者关涉外部世界，后者关涉

他人心智状态。从逻辑上讲，仅凭全称概括规则就可以推断，如果它们确实是对复杂心智状态的概略

描述，那么这个判断一般性地适用于这两类信念；就好比说，如果任意一只天鹅都有翅膀，那么所有

的天鹅都有翅膀。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可以将判断作进一步的概括，以覆盖所有的信念实

例？有理由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尽管不可能穷尽地考察信念的所有实例，但有进一步的理由支持我们

在这个议题上运用科学归纳法，因而审慎但坚定地从有限观察走向普遍概括 （或假设）。

二、从实例走向普遍概括

从有限的实例推论它们的某些特征有一般性，你可能对这个论证方式不满意；你可能还要求一个

对信念的运作机制的说明，从而对 “信念作为概略描述”的原因和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

因为信念生理学的研究进展有限，这个愿望还无从满足。或许，从动物行为学家的动物行为观察和动

机分析可以得到少许慰藉。

对动物的行为进行动机分析，不是容易的事。根据多年和动物 “一起生活”的切身观察，动物

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 （ＫｏｎｒａｄＬｏｒｅｎｚ）在描述动物的行为冲动时，将它们类比为一个议会体制；
“这个体制像是个大议会，因为它多少有点像是一个由许多彼此独立且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系

统。”② 在这样的体制里，各种基本的本能和动机彼此独立，但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 “伸张正

义”。按照洛伦茨的教导，正是多种行为本能和冲动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决定动物的各种行为和行为

模式；既包括那些功能一致的本能行为模式 （如哺育或繁殖），也包括一些固定的运动模式 （如灰雁

倒立捕食的动作）。洛伦茨指出，当一种本能的发声特别强势的时候，它就取得在一定时间里支配动

物行为的地位；多种相互冲突或紧张的动机容易产生某种混合的运动模式，甚或固定为一种仪式化的

４０１

①

②

关于信念整体论的讨论，参见 ［美］杰瑞·福多、欧尼·勒炮：《整体论：一本购物指南》，刘小涛、何朝安等译，哈尔滨：东

北林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奥］康拉德·洛伦茨：《论攻击》，刘小涛、何朝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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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仅受单一本能驱动或者不受本能驱动的行为则是极其少的。①

如果用同样的议会机制作为模型来理解人类行为，既有启发，也不免会遇到批评意见。某些典型

的受本能驱动的行为，可以借助洛伦茨的分析框架来获得理解，但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要更复杂，各

种动机和认知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也更难描述。如果仅仅是复杂程度的差异，还不构成对议会模

型的反驳。一个真正有效的反驳会指出，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并不是由本能驱动的；而且对某些目标

高远且意志坚定的人来说，他的许多长期行为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目的论解释 （因而似乎看不到各种

冲突的动机的相互作用）。

议会模型是不是可以普遍地用于分析人类行为？或者，它是不是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讨论这

些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很远。不过，我确实认为，洛伦茨描述的议会机制有助于理解信念形成的方式。

看起来，前文所举关于外部世界和他心的典型信念案例，它们所涉及的复杂心智状态，特别是它们所

关涉的多样因素，正是以洛伦茨所描述的 “议会机制”起作用。“相信”的认知状态，总是主体以特

定的认知能力为基础，经过一定程度的认知努力所形成的心智状态。特定信念的形成，既取决于正面

认知因素的证据支持作用，也取决于那些冲突的、或者负面的认知因素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被克服，甚

至还要求某些非认知因素 （如情感因素或实践考量）的参与或者被抑制。当然，这些复杂因素相互

作用 （包括冲突、妥协、合作）产生的复杂心智状态，并不都被我们称为信念；但重要的是，信念

确乎是这样一种心智状态。

（我们猜测）可以一般地讲，“议会机制”是 “形成信念”这种心智能力起作用的一般方式，而

信念归属所指向的认知状态也总是关涉主体认知结构中的其它许多因素，它们彼此处在一种融贯

（或／及解释）的关系中。任何 “相信地球是圆的”或 “相信妻子很爱自己”的人都必然有一个复杂

的认知结构。要能够相信 “地球是圆的”，他同时还得相信 “‘地球’指脚下这个庞大的物体” “地

球绕着太阳转”“地球并不是完美的球形”“地球仪是地球形状的模型”“地球对我产生引力，使得

我并不会掉下去”，等等。简言之，他还必须要相信和 “地球是圆的”这个命题相关的许多背景性信

念，以及和这个命题处在某种推理关系中的其它许多命题。

当然，正如在事物的复杂因果链条中，我们可以在探究过程中使某个 “原因”成为 “突出原因”

（ｓａｌｉｅｎｔｃａｕｓｅ）。出于某些认知或实践兴趣，在交流和对话过程中，信念报道者也可以忽略张三复杂
心智状态中的许多因素 （特别是那些被克服的因素），使得 “地球是圆的”成为突出因素或者支配性

因素，以承担某种解释或预测的功能。不过，这个突出因素从来不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心智实体。比

如，在心智中表征了特定命题 （如表征主义所言），或者一个可以识别出来的独立的行为倾向 （像倾

向论者所主张的那样）。

普遍概括最害怕执拗经验。设若前述两类信念都具有概略描述的特征，是否存在某种尚未得到讨

论的信念实例和类型，它们会成为挫败感的来源呢？除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关于他人心智状态的

信念，根据不同的限制条件或者标准，还可以识别出其它类型的信念，比如关于自我心智状态的信

念、某些高阶信念等。在一些文献里，人们还会讨论边缘性的案例，比如 “中间信念”（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ｌｉｅｆ）和 “隐信念”（ａｌｉｅｆ）等。② 按照我的判断，如果 “议会机制”是形成信念状态的一般性机

制，那么从文献对这些信念类型的标准刻画来看，就没有特别有力的理由认为它们会构成当前主张的

反例。我们随后会阐明，描述主义的主张在解释这些信念类型的某些有趣特征上会表现出解释优点；

从最佳解释推理的视角看，这些解释优点会构成一种良性循环，成为支持描述主义论题的额外理由。

三、作为一般科学哲学立场的描述主义

作为一般性的科学哲学立场，描述主义不被看好。按照欧内斯特·内格尔在 《科学的结构》里

５０１

①

②

同上，第６章。
参见王球：《信念、隐念与行动》，《浙江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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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看法，它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承诺了可翻译性论题，但这一承诺很难兑现，因而使得描述主义没

有太多指望。在考虑理论的认知地位的时候，内格尔心目中的 “理论”主要指物理学理论。因而，

他所批评的描述主义观点相当于说，物理学理论中的理论术语 （如原子、电子、磁场、电流）和包

含这些术语的理论陈述，其实都是对可观察的事件和性质之间关系的概略表达；相应地，包含这些理

论词项的理论陈述，其真假不能在字面上来考虑，而进一步依赖于和它们意义等价的观察陈述的真

假。因此，内格尔恰当地指出，这样的描述主义观点承诺了可翻译性论题，即一个理论陈述总可以翻

译为一个或多个描述可观察性质或事件的陈述。

内格尔对描述主义理论的不满，主要来源于可翻译性论题。他考虑了两种版本的翻译论题：一是

“（理论陈述）可以翻译为关于对象的直接经验的连续出现或共存的陈述，而没有任何证实意义的损

失”①，二是理论陈述应该可以 （没有意义损失地）翻译为 “关于常识或粗糙经验中的可观察事件、

事物、性质、和关系的陈述，而没有意义的损失”②。这两个不同的翻译论题，分别支撑了激进形式

的描述主义论题和温和的描述主义科学观。在两个脚注里，内格尔指出：激进的描述主义 （即现象

主义）在贝克莱、休谟、密尔的哲学中有其历史根源，皮尔逊 （ＫａｒｌＰｅａｒｓｏｎ）、罗素、布里齐曼 （Ｐ．
Ｗ．Ｂｒｉｄｇｍａｎ）、马赫 （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艾耶尔 （Ａ．Ｊ．Ａｙｅｒ）等人都表达过类似想法；温和的描述主
义，即认为一切理论陈述都可以转换成 “物理事物的语言”的观点，则至少是马赫的一些评论所暗

示了的论点。③

内格尔论证说，这两种版本的翻译论题都站不住脚：因为不存在一种自主的感觉材料语言 （也

没有建立这样一种语言的希望）；而且可翻译论题还有额外的严重困难，因为理论术语并不是通过用

观察语言 （或感觉材料语言）作出隐定义而引入的，因而不能指望通过使用观察语言进行翻译来完

全消除这些理论词项。他进一步论证说，如果抛弃了可翻译性论题的话，那么描述主义的主张就会沦

落为工具主义的观点，因而不是解释理论的认知地位的有希望的进路。④

在卡尔纳普的努力遭遇滑铁卢之后，现象主义的方案 （它主张激进的描述主义论题）已经失去

了生机。我们想讨论的是，温和的描述主义论题，在应用于信念这类特殊的心智议题上时是否仍然有

生命力？在恩斯特·马赫的 《通俗科学讲座》里，可以读到如下段落，内格尔视之为温和描述主义

主张的理智源头：

科学知识的交流总是包括描述，也就是，在思想中对事实进行模仿性的再造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它
的目标是替代和节省取得新经验的麻烦。再一次地，为了节省教导和学习的劳动，人们寻求精炼、简

略的描述。所有的自然律确实就是这么回事。知道了重力加速度的值，以及伽俐略的自由落体定律，

我们就有了在思想中再造各种落体运动的简单且概略的指南。这种类型的公式，是全部落体运动的一

个完整替代。因为这个公式的帮助，我们可以轻易获得各种落体运动的数据；仅仅只需要短时间的注

意，而完全不需要什么记忆的负担。⑤

这个段落出现的讲演，恩斯特·马赫题为 《物理探究的经济本性》。在讲稿里，马赫讨论了人类

知识的经济本性，包括最初的本能知识和科学知识：

人们关于自然的最初知识，是为了自身的物质福利，基于在思想中模仿和预测事实的本能习惯，

通过为疲沓的经验插上思想的灵敏翅膀，自动、半意识地获得的……这些最初的知识构成今天的科学

思想的坚实基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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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ｒｎｅｓｔＮａｇｅ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ｐ．１２０．
Ｉｂｉｄ．，ｐ．１２１．
Ｉｂｉｄ．，ｐｐ．１２０－１２１．
Ｉｂｉｄ．，ｐｐ．１２２－１２９．
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Ｊｏｓｅｐｈ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８９８，３２０１２，ｐ．７０；［奥］恩斯特·马赫：《科学与哲学讲演录》，庞晓光、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
１６５－１８５页。
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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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讲演里，除了讨论知识的经济性外，他还谈论了多种意义的经济性，包括思想的经济

性、心智的经济性、交流的经济性、工艺品的经济性、自我保存的经济性，以及语言的经济性。关于

语言的经济性，他说：“语言，在概念思想这个伴侣的帮助下，出于镶嵌画 （ｍｏｓａｉｃ）的计划，通过
固定那些重要的东西，拒斥那些不重要的东西，给这个流变世界构建出一副严格图像，虽然以牺牲准

确性和忠实性为代价，但是却节省了工具和劳动。”① 这些 “经济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是不是

某种经济性要更为基本？马赫没有特别的说明。虑及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谈论本能知识怎样发展成为

科学知识，也许可以认为，他为知识的经济性做了发生学的描述，这个描述始于对本能知识、语言

（和思想）的经济性的解说，终于对科学知识 （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定律）起作用的方式的说明。另

一种可能的诠释思路，是把马赫的想法理解为是一个从语言 （和思想）的经济性到知识的经济性的

论证，但我们拿不准这个论证的确切形式是怎样的。

认为物理学理论不过是经验现象之间联系的概括、经济的表达，马赫的这一描述主义立场引起许

多争议。② 一个有力的攻击，来自对物理学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的强调。用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Ｆｒａｎｋ的话说：“如果真要把马赫的经济原则置于知识论的中心，那么，那些伟大的创造性头脑的思
想之流就会被搅乱，他们的想象力就会折翼沙场，因而，甚至科学的进步都会遭受严重的阻碍。”③

内格尔对可翻译论题的反驳，则构成另一个难以回应的困难。

我们无意为全域性的描述主义论题作出评估或辩护；这个主张，像马赫所构想的那样，包括人类

的本能知识和科学知识，后者尤以物理学定律最为典型。不过，如果仅仅想为局域性的描述主义论题

辩护，即仅仅考虑信念这类心智状态，那么描述主义面对的一般性困难或许可以避免。

承诺可翻译论题的描述主义当然很难辩护，因为信念陈述报道的对象并不是可观察的物理事件和

物理性质。尽管有些信念会产生外在的可观察行为和表情，有些信念可以产生能通过内省意识到的现

象特征 （比如强烈的相信感），然而，信念状态不必然产生可观察的行为，或者相信的现象经验。在

信念报道语句只是心智状态的概略描述的意义上，我不认为这个论题需要或可以承诺某种形式的可翻

译论题，不管是翻译为某种现象语言还是物理语言；这是我们称自己的主张为 “温和描述主义”的

原因。

抛弃可翻译论题之后，以 “议会机制”作为启发式的模型，我们的替代性建议是，信念的描述

主义承诺一个可分析论题，即信念报道语句所描述的心智状态总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分析，来发现它所

包含或涉及的更复杂、也更简单的认知因素，甚至某些非认知因素。就像熟悉 《儒林外史》的读者

可以细数构成它的一个个小故事、一首首诗词、甚至语言叙述中所描述的江南风物。在一个复杂的故

事里，主角对于情节发展有种主要的或支配性的地位；对于 “相信地球是圆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信

念状态来说，“地球是圆的”这个命题内容是所有认知因素中主要的支配性因素，但任何一个信念报

道语句，总是意味着更多可进一步分析的认知内容。

在 “理论”的宽泛含义上，不仅仅只有物理学家在构建一个理论，日常的我们也总是不断基于

“光线和粒子对我们感官的单纯冲击”构想着 “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论”④。许多信念状态常

常是心智的创造性能力的结果，它们不完全取决于外部输入。物理学家的创造性会成为一般的描述主

义理论观需要应对的困难。不过，心智的创造性却不会破坏我们所主张的描述主义论题；一个信念报

道语句确实可能省略它所描述的心智状态中的创造性因素，但它并没有设置任何原则性的障碍，阻止

一个精细的头脑去发现或识别它们，或者提出关于这些心智状态的假设。

有一些研究著作，将马赫论及的语言 （以及思想）的经济性和知识的经济性笼统地称为马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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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则。信念报道，不管是关于自己，还是关于他人或者外部世界，确实不过是我们用语言来经济

地描述一个复杂的心智状态；在这一点，马赫的基本精神是对的。

四、描述主义的解释力

诚如波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所言，一个好的科学理论或假设就像是一道禁令，它会允许一些东
西，也会禁止一些东西。① 信念报道陈述是复杂心智状态的概略描述，如果这个假设有些道理的话，

它会允许什么？又会禁止什么？愚见以为，它允许表征主义和倾向论的一些核心判断，但会禁止这两

种立场某些扭曲了事实的方面。甚至它还能容纳整体论的一些重要洞察，当然只就这个论题的温和形

式而言。或许可以说，在能充分尊重既有竞争理论优长的意义上，描述主义论题有新综合的特点。

这个观念乐意承认 “地球是圆的”这个命题在 “相信地球是圆的”这个复杂心智状态中的支配

性地位，认为它是众多认知因素中的突出因素。因而，它并不反对表征主义者探究 “地球是圆的”

这样的认知因素是如何表征在大脑里，甚至也不反对表征主义对信念某些特征的刻画，比如杰瑞·福

多 （ＪｅｒｒｙＦｏｄｏｒ）等人着意强调的系统性、组合性、生产性等。不过，它反对以一种过份理智化的方
式谈论信念，即认为正常工作的信念报道语句都旨在谈论一个个真实的心智实体；它们以原子论的方

式表征在大脑里，而信念报道语句的结构就是信念的真实结构。理解这两个理论之间对比的一种方

式，是考虑它们对信念的个体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说明。按照表征主义的观点，信念根据其内容
（即所信念态度所关涉的命题）得以个体化；描述主义会认为，信念的个体化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它所

包含的支配性认知因素 （即通常的信念报道语句所包含的命题），但不认为这是故事的全部内容，因

为它只是一个可进一步分析的概略表达。

一般地讲，特定的心智状态倾向于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特定行为。尽管生物机制的功能不遵循严格

的决定论的定律，正常情况下，它们的运作仍遵从倾向的条件句分析所揭示的一般模式。描述主义不

反对一般地讨论信念状态 （作为复杂的心智状态）的倾向性，甚至我们还论证过，信念的某些规范

特征奠基于信念的倾向性质，援引信念的倾向性可以为 “信念瞄准真理”这一箴言提供更满意的哲

学解释。② 不过，它拒绝把所有通常理解的信念报道都确立为一个行为倾向，既因为信念和行动的联

系相对松散，也因为倾向不具有信念报道语句一般的可以体现组合性的语言结构。③

因为始终将信念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心智状态，认为一个起作用的信念状态总是涉及复杂的认知因

素，描述主义也对信念整体论的基本洞察予以尊重；甚至在针对信念原子论的攻击中，描述主义可以

成为整体论者的坚实同盟。然而，该怎样对描述主义论题予以限制，以避免走向极端整体论的危险，

这仍然很不明朗；显然，如果要谈论某一个信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征，必然需要援引或参照信念所

处整体的全部信念的话，那么，这些任务就绝无可能完成。

充分地对描述主义和竞争理论作出比较，不是这里能够完成的目标。一项以信念本质的解释性理

论为最终目标的理论探索，一般地说，需要在描述和解释的双重意义上尊重信念的一些重要特征。就

一些常常引起讨论的特征来说，比如信念状态和其它心智状态之间的区别、信念的因果力、信念的程

度性等，描述主义都有足够的解释空间。以信念的程度性来说，描述主义可以坚持证据主义的核心精

神，即诉诸信念状态中的认知因素之间的证据支持强度或者解释关系来刻画，因而在信念的辩护、信

念的规范等议题上，充分地容纳当代证据主义的教益；④ 并且，如果形式知识论研究关于信念度应如

何遵从证据的理性限制的说明取得成功的话，我们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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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页。
参见刘小涛：《信念何以瞄准真理？》，《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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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略描述的信念陈述

值得进一步补充的是，描述主义或许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信念的更多有趣特征，比如它看起来更契

合信念的经验心理学观察。一些有实用主义特征的理论想要表明，意志 （ｗｉｌｌ）和实用考量可以如何
影响 （甚至辩护）人们的信念。① 在理论选择的问题上，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ＳａｍｕｅｌＫｕｈｎ）雄辩
地表明，理论选择 “是不可能用证明来解决的”。在考察一种好的科学理论的五个关键特征之后 （包

括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丰产性），库恩论证说，它们不会构成理论选择的充分标准，

既因为几种价值标准之间常常存在紧张或冲突，比如解释力和简单性、丰富性和范围等，也因为科学

家可以对规则表中的准则作出不同解释，因而 “每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

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混合，或者说共有准则和个人准则的混合”②。认知辩护的实用侵入和理论选

择的主观因素的混入，从描述主义的视角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信念本来就是涉及复杂心智因素

的状态。这些问题的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探索。不过，既能容纳主要竞争理论的重要观察，而且还

具有潜在的解释优点，也许从最佳解释推理的观点看，描述主义论题就是那个具有 “良性循环”特

点的理论——— “被解释的现象反过来又成为相信解释之正确的重要理由”③。

五、结　　语

在信念报道总是试图描述真实的心智状态的意义上，描述主义立场是实在论的。不过，它区别于

表征主义的实在论，后者认为每一个信念的 （命题性）内容都以某种可以体现句法结构和语义组合

性的方式表征在大脑里。描述主义也区别于工具主义，根据它们的一般观点，理论不过是组织我们的

日常观察经验或科学实验经验的工具；描述主义虽然也建议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信念报道陈

述，但仍然乐意谈论它们的真假，而不仅仅满足于 “经验恰当性”。

我们还不清楚一些生物禀赋的自然倾向，视觉、听觉等认知能力以及和记忆、语言使用、抽象推

理能力相关的认知能力等，如何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下产生我们称之为 “信念”的心智状态。或许信

念研究的进展，需要我们从较高程度的抽象和极为简略的描述沉下身段，进入到更深层的微观结构；

那些心智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真相。不妨引用马赫的文字结束讨论：

对一群性质，在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关于它们的名字和思想当然总是带来方便。但是，除了

作为这些现象的简明扼要的、经济的符号之外，这些名字和思想什么都不是。对那些不能唤起他们一

大群组织有序的感觉印象的人而言，它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语词。对于那些化学元素还有待进一步分

析的分子或原子而言，情况也如此。④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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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的契约何以具有现实的规范性？

———自主之为政治规范性的来源

王东华

【摘要】罗尔斯认为其正义理论继承了契约论传统，是将行动者之同意作为派生政治原则的标准，而且这

一过程体现了行动者的自主。在此意义上，他坦承自己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政治规范性的这种契约

论式证成可谓饱受批评，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认为其原初状态是一种假定情形，而假定的契约根本不是

契约，没有派生规范性的能力；二是认为由契约所体现的自主不具有最基础的规范意义，而是需要被奠基

的，是来源于更基础的道德预设。本文认为，这两种批评都源于误解，既误解了其含义也误解了其理论使

命。一方面，罗尔斯的契约论及自主概念不在于重申基本的社会原则，而是探讨这些原则的规范力量的来

源，因此其只能是以假定情形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康德式自主概念并非指现实的意志表达行为，而是指

与人之本性相符，相较于现实行为，这是一种假定情形或理想状态，并以此作为规范原则和行动理由的来

源。这正是假定契约论及自主之为政治规范性来源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契约论；自主；政治规范性；尊重人；自我立法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１０－０７

作者简介：王东华，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罗尔斯之后的建构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及其价值研究”

（２２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百年元伦理学史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３６）

罗尔斯将其对正义原则的论证称为契约论式结构，是将原初状态中理性存在者的同意作为正义原

则的证成标准。他说：“我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

论，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① 他还说这一契约论的理论构想是康德式的，因为其被奠基于康

德式自主概念———契约之过程体现了行动者的自主②。这种将自主作为政治规范性来源的契约论理论

一直饱受质疑甚至被批评。其中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认为该论证根本就不构成对政治规范性的证

成，因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乃是一种假定情形，其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订立契约的过

程，而假定的契约不是契约，它没有派生规范要求的能力，比如德沃金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伊诺
（ＤａｖｉｄＥｎｏｃｈ）和石元康就持这种观点③；二是认为该假定的契约背后有更深层的道德预设，该道德
预设才是证成政治原则的基础，而非自主在充当政治规范性的来源。例如，拉莫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
ｍｏｒｅ）认为该充当规范性来源的道德预设是平等尊重人的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ｅｑ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ｐｅｒ
ｓｏｎｓ），而所谓的自主是被奠基于该原则的；他甚至认为自主是一个在规范意义上的空洞概念，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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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页，第１９７页。
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 “契约是假定，假定的契约并不为执行其条款的公平性提供独立的论证。一个假定的契约不仅是一个现实

契约的苍白版本；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契约”。伊诺也说，这是一种假定的同意，所说的是在假定的情形下其会被证成，但这不具

有现实性，不适用于真正的政治生活。石元康说： “在罗尔斯的假然的原始契约中，契约这个概念并非是不可缺少的。” （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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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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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规范性的解释上是不充分的。①

本文将处理以上两种质疑，指出其是源于对罗尔斯的自主概念的误解，既未理解其含义也误解其

在政治证成中的作用。首先，这两种质疑没有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论证并非重述某些基本的政治原

则，而是用于解释规范性的来源，包括立法原则的规范基础，因此其不仅不能是现实的立约行为，而

且只能是一种假定情形或者说理想状态。其次，拉莫尔未能理解康德式自主是指行为与行动者的本性

相符，而非一种表达自由意志的现实行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正是为了呈现行动者的本性，

因此自主确实不是某种现实状态。再次，行为因其与人之本性相符而是正当的，政治原则也因其反映

了人之本性而是合法的，即自主即是正当，因此自主并非是规范上空洞的，而恰恰是规范性的标准；

在这种理解下，拉莫尔所说的平等尊重人的原则并非是自主的基础，而是自主的应有之义，因为这一

原则正是人之本性的要求，因此自主对规范性的解释是充分的，是规范性的根源。

一、两种契约：现实的和假定的

契约是规范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契约精神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

以是成文合同或者口头承诺，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当事人的现实的立约行为，无论是口头同意还是文字

性签章。此种订立契约的行为被认为具有当然的效力，所有人都有义务去履行出于自身的合同条款。

罗尔斯将其对正义理论的证成称为契约论，其理论设想是，在原初状态中人们将会选择他的两个

正义原则，这构成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成。这其中并不存在一个现实的订立契约的行为，而只是设想在

特定的情形下人们将会做出的选择，或者说只有一种假定的立约行为。这构成了批评罗尔斯的正义原

则的一个重要思路，认为其所谓的契约论式证成并未给其正义原则提供一个真正的证成方式。比如，

德沃金认为 “一个假定的契约并非是一个现实契约的苍白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契约”②，同时，

因其不是契约而不具有派生规范要求的能力；伊诺则承认，在某些情形下，假定的同意也可以派生规

范性，但这并不适用于罗尔斯的政治证成，因为其所要求的是所有人的一致同意③。以上批评指向的

是只有现实的契约才具有规范力量，而假想之情形并没有现实的规范力量。这一结论确实是符合现实

实践的，任何事情只要其未发生就不具有规范力量，否则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这么多后悔之事。这样

一个基于现实契约的社会行为原则是具体契约之规范性的基础，因此，如果罗尔斯的契约论证仅仅是

对该原则的某种重申或应用，那么以上对他的批评就是成立的，即他误将此原则的应用扩展到假定契

约。

那么，罗尔斯的契约论论证是否仅仅是对社会信任原则的一种应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

罗尔斯的契约论指向的是一个更基础性的问题：此原则本身为何是合法的？在罗尔斯那里，这一问题

更一般性的表述是：政治规范性的来源和正义原则的合法性何在？这些原则规范着人们的现实行为，

因此其规范性必须先于现实行为包括契约行为，而不能是被奠基于契约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罗尔斯

将原初状态所设定的假定情形作为其来源。事实上，罗尔斯对这一点是有清晰认识的，他在 《政治

自由主义》中说 “群体所达成的任何协定必须被视为假定的和非历史的”④，而原初状态被他称为一

个表征装置 （ａ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以呈现此种非现实性。
如此就澄清了一个问题，即罗尔斯的假定契约的设置不是在重述一些基本社会原则，而是旨在解

释政治规范性的来源和政治原则的根据。此澄清也是对德沃金和伊诺等人之质疑的回应。不过这只是

一个初步回应，进一步的问题是：此种关于政治规范性之来源的理论能得到辩护吗？或者说，为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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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３９－１６７；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ｔ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ｏ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ｐｐ．６３－８８．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３，１９７３，ｐ．５０１．
伊诺的一个例子是，对因醉酒而无法对医疗程序表示同意的患者，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治疗手段。（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Ｅｎｏｃｈ，“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ｕｂ
ｌ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ｐｐ．１２８－１３０．）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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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状态中所达成的关于政治原则的协议具有规范性呢？罗尔斯对该问题的一个简短回答是：它体现了

行动者之自主，即一种康德式回答———自主之为规范性的来源。

二、拉莫尔对 “回到康德”的批评

自主之为规范性的来源是一个康德主义信条。在此意义上，罗尔斯将自己视为一个康德主义者。

拉莫尔则将其称为 “回到康德”（ｂａｃｋｔｏＫａｎｔ）的路径，并以罗尔斯为代表，批评此种将自主作为政
治规范性来源的尝试。在他看来，自主在对规范性的解释上是不充分的，不能作为规范性的基础，而

且政治规范性的真正基础在于平等尊重人的原则。

（一）自主的不充分性

拉莫尔对自主之为政治规范性的批评并非全然否定自主可以提供任何规范性，而是认为 “自主

的观念无法为组织我们所有思考和行动的 ‘规范性’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因此，“更准确来说，

是批评康德及康德主义传统对赋予它的在解释理性和道德上的基础角色”。①在他看来，自主并非规范

性的根源，他将其称为自主的不充分性，即自主无法提供对规范性的充分的完整的解释。

拉莫尔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他对康德式自主概念的特定理解：“其具有独特含义———即自我立

法 （ｓｅｌ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思考和行动的原则获得权威性在于是理性存在者将其加于自身，而非认为它们
具有某种人们必须同意的独立的有效性。”②这是将康德式自主界定为自我立法。因此，拉莫尔的批评

体现为否认自主具有该基础性立法地位，其理由是 “在我们将原则加于自身的时候，我们想必是出

于理由而这么做的：我们认为采纳它们是适宜的，或采纳它们将促进我们的特定利益”③。换言之，

在拉莫尔看来，此自我立法的过程就是将原则加于自身，而问题在于如此将原则加于自身的行为不具

有基础性的规范地位，因为其是 “根据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ｓ）而进行的活动，而理由是必须事先被承认的，
因此，其权威性不是我们置入其中的，而是我们发现自己被召唤着承认的”④。因此，相较于自我立

法的行为———自主，在对规范性的解释上，理由才是更基础的。

以上是拉莫尔对自主之不充分性的论证，其核心要点是：其一，自主被理解为一种自我立法，更

具体来说，将原则加于自身的行为，类似于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法律的行为⑤；其二，虽然自我立法的

行为具有派生行为要求的规范性，但它本身不是基础性的⑥，因为立法行为也必须出于一定理由，是

理由指导下的行为。因此，理由不能是该行为的结果而是其前提，在此意义上，理由才是规范性的根

据。拉莫尔甚至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理性是接受性官能 （ａ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ｆａｃｕｌｔｙ），其 “能力在于认识和关

注理由之独立的有效性”。⑦

不难发现，拉莫尔试图从根据理由而行动，得到理由是基础性规范要素的结论。但这是一种论证

上的跳跃，因为前者仅仅指向一个具体行为的逻辑，即 “出于理由而行动”的结构，从此结构中并

不能得出理由先于行动，最多只能得出理由式判断先于具体的行动：人之为理性存在者，首先是有一

个具体的理由式判断，再据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或者说理性的行动中已然蕴含着特定的理由式判断，

即人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规范信念而行动，否则行动就是盲目的。但是，这行为结构并未蕴含任何关于

规范性之根据的元伦理学结论，甚至不蕴含任何关于具体的理由判断正确与否的规范伦理学结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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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⑥

⑦

②③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ｐｐ．４３－４４、４３，ｐ．４３，ｐ．４４，ｐ．４４．
拉莫尔确实有用投票程序 （ｖｏ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作为自我立法的示例。（Ｉｂｉｄ．，ｐ．１１０．）
拉莫尔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我立法的原则所起的仅是非常有限的作用，自主的观念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其无法为组织我们

所有经历的 “规范性”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Ｉｂｉｄ．，ｐ．１１０．）
Ｉｂｉｄ．，ｐ．４４．在大的理论框架下，拉莫尔对自主之不充分性及理由之基础地位的论证，是在批评道德建构主义而辩护一种实在
论立场，理由被认为代表着在先的客观规范，因此理性之功能是认知的，在于认识到这些客观理由。与此相对，康德主义将自主

作为规范性的根源是认为自主体现了人之理性本性，在此意义上，理性是一种主动官能，其不是接受规范性，而是派生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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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论认为理由是客观实在的还是人为的发明①，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由式信念而行动，而且无

论是出于正确理由还是错误理由，都是出于理由而行动的理性结构。

因此，仅就出于理由而行动的行为结构来看，并不能得出存在先于行动的理由，其是规范性的来

源。不过，这一思路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人们的现实行动包括契约行为，仅就其是出于理由而

行动而言，其在规范上是空洞的或者说中性的，因为该行为既可以出于正确理由也可以出于错误理由。

（二）尊重人之为自主的道德基础

拉莫尔认为在对规范性的解释上，自主是不充分的且需要被奠基，并指出其基础就是平等尊重人

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康德式建构主义和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也是自主的基础。

首先，他指出政治力量是一种强制性力量，政治原则也是强制性的，都要求公民的服从。强制是

多样的，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动机是建立一种内在强制

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即认为政治的强制必须出于行动者自身，即其是自我立法的产物。在罗尔斯那

里，这又具体表现为寻求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政治原则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他将普遍同意作为

政治证成的标准。拉莫尔将其称为合法性的自由原则 （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②。
其次，拉莫尔并不反对自主构成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也不反对这条自由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路

径。但在他看来，政治原则之为自主的产物这一命题还需要从上下两个维度进行展开：向上的维度

是，就规范意义来说，该命题不是基础性的，之所以要求政治原则必须是自我立法的产物，还在于这

体现了尊重人的要求，是将人作为人予以对待，他更是援引康德的话说，这是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

段；向下的维度是，尊重人的原则是自主的道德基础，体现为尊重人的本性，“人之基本特征是他们

是以理由为基础而思考和行动的存在者”，因此对人的尊重就体现为尊重人的此种本性。③拉莫尔将其

视为政治证成的逻辑：“在面临强制时，将他人作为人予以尊重是要求政治原则对他们来说必须是可

证成的，正如对我们来说一样。”④这具体体现为政治强制和政治原则是被强制者有理由接受的；同

时，由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它又体现为 “寻求所有人都有理由接受的共同生活的基础，是

将互相视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其关系奠基于互相尊重 （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⑤，即政治合法性在于每个人
都有理由接受相应的政治原则，可称之为平等尊重人的原则。

最后，因为平等尊重人的原则是自主的道德基础，因此其不是立法的结果而是前提，是契约之规

范性的来源，拉莫尔甚至称之为自然律，是 “道德和政治价值的独立秩序”，“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

于我们之为公民的意志而约束我们的规范，它们享有某种不是我们赋予它们的道德权威”。⑥

总结一下拉莫尔的论证逻辑。首先，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

求政治强制性必须出自行动者自身，即一种内在的强制，而不能是通过外在强力维持政治秩序。这正

是罗尔斯所代表的康德主义路径，即自主体现为自我立法。其次，这种自主可理解为具体行为，典型

的是表决通过法律的立法行为。最后，此种行为之所以具有派生规范要求的能力在于其体现了对人的

尊重，即尊重人原则构成了自主的道德基础。

三、康德式自主和人性

拉莫尔批评了自主是政治规范性的来源这一康德主义信条，其结论包括正反两个方面：首先，拉

莫尔否定自主是政治规范性的基础，即他所说的自主的不充分性；其次，正面意义上指出该基础是平

等尊重人的原则。该论证的起点是基于对行动者之自主的一种特定理解，即自主指自我立法，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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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建构主义者和实在论者都承认人之为理性的存在者具有出于理由而行动的结构，而且都将此作为探究规范性之本性及基

础的理论前提。前者如科斯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斯特里特 （ＳｈａｒｏｎＳｔｒｅｅｔ），后者如帕菲特 （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斯坎伦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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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ＷｈａｔＷｅＯｗｅ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Ｂｅｉｎｇ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ＤｅｒｅｋＰａｒｆｉｔ，ＯｎＷｈａ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１，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③④⑤⑥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ｐ．１４６，ｐｐ．１４９、１４８，ｐ．１４９，ｐ．８４，ｐｐ．８５、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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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立法机构制定法律的具体行为。本文将分别回应这两方面的批评，这一节指出拉莫尔误解了康

德式自主概念，其是指出于人之本性，以人之本性作为规范性的来源和具体行为的对错标准，即理由

本身的根据，因此自主比理由更为基础；下一节将指出，就自主指与人之本性相符而言，尊重人的原

则并不构成自主之外的一个独立基础，它恰恰是自主的应有之义。

上文指出罗尔斯之契约论的理论使命是探讨政治规范性的来源，因此其只能是某种假定情形或理

性状态。拉莫尔之自主不充分性的批评可谓前一批评思路的反向应用———预设自主是一种现实行为，

并以此为基础，否认自主可以充当规范性的来源。因此，对拉莫尔该批评的一个直接回应是，他没有

意识到罗尔斯的自主概念所指向的是假定契约而非现实行为。

罗尔斯对自主的论述直接体现了这一点，他区分了理性自主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和充分自主
（ｆｕ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分别对应人的理性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和合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本性，及具有善观念和正义
观念两种能力。罗尔斯将其称为道德人格 （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其中人之为理性的是指 “形成，并修正

及理性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而善观念 “所表示的是每个参与者的理性利益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的
观念，个人所欲实现之物”。① 换言之，人之为理性的，体现为每个人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之物；人

之为合理的，关涉的则是 “合作之平等条款的观念，即在其它人也将接受的情形下，每个参与者都

能被合理期待其将接受的条款”；因此，其所说是 “理解，应用出于 （并不仅仅是相符于）正义原则

而行动的能力”，人们愿意而且能够参与社会合作共同体的公共行动原则。②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合理

的，都是人之本性，因此，在罗尔斯看来，当行动者按照自己的本性而行动的时候就是在自主地行

动。

对于理性和合理性的关系，罗尔斯认为 “合理的预设着理性的，且使理性的从属于它”，前者说

的是 “如果没有善观念驱动群体内的成员行动，那么就没有社会合作也没有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即

使如此合作所实现的价值超越于善观念所将独立确定的”，后者说的是 “合理的原则限制，且在康德

式学说中绝对地限制能被追求的终极目的”。③或许可将其类比于康德所说的准则和法则之区别，前者

是个体内的，后者是整个共同体的，后者规范着前者。康德说客观目的构成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条

件，罗尔斯则说 “在应用于良序社会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在字典上优先于关于善的主张”。④

虽然理性自主和充分自主都被罗尔斯称为自主，但他更重视充分自主，充分自主体现了真正的自

主。罗尔斯设计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目的正是为了呈现 （ｌａｙｏｕｔ）人的道德人格，而且由于现实的
人的现实行为常常会偏离此道德人格，因此其只能是以某种假定之情形来呈现。如此，自主就不再是

一个规范上空洞的概念。只有那些出于人之本性的行为才是行动自主：一方面，具体的行为因其出于

人之本性而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政治原则之正当性在于按照这些原则而行动将是符合人之本性的，

或者说它们是人们在出于其本性时将选择的实践原则。因此，对于罗尔斯及康德主义来说，人性是规

范性的来源，自主、正当的行动及合法的实践原则三者统一于人的本性。

四、自主和平等尊重人的原则

上文澄清了罗尔斯的自主概念的准确内涵，说明其为何可以充当政治规范性的来源。这一节将分

析此种自主概念和尊重人的原则之间的关系，呈现自主之基础性的规范作用，回应拉莫尔的质疑。

拉莫尔说，其所理解的尊重人的原则体现为政治原则必须是可证成的，而且他将此原则诉诸康

德，即康德所要求的将人视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事实上，在康德那里，此人性法则公式和目的王

国公式是一致的，尊重人，将人视为目的就体现为人是立法主体。因此，这其实体现了对实践证成的

一种康德式理解，即规范原则之证成在于其体现了行动者的本性，在此意义上，将自主作为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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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因此，康德式自主和对人的尊重其实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人性法则公式和普遍法则公式也是一致的，对人的尊重就包含着尊重所有人，即一种

平等的要求，因为就人之为理性的存在者而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立法主

体。这一点在罗尔斯那里则体现为原初状态中无知之幕的设计，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出

身、天生资质及价值观念等的认识都被屏蔽①，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也被屏蔽，大家

处于同等地位。但同时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理解及服从关于正义的公共观念；因

此每个人都能遵从正义原则，并且在其一生中都是社会合作的充分参与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每个人

都是有效主张的自生来源 （ｓｅｌ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所有人都将自己视为在任何步骤中都平等获得
代表，这些步骤决定着规约其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②。因此，原初状态的设计保证了人与人

之间的平等，每个人都是政治原则之合法性的来源，都是平等的立法主体。罗尔斯还说到非常关键的

一点，即此种政治上的平等无关天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ｉｆｔｓ）和后天智慧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ｗｉｓｄｏｍ），“尽管这些德性
可能使某些人更适合于特定的更高要求的岗位和职位 （比如司法类的），但是鉴于人们在正义制度中

的现实位置，包括每个人所具有的平等公民身份，相对于对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的正义感都是平等

充分的”③。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等，是每个人之公民身份上的平等。

这正是罗尔斯所念兹在兹的人与人间的平等———作为立法主体的平等。在他看来，每个人或者说

大多数人都具备正义感，是理性的和合理的人，足以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这是平等的基础④。人之

自由体现为 “公民将自己视为合法主张的自生根源”，即具有立法主体的地位。自由和平等也是一致

的，即每个人的人性都得到尊重。因此，弗里曼 （Ｓａｍｕ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说，康德式伦理学将 “导向一种

互尊和自尊的伦理学”⑤，既要求尊重人，也要求尊重每一个人，两者之间是内在一致的。

五、假定契约论的内在逻辑

拉莫尔将整个康德主义传统作为箭靶，前文以罗尔斯的论述为基础对此种批评做了回应。不难发

现，拉莫尔的批评主要源于对罗尔斯所代表的康德式自主概念的误解，而所谓的回应主要是澄清性工

作。通过此种澄清，罗尔斯之为康德主义者的立场可谓清晰可见。这一节将通过对罗尔斯和康德间亲

缘性的大致梳理，进一步呈现假定契约论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结论。

一方面，罗尔斯的假定契约的设计继承康德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即自主之为规范的来源，而且

是对自主的一种康德式理解———出于行动者自身的本性，而规范原则之合法性在于行动者依此原则而

行动是自主的行动，即与其本性相符，比如康德的定言命令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而原初状态的设计

正是为了表征人之本性。因此，罗尔斯说原初状态是 “对康德的自主观念和定言命令观念的程序性

阐释”⑥，即以行动者之出于本性而选择这一具体的行动程序作为正义原则的证成标准。

另一方面，对人性的理解，罗尔斯也继承了康德的二分框架。康德区分了本体自我和现象自我，

并将前者置于更高位置，自我立法体现为本体自我为现象自我立法。此框架对应于罗尔斯通过原初状

态所设定的道德人格和现实自我间的对立：“我的设想是：我们把原初状态看成是与本体自我理解世

界的观点类似的一个重要方式。作为本体自我的各方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他们所想望的任何原则；但

是他们也有一种愿望，这就是要以这种选择自由来表现在理性王国中他们是作为有理性的平等成员，

即能够在其社会生活中以原初状态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并能表达这种观点的存在物的本质。于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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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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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确定哪一些原则在日常生活中被有意识地坚持并被遵循能最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共同体中的这种自

由，能最充分地揭示出他们对于自然、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① 可见，在康德那里，自主体现

为本体自我为现象自我立法，在罗尔斯这则是以假定契约呈现的道德人格为现实自我立法。

弗里曼则将其区分为立法自我和执行自我，前者为后者立法②。显然，拉莫尔是未意识到这两个

自我间的区分，或者说他只看到了执行自我，而未认识到更基础性的立法自我③，因此拉莫尔认为理

由是更基础的，由理由来提供具体的法则，而未认识到康德主义恰恰是认为立法的自我在提供具体的

规范原则和行动理由。

基于此两个自我或两重自我的区分，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假定契约的逻辑。执行自我是现实的自

我，其有可能发生错误，或者说有可能偏离自己的本性；而立法自我代表着行为之正确，其独立于现

实自我和行为。假定契约的假定性正是为了体现此种独立性，以一种理想情形的设定来体现对现实的

超越性，即本体自我作为一种理想自我为现实情态的现象自我立法。在具体形式上，则是罗尔斯所说

的程序性表达，由行动者在理想情形下的选择来连接这两个自我④，“以在该步骤中呈现关于合理性

及理性的相关标准，其应用于政治正义的原则和标准”⑤。结果就是，“规约目的王国的原则是那些在

此状态下将被选择的原则，对此情境之描述使人们能够解释在何种意义上出于这些原则而行动体现了

我们之为自由且平等的理性人的本性”⑥。

自主之为规范性之源是说人性是规范性的根据。罗尔斯对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定义更是直指这一

点，其是 “通过一个建构的程序，建立一种关于人的特定观念和第一正义原则间的适恰联系”⑦。而

作为一个表征的程序性装置，原初状态本身不是被建构的，由其所表征的人性也不是建构的结果，而

是其前提。不过，罗尔斯也说他的契约论是对康德的重要修正，是以一种合理的经验主义 （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⑧ 来取代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或者说对本体自我的经验主义表达，由原初状态所表征
的 “这些观念不再是纯粹超越的，并缺乏与人们行为间可说明的联系”⑨。无论是合理性还是理性，

包括罗尔斯所说的以契约形式对正义原则的程序化表达，都与人们的现实行为直接相关，或者说是通

过行为而得到界定的。因此，这是让康德的本体自我回到现实世界。一方面，由假定契约所表达的人

之本性是超越于人之现实行为的，并因此种超越性而构成对后者的规范要求；另一方面，假定契约的

假定性是相较于现实已发生的契约行为而言的，但其并非某种脱离现实的设定，而是指向人们的现实

人性，即以合理性和理性为代表的道德人格。在罗尔斯看来，其为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瑏瑠。在此意义上，

规范性及其根据是现实的。这正是假定契约论的逻辑———通过假定的契约表达现实的人性，以此作为现实

行为的规范根据。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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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第１９９页。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Ｆｒｅｅｍａ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Ｖｉｅｗ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４０．
阿默里克斯 （ＫａｒｌＡｍｅｒｉｋｓ）说，康德的理性有执行和立法两种功能，他分别称之为动力因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ａｕｓｅ）和形式因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ｕｓｅ），康德所说的理性为自身立法主要是指形式因，在此意义上，理性或自主是规范性的根据。在阿默里克斯看来，拉莫尔包
括当代的很多新康德主义者都只是在动力因上理解康德的自主，将其理解为一项个人自我加于自身的工作 （似乎成为一个康德主

义者就是一个青年人首次为自己谋划人生而制定规范一样），其最典型的形式是投票程序。这正是本文所说的现实的订立契约的

程序，但因为其现实性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为自我立法，无法充当规范性的根源。（ＳｅｅＫａｒｌＡｍｅｒｉｋｓ，“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Ｎｏｎ－Ｒｅ
ａｌｉｓ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７４－２８２．）
在康德那里连接两者的程序则是定言命令 （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原初状态和定言命令之同构性，可参见罗尔斯对康德伦理
学的建构主义解读及里斯 （ＡｎｄｒｅｗｓＲｅａｔｈ）的专题论文。（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Ｂａｒｂａｒａ
Ｈｅｒｍ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２３５－２５２；ＡｎｄｒｅｗｓＲｅａｔｈ，“Ｔｈｅ‘Ｋａｎｔｉａｎ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ｂｙＴｉｍｏｔｈｙＨｉｎｔ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２１１－２２３．）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１０３．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２２６．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Ｄｅｗｅ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７７，１９８０，ｐ．５１６．
“合理的经验主义”的说法是罗尔斯提出的，在他看来，原初状态的设置即是经验主义立场。（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ａ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４，１９７７，ｐ．１６５．）

瑏瑠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２２６，ｐ．４４３．



《老子》与 《诗》之关联的语文学考察

邓联合

【摘要】《诗》作为基源性的中国文化经典，在先秦和汉代思想世界都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老子》全书

虽未提及 《诗》，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全无关联。基于语文学的视角，通过考察 《老子》文本的演变历程，

将不同的 《老子》传本与 《诗经》相对照，可以发现 《诗》的文体形式、修辞手法以及某些特殊语汇不

仅在不同时期的 《老子》传本中都留下了痕迹，而且这些痕迹在从郭店本到王弼本的演变中还越来越多地

出现。这表明 《诗》是 《老子》文本历史性生成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背景性经典，《老子》不仅成书之初

就已受到 《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此后的文本演变中还愈加深入。

【关键词】老子；诗；文体；修辞；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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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联合，哲学博士，（珠海 ５１９０８２）中山大学哲学系 （珠海）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王夫之 《庄子解》注释与疏义”（１９ＢＺＸ０６４）

《诗经》之名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此前它被称为 《诗》或 《诗三百》。作为早期经典，《诗》不

仅是先秦诸子共享的思想资源，更是那个时代 “士以上阶层的最重要的通识教育科目”，习 《诗》、

诵 《诗》则是贵族间 “文化交往和语言交往的基本方式和手段”①，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关于 《诗》对古代学者的深刻影响，清代学者刘开说：“夫古圣贤立言，未有不

取资于是 《诗》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与；彝伦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显而为政事，幽

而为鬼神，于 《诗》无不可证。故论学论治，皆莫能外焉。”② 确如刘开所言，先秦诸子著述多引

《诗》、论 《诗》，其中尤以儒家为甚。从道家学派来看，即便是对推重 《诗》的儒家多作激烈批评

的 《庄子》，也不仅数次明确提及 《诗》，其思想和文本还与 《诗》有着微妙的隐性关联。③ 迥异于

《庄子》，《老子》全书对 《诗》却只字未提④，无论是以褒或贬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全无关

联。事实上，就老子本人而言，身为主藏书之事的 “周守藏室之史” （《史记·老子列传》）或所谓

“征藏史”（《庄子·天道》），他必定熟知 《诗》，并极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 《诗》的影响。

先看一条春秋时期史官引 《诗》论事的记载。据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史墨：“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对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

位，自古以然。故 《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史墨所引 《诗》句

见小雅 《十月之交》。从 《左传》的这条记载可以看出：首先，史官群体不仅熟悉 《诗》，而且擅长

发掘和运用某些诗句蕴涵的哲理，以 “断章取义”的方式推类论说现实政治问题；其次，史墨所引

《诗》句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近通于 《老子》的相反相生思想，如第二章所说 “高下相倾”。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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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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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６页。
刘开：《读诗说》，转引自张丰乾：《可与言 〈诗〉———中国哲学的本根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４９页。
参见邓联合、赵佳佳：《〈庄子〉与 〈诗〉的显隐关联发微》，《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当然，《老子》全书也未明确引述或提及其他早期经典。

若无特别标注，本文所引 《老子》皆依王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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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庄子》外篇所载老子与孔子涉及 《诗》的两则对话也值得关注。其一， 《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 《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其二，《天

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

‘大谩，愿闻其要。’”这里所说的 “十二经”虽所指不详，且与 《天运》篇提及的 “六经”极可能

都是晚出的儒家经典总名①，但想必其中包括 《诗》。这两则对话虽皆为真假难定的寓言，但至少表

明一点：在 “诋襅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史记·庄子列传》）的庄子学派看来，老子熟悉

《诗》的内容和精神旨趣，故而贬其为 “先王之陈迹”。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虽然 《老子》未曾提及 《诗》，但鉴于 《诗》对包括老子在内的先

秦诸子以及它在汉代升格为 “经”之后对学者所具有的广泛、持久的影响，如果仔细考察 《老子》

从郭店本到王弼本的复杂演变历程，将不同时期的 《老子》传本与 《诗经》相对照，那么就会发现

《老子》在成书之初就已受到 《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此后的文本演变中还愈加深入。本文拟

从语文学的进路探讨 《老子》与 《诗》的关联，二者的思想关联暂存而不论。

一、文　　体

关于 《老子》的文体，学界曾有不同看法。在上世纪的老学论争中，顾颉刚认为 《老子》是赋

体，而赋体乃战国末期的新兴文体，故 《老子》应成书于 《吕氏春秋》与 《淮南子》之间；② 冯友

兰认为 《老子》应成于 《论语》 《孟子》后，非问答体，而是属于战国时期的 “简明之 ‘经’

体”；③ 钱穆认为诗、史、论是古代文体演进的三种先后形态，记言记事之 “史体”必晚于诗，论又

晚于史，而 《老子》之文体乃 “论之尤进”者，故应晚出于 《孟子》《荀子》后。④ 对于这些论断的

疏失处，詹剑锋已作出有力辩驳⑤，兹不赘述。

检讨顾、冯、钱的上述观点可见，三位学者都把 《老子》的文体性质与其成书年代这两个不同

问题并合讨论。他们之所以断定 《老子》成书较晚，且误认其文体为赋、经或论，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他们未能得见战国写本的郭店 《老子》⑥，其所依据的都是较晚的汉魏时期的王弼本。１９９０年代，
郭店本的面世从根本上推翻了各种 《老子》晚出说，同时为我们考察该书的本貌提供了直接的文本

依据。老子为春秋晚期的史官，因此讨论 《老子》（尤其是早期传本）的文体特点及其生成背景，较

为切当的方法是把郭店本与春秋时期的史官言论相对照。

史官的一个重要职责是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第１４章），或推 “天道”以明人

事，即通过援引过往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教训，或基于他们所洞见的 “天道”———宇宙万物的普

遍法则，对统治者的行为提出解释、批评或箴谏。从 《左传》《国语》所载史官言论可见，其所述多

有较为抽象且高度凝练、蕴意精深的断语或格言，这些断语或格言往往是史官针对现实所作的政治和

道德话语演绎的前提性法则。例如，《左传》：“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僖公

十五年）“（史墨）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昭公三十二年） 《国语》：“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

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周语》）“史苏朝，告大夫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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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３页。
顾颉刚：《从 〈吕氏春秋〉推测 〈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１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１０页。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参见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４页。
关于郭店本 《老子》的成书时间，大致有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春秋末期三种说法。（参见裘锡圭：《郭店 〈老子〉简初探》，

《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７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３０页；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
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 〈老子〉》，姜广辉主编： 《郭店竹简研究》 （《中国哲学》第２０
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３页；郭沂：《楚简 〈老子〉与老子公案》，《郭店竹简研究》，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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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晋语》）将史官的这类言论与郭店本乃至王弼

本 《老子》的大多数篇章相对照，可发现二者的言说风格非常相似，以至于如果把这类史官言论写

入 《老子》，也不会显得磗格不入。其不同在于，郭店本 《老子》展开了形而上的深邃思考，并创造

性地将 “道”树立为独立自存的本体，提出了 “有状 成，先天地生……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反

也者，道动也”“道恒亡名”（《老子》甲组）① 等重要思想，因此属于哲学文本，而非史官话语的简

单汇编之作。

郭店本 《老子》的文本形式虽然总体上可归为与史官话语相类的格言体，但其中许多篇句已不

同程度地表现出诗的特点。一般来说，诗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是抒情化、形象化，且句式规整、注

重韵律和修辞。以下首先从句式和韵律两个方面分析 《诗》对 《老子》的影响。

（一）句式。据刘笑敢统计，在 《诗经》的３０５篇诗中，有１５２篇是纯粹的四言诗，１４０篇以四
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六言或七言，只有１３篇是其他形式的杂言诗。也就是说，《诗经》是以
四字句为主，并辅以其他变化。② 依此来看郭店本 《老子》，其句式虽长短错杂不一，但三组简文中

像 《诗经》那样的整齐、连续的四字句也不可谓少。例如，甲组：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

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乙组：“明道如昧，夷

道如缋，□道若退。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建德如□，□真如愉。大方亡隅，大器曼成，大音癨
声，天象亡形。”“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巧若拙，大成若诎，大直若屈。”

丙组：“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贞臣。”显然，在后世的帛书
本以至王弼本中，整齐、连续的四字句更多，限于篇幅，此不详举。

（二）韵律。古今多有学者发现，《老子》文本的一大特点是入韵。例如，清人吕履恒说：“上下

五千言，固多韵语。”③ 刘师培说：“周代之书，其纯用韵文者，舍 《易经》《离骚》而外，莫若 《老

子》。”④ 此外，顾颉刚、胡适、钱穆、陈荣捷等学者也认为 《老子》是押韵的。⑤ 按孙雍长的统计，

《老子》全书用韵共计４２６处，其用韵特点是自由宽缓。⑥ 朱谦之在其著 《老子校释》中除了以附录

的形式详列 《老子》全书韵例外，还特别指出了 《老子》用韵与 《诗经》之相合者。⑦ 更进一步，

刘笑敢通过 “穷尽性的统计比较”，发现 《老子》的用韵方式更接近于 《诗经》而不是 《楚辞》，由

此他推断 “《老子》显然是在 《诗经》的风格影响下的产物”⑧。笔者大致赞同前辈学者的这些看法，

但认为其中有一点明显的不足：他们在探讨 《老子》的韵律特点乃至其与 《诗经》的关系时，所考

察的对象文本都是王弼本，而郭店本不在其研究视野内。刘笑敢虽然注意到不同时期 《老子》传本

的语言差异，但受研究条件的限制，郭店本同样未被纳入其考察范围，他在分析 《老子》与 《诗经》

的关系时，也只是尽可能地引用相对古朴的帛书本，同时偶尔参照王弼本。

事实上，即便从郭店本这一迄今所见最早的 《老子》文本看，其中许多篇句的韵式已有受到

《诗》之影响的显著痕迹。需要说明的是，刘笑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王力 《诗经韵读》、朱谦之 《老

子韵例》等前人成果，从句句入韵、叠句与叠韵、交韵、偶句韵、富韵、合韵等方面，详细探讨了

《诗经》的韵式对 《老子》的影响。笔者将借鉴这一研究进路，简要分析郭店本 《老子》的韵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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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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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本文所引郭店本 《老子》，参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刘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１５页。
转引自李波：《“〈庄〉之妙，得于 〈诗〉”———明清 〈庄子〉散文评点的诗性审美》，《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
期，第１８页。
转引自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９１页。
参见顾颉刚：《从 〈吕氏春秋〉推测 〈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６页；
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 〈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４册，第４１８页；钱穆：《庄老通辨》，第１０３页；陈荣捷：《中国哲学
论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１９９４年，第１８０页。
孙雍长：《〈老子〉韵读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１３－３３２页。
参见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第一章 “从 《诗经》《楚辞》看 《老子》的年代”。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第一，句句入韵。郭店本 《老子》是哲学文本而非诗歌，故其中的句句入韵相应地表现出灵活

多样的特点，五句一韵、四句一韵、三句一韵、两句一韵之例都有出现。例如，甲组：“孰能浊以静

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这是五句一韵。再如，甲组：“三言以

为辨不足，或令之有乎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丙组：“无执，故无失也。慎终若始，则无败事

矣。”这两例都是四句一韵。又如，乙组：“明道如 ，夷道如缋，□道若退。上德如谷，大白如辱，
广德如不足，建德如□，□真如愉，大方亡隅，大器曼成，大音癨声，天象亡形。”这里先后出现了
三句一韵、五句一韵、四句一韵的情况。两句一韵之例更多，如甲组 “有状 成，先天地生”，“虚

而不屈，动而愈出”，“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乙组 “大盈若盅，其用不穷”，“修之乡，其德乃

长”；丙组 “执大象，天下往”。

除以上几种句句韵，刘笑敢还特别指出，通行本 《老子》第４４章的韵式既可以说是句句韵，也
可视为句中韵。值得注意的是，该章早已见于郭店本中，且两个版本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 “名与

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持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长久。”（甲组）依刘氏之说，其中的 “身” “亲”为真部， “货” “多”为歌部， “亡”

“病”“藏”为阳部，“爱”“费”为物部，“足”“辱”为屋部，“止”“殆”“久”为之部①，其韵式

同时具有句句韵和句中韵的特点。

第二，叠句与叠韵。刘笑敢以通行本第５９章为例，认为其中重复的 “啬” “早服” “重积德”

“无不克”“莫知其极”都是带着韵脚的叠句和叠韵，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该章同样见于郭店本乙

组，撇开简文中的缺字，二者的文句和韵式几乎完全一致，兹不详引。此外，甲组：“未知牝牡之合

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咎莫賀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

恒足矣。”乙组：“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这三例显然都是重复某个字或某几个字的叠字为

韵。

第三，偶句韵。刘笑敢指出，通行本第９章是典型的偶句韵，其中的 “保” “守” “咎” “道”

皆为幽部。② 我们看到，该章也已见于郭店本甲组，且其采取的偶句韵式与通行本完全相同。此外，

甲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

过。”这两段显然也都是偶句韵。

第四，富韵。所谓富韵是指句末用同一个虚字 （例如 “之”“也”“乎”等），虚字前再加一个

押韵的字，这样就形成两个字的韵脚。郭店本中的富韵之例，除刘笑敢提到的通行本第１７章已见于
丙组外③，甲组还有几例：“反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守中，笃也。万物?作，居以

须复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富骄，自遗咎也。”“有亡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

形也，高下之相盈也……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其脆也，

易判也；其几也，易散也。”这几例中的 “动也”与 “用也”、“笃也”与 “复也”、“守也”与 “咎

也”、“生也”与 “成也”“形也”“盈也”、“始也”与 “恃也”、“居也”与 “去也”、“判也”与

“散也”，都分别构成富韵。

刘笑敢认为，《老子》中的句句韵、叠韵、偶句韵、富韵等韵式都明显地同于 《诗经》，而笔者

的上述考察则表明，郭店本 《老子》早已运用了这些同于 《诗经》的韵式。除了以上几种韵式，郭

店本甲组：“豫乎□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严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屯乎其如朴，礲乎其如
浊。”笔者发现，这几句都是以句中处于相同位置的虚字 “乎”押韵。④ 这种句中用韵的方式在 《诗

经》中也有先例，如 《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晚于郭店本的 《老子》各本与 《诗经》用韵方式的相同之处更多，鉴于古今学者对此已多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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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第３６页。
同上，第４２页。
郭店本丙组：“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如果按照刘笑敢的说法，王弼本第１０章采取的就是以句末虚字 “乎”押韵的方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

气致柔，能婴

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老子》与 《诗》之关联的语文学考察

明，故笔者不再展开讨论。通过以上对郭店本 《老子》与 《诗经》在句式和韵律两个方面之相同点

的比较分析，可知 《老子》在成书之初就已受到 《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其中的某些文句已呈

现出诗歌化的特点。

二、修　　辞

正是因为 《老子》许多篇句句式规整、讲求韵律，所以任继愈认为 《老子》“是以诗的形式写出

的”①，朱谦之则说 “《老子》为哲学诗，其用韵较 《诗经》为自由”②。除了用韵，《老子》的许多

篇句作为 “诗”还运用了拟人、排比、对偶、对比、比喻、顶真、复沓等多种修辞手法，而这些手

法早已常见于 《诗经》中。这里仅以顶真和复沓为例，讨论 《诗》在修辞方面对 《老子》的影响。

之所以只选择顶真和复沓，是因为在 《诗》《书》《易》等早于 《老子》的经典文本中，惟有 《诗》

运用了这两种修辞手法，《书》《易》中皆不见。

（一）复沓。复沓又称复唱、叠章、重章迭句等，是指一首诗由若干章组成，各章主题、结构乃

至句法基本相同，只在相应的局部变换少数字词，从而形成反复咏唱、跌宕回环的艺术效果。从

《诗经》全书来看，复沓是其中最典型尤其是国风运用最普遍的表现手法。运用复沓的诗篇或抒情或

叙事，或兼抒情与叙事，各章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两种———平行和渐进。前者如 《草虫》，该诗首章、

次章、末章的末句分别为 “我心则降”“我心则说” “我心则夷”，其辞虽异，其情则类，三章平行

共鸣。后者如 《晨风》，其首章、次章、末章的第四句分别为 “忧心钦钦” “忧心靡乐” “忧心如

醉”，其辞前后各异，其情随之愈加强烈，一章甚于一章，正如朱熹所云：“未见君子，则忧心靡乐

矣。靡乐则忧之甚也……如醉，则忧又甚矣。”③

复沓不见于郭店本 《老子》，王弼本却有３章明显运用了平行复沓的手法。第１１章：“三十辐共
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

用。”这三段的思想主旨和理路完全一致，其句法也基本相同，差别仅在于各段的句首以及各段末句

中的 “车”“器”“室”三字。再看第２８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为天下?，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

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三段话的思想主旨、理路和句法结构也完全相

同，只有首段的 “雄”“雌”“?”“离”“婴儿”在第二段的同样位置分别换为 “白”“黑”“式”

“忒”“无极”，在末段则相应换为 “荣”“辱”“谷”“足”“朴”。此外，第４９章：“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文字虽然简短，复沓的

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顶真。顶真又称顶针、蝉联、连珠、联语等，是指 “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

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④，从而形成环环相扣、文气贯通、上递下接、逐层推进的修辞效果。运用

顶真手法的文句，用符号表示便是 “Ａ→Ｂ，Ｂ→Ｃ……”，其中连接上下句的 Ｂ可以是一个字、词或
句子。顶真修辞在 《诗经》中的运用虽不像复沓那样普遍，但亦多有其例。据笔者统计，国风 《行

露》《江有汜》《简兮》《相鼠》《中谷有踴》《葛雃》、大雅 《文王》《大明》《
"

》《皇矣》《下武》

《行苇》《既醉》《假乐》《板》《崧高》、周颂 《良耜》、鲁颂 《有輘》等，都运用了顶真修辞。具体

来看，用一个字连接上下句的，如 《既醉》 “朋友攸摄，摄以威仪”；用一个词连接上下句的，如

《
"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用一个句子连接上下句的，如 《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

无仪，不死何为。”

在郭店本 《老子》中，甲组、乙组、丙组都有运用顶真修辞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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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老子新译》（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９页。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３２页。
［宋］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０页。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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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

……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羡，羡曰 ， 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应王弼本第２５章）

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对应王弼本第３７章）

……成功而弗居。夫唯弗居也……（对应王弼本第２章）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对应王弼本第３２章）

乙组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对应王弼本第５９章）①

……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对应王弼本第４８章）

丙组 ……弗美也。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对应王弼本第４８章）

在王弼本中，运用顶真手法的篇句更多，除与上表所列相对应的句例，还有：

第１章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３章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６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第８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第１６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

乃道，道乃久。

第２１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第２３章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第２８章 ……为天下?；为天下?……为天下式；为天下式……为天下谷；为天下谷……

第２９章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第３７章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

第３８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

第４０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４２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第５２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

第５６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第７０章 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

第７４章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

第８１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综括以上两表可见，受到 《诗》的影响，《老子》中运用顶真手法的篇章既多有用一个字或一个

词连接上下句之例，也不乏用一个句子连接上下句之例。而顶真句例从郭店本到王弼本的愈益增多则

表明，在 《老子》文本的演变中，《诗》的修辞手法的影响呈现出愈加深入扩大之势。当然，作为哲

学著作，《老子》运用顶真手法，绝不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文学性的修辞效果，更是为了彰明思想环节

的上递下接、内在逻辑的逐次推衍，以及理论观念的依序转换、精神主旨的最终凸显。

三、语　　汇

不同于叙事性的散文、说理性的论文以及训诰政令等其他文本形式，诗歌常运用一些特殊的语

２２１

① 刘笑敢把第５９章的修辞手法称为顶真式的回环，并认为这与《诗经》的特点相一致，而《楚辞》中是没有的。（参见刘笑敢：《老子古
今》，第５７５－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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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以抒发某种情感，并达到富于节奏、朗朗上口，从而便于随口诵唱流传的效果，《诗经》的那些

具有情感色彩的语气词和修辞性的大量叠字词即属此类。在这个方面，《诗》对 《老子》文本的演变

和生成也有显著影响。

（一）语气词。《诗经》运用最普遍的语气词是 “兮”，共出现３００多次，它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啊”或 “呀”。对看 《老子》，郭店本中不见 “兮”字，其中的语气词多用 “乎” “也”等。 《庄

子》虽被司马迁认为 “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列传》），外篇更被王夫之指为 “但为老

子作训诂”（《庄子解·外篇序》），但通观 《庄子》全书，“兮”仅于内篇２见——— “凤兮凤兮，何

如德之衰也”（《人间世》），且与 《老子》无关，而外杂篇中那些所谓 “为老子作训诂”，因此极有

可能援引或转述 《老子》文句的 《紸箧》《在宥》《天道》《天运》《徐无鬼》等篇，“兮”字却并未

出现。受到 《诗》的影响，《老子》文本用 “兮”字当在 《庄子》之后的战国晚期，这一点可以从

其时几部受 《老子》的影响或阐发其思想的著作所引用或化用的 《老子》文句看出来。

具体来说，《韩非子》全书引 《老》有２句出现了 “兮”字，分别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解老》）。成书于战国晚期的 《文子》①，书中引用或化用 《老子》的文句则多见 “兮”：

忽兮?兮，不可为象兮；?兮忽兮，用不诎兮；窈兮冥兮，应化无形兮。（《道原》）

其全也，敦兮其若朴；其散也，浑兮其若浊……?兮若浮云。（同上）

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微明》）

"

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犹兮其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

若朴，混兮其若浊，广兮其若谷。”（《上仁》）

此外，汉初 《淮南子》引 《老》也多见 “兮”，例如：

忽兮?兮，不可为象兮；?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原道训》）

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澹兮其若深渊，泛兮其若浮云。（同上）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应训》）

《文子》 《淮南子》引 《老》的上述文句，大致对应王弼本第 ２１、１５、２０等章。帛书本中，
“兮”皆换为 “呵”。北大汉简本中，“兮”或作 “旖”，如下经第４８、６２、７４章 （分别对应王弼本

第４、２１、３４章）；或换为 “芼”（乎），如上经第５８章、下经第６０章 （分别对应王弼本第１５、１７
章）；此外，下经第６１章 （对应王弼本第２０章）并用 “旖”“芼”：“芒芼，未央哉……我 旖未佻

……薱旖，台无所归……我愚人之心也，屯屯芼……没旖，其如晦；芒旖，其无所止。”

在王弼本 《老子》中，帛书本的 “呵”、汉简本的 “旖”和 “芼”全部统一为 “兮”，“兮”由

此成为全书运用最多的语气词，共出现２５次之多，即 “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 （第４
章）；“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第

１５章）；“悠兮其贵言”（第１７章）；“荒兮，其未央哉……我独泊兮，其未兆……騅騅兮，若无所归
……澹兮其若海，額兮若无止”（第２０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第２１章）；“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第２５章）；“大道?兮，其可左右” （第３４
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５８章）。在晚于汉简本、早于王弼本的河上公本中，相关
语例几乎与王本完全相同，惟王本第４章 “渊兮似万物之宗”一句，河本作 “渊乎似万物之宗”。值

得注意的是，被许多学者认为其时代应与帛书本大致相当的傅奕本，书中 “兮”字出现的情况也与

王弼本基本一致。

在王弼本的上述语例中，有两种 “兮”字的用法尤其能说明 《诗》对王本的影响。其一是第２０
章的 “騅騅兮”，同样的叠字词后加 “兮”的用法在 《诗经》中颇多见，如 “诜诜兮” “振振兮”

“薨薨兮”“绳绳兮”“揖揖兮”“蛰蛰兮”（《螽斯》）、“脱脱兮”（《野有死》）、“涣涣兮”（《溱

洧》）、“闲闲兮”“泄泄兮”（《十亩之间》）、“栾栾兮”“訮訮兮”（《素冠》），等等。其二是第２１
章的 “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以及第２５章的 “寂兮寥兮”，这种一个句子 （四字句）

３２１

① 关于 《文子》成书时间，参见裴健智：《〈文子〉文本及其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２１年，第７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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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两个 “兮”字的用法也多见于 《诗经》中，如 “绿兮衣兮”“?兮
#

兮”（《绿衣》）、“父兮母

兮”（《日月》）、“叔兮伯兮”“琐兮尾兮”（《旄丘》）、“瑟兮
$

兮，赫兮?兮”“宽兮绰兮，猗重较

兮”（《淇奥》）、“容兮遂兮”（《芄兰》）、“伯兮詙兮”（《伯兮》），等等。相较于 《诗经》，《楚辞》

用 “兮”虽然更多更频繁，甚至可谓每言必用 “兮”，但一个句子中用两个 “兮”的情况却从未出

现。基于此，如果再考虑到 《楚辞》较少四字句，且其韵律形式与 《老子》迥不相类，① 那么我们

便只能认为 《老子》中 “兮”的用例是 《诗》影响的结果。

（二）叠字词。《诗经》运用了大量叠字词。仅以国风周南为例，计有 “关关”（《关雎》）、“萋

萋”“喈喈”“莫莫”（《葛覃》）、“诜诜”“振振”“薨薨”“绳绳”“揖揖”“蛰蛰”（《螽斯》）、“夭

夭”“灼灼”“蓁蓁”（《桃夭》），等等。《诗》之所以频繁使用叠字词，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诗句节律

铿锵明快、音调优美，从而便于赋诵传唱。

对看 《老子》，与 “兮”的用例一样，郭店本没有出现叠字词，《韩非子》引 《老》亦如此。与

此不同，《文子》引 《老》则有 “绵绵若存，是谓天地根”（《精诚》）；“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符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礼》）。其后的 《淮南子》引 《老》

有 “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应训》），这里出现了 “绵绵” “碌碌” “落

落”“闷闷”“纯纯”“缺缺”等叠字词。在汉代的各种 《老子》传本中，叠字词更为多见：

帛书本 汉简本 河上公本 王弼本

甲：绵绵呵若存

乙：绵绵呵其若存
第５０章：绵芼若存 第６章：绵绵若存 第６章：绵绵若存

甲：寻寻呵不可名也

乙：寻寻呵不可命也
第５７章：台台微微不可命 第１４章：绳绳不可名 第１４章：绳绳不可名

甲：天物云云

乙：天物
第５９章：天物云云 第１６章：夫物芸芸 第１６章：夫物芸芸

甲：众人
!!

……累呵……蠢

蠢呵……鬻… 呵。鬻人蔡

蔡，我独

乙：众人
!!

……呵，礍无所归

……蔥蔥呵。鬻人昭昭，我独若

呵。鬻人蔡蔡，我独闽闽。

第 ６１章：众人
!!

……薱

旖，台无所归……屯屯芼！

猷人昭昭，我蜀若昏；猷人计

计，我独昏昏。

第２０章：众人熙熙……乘乘
兮，若无所归……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

察，我独闷闷。

第２０章：众人熙熙……
騅騅兮，若无所归……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

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

闷闷。

甲：不欲若玉，珞。

乙：不欲禄禄如玉，硌硌如石。
第２章：不欲禄禄如玉。

第３９章：不欲??如玉，落
落如石。

第３９章：不欲??如玉，
珞珞如石。

甲：……之在天下

乙：圣人之在天下也，縘縘焉。

第１２章：圣人之在天下也，
""

然。
第４９章：圣人在天下怵怵。

第４９章：圣人在天下歙
歙。

甲：其正察察，其邦??。

乙：其正 ，其民屯屯；其正察

察，其……

第２１章：其正昏昏，其民
#

#

；其正计计，其国??。

第５８章：其政闷闷，其民醇
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５８章：其政闷闷，其民
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

甲：缺此句

乙：天罔
第３７章：天罔怪怪 第７３章：天网恢恢 第７３章：天网恢恢

甲：１０　乙：１５ １５ １７ １８

在 《老子》运用的众多叠字词中，“昭昭”“绳绳”“绵绵”皆出自 《诗》：“昭昭”见鲁颂 《泮

水》“其音昭昭”；“绳绳”见周南 《螽斯》“宜尔子孙，绳绳兮”，大雅 《抑》“子孙绳绳”；“绵绵”

４２１

① 刘笑敢指出，《楚辞》以六言或七言句为主，在王力 《楚辞韵读》所收２８首 《楚辞》中只有４首四言诗，其句式和韵式与 《老

子》差别较大。（参见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第１９－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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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风 《葛雃》“绵绵葛雃”，大雅 《绵》“绵绵瓜瓞”，《常武》“绵绵翼翼”，周颂 《载芟》“绵绵

其?”。毋庸置疑，《老子》中的这三个叠字词是其袭取 《诗》的语汇的明证。从上述词例统计可以

看出，至迟自战国晚期叠字词始见于 《老子》始，《老子》文本在汉代的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

叠字词，其结果是相关篇句越来越表现出显著的诗歌化特点。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 《老子》传本中 “兮”和叠字词的用例分析，笔者推测：在 《老子》文本

的演变过程中，后世的传承者对其篇句进行了修饰和增益；为达到便于随口吟诵甚或配乐歌唱、利于

授受流传之目的，修饰者和增益者有意识地运用了叠字词和 “兮”“呵”“旖”“芼”等语气词，这

显然是受到 《诗》的影响；而在汉代，最终在王弼本形成的时代，叠字词之所以出现更多，“兮”之

所以取代 “呵”“旖”“芼”，成为 《老子》全书运用最多的语气词，当是因为 《诗》早已被官方确

立为 “经”，所以对学者产生了长久且更深刻的影响，使其在修饰、增益 《老子》文本时自觉或不自

觉地借鉴了 《诗》的语汇特点。

除了 “兮”和叠字词，《老子》中还有一些语汇与 《诗》有关系，甚或取自 《诗》。略举数例：

（１）作为 《老子》最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无为”已多次出现于郭店本中①，这个词最早见于 《诗

经》，如 “我生之初，尚无为”（《兔爰》）、“寤寐无为” （《泽陂》），其意虽异，其词则一；② （２）
第１０章 “载营魄抱一”，“载”是语助词，这种用法在 《诗经》中极为常见，如 “载驱薄薄”（《载

驱》）、“八月载绩”（《七月》）、“载驰载驱”（《皇皇者华》），等等；（３）第２３章 “飘风不终朝”，

“飘风”出自 《诗经》，如 “其为飘风”（《何人斯》）、“飘风发发”（《蓼莪》）、“飘风自南”（《卷

阿》）。此外，第５１章 “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对看 《诗经·蓼莪》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二者的用语乃至句法都颇为相似。可以

说，这些都是 《诗》的语汇在 《老子》中留下的痕迹。

四、结　　语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源性经典，《诗》在先秦时期并非儒家的独享品，而是包括老子在内的诸

子百家在进行学术撰作时皆可取鉴的公共资源，其差别只在各家所取各异。到了汉代，由于 《诗》

被官方确立为 “经”，借助政治意识形态长期的笼罩性力量，其对学者的熏染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客

观效应来看，《诗》既为其时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经典，所以无论在思想还是文辞方面，《诗》

对于学者的著书立说都具有范文的意义。以上从文体、修辞、语汇三方面梳理的 《诗》在 《老子》

不同时期传本中留下的痕迹，即可视为其范文效应在道家经典中的具体显现。而这些痕迹在从早期的

郭店本到较晚的王弼本中越来越多的出现，则表明 《诗》是 《老子》文本历史性生成不可或缺的背

景性经典，它不仅影响了 《老子》这一道家立宗之作的初貌，而且始终伴随并以独特的方式深度参

与了其后不同传本的演变历程。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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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无为”在郭店本甲组和乙组都写作 “亡为”，如甲组 “是以圣人亡为，故亡败……道恒亡为也”，乙组 “以至亡为也，亡为而

亡不为”，丙组 “圣人无为，故无败也”。刘笑敢援引语言学者的观点，认为甲骨文中已有 “无”字，但早期表示 “有无”之

“无”的，主要是 “亡”而不是 “无”。（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第６１８页。）
关于 《老子》与 《诗经》中 “无为”含义的异同，参见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６４－
６５页。



由 “缘督”而 “尽年”

——— 《养生主》大义探究

罗安宪

【摘要】养生的关键是 “缘督以为经”。 “缘督以为经”，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 “缘督以为经”的动态模式；“安时而处顺”，是 “缘督以为经”的静态模

式。“缘”有循、顺的含义，这是其动态义涵；也有守的含义，这是其静态义涵。“庖丁解牛”具体展现了

“缘督以为经”的动态意义，公文轩问右师、秦失吊丧展现的是 “缘督以为经”的静态性义涵。

【关键词】缘督；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２６－１１

作者简介：罗安宪，陕西西安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２３年度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

目

《庄子·养生主》全文仅５７２字，是 《庄子》一书中最短的篇章之一 （仅次于 《马蹄》）。对其

研究与解说，可谓汗牛充栋。庄学史对此篇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是 “知止”“为善”“为恶”“缘督

以为经”以及 “庖丁解牛”等，而对 “缘督以为经”与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之间的关系则少有

分析，细节上亦有很多可商量之处。

一、养生与知止

“养生主”大体有两种解释。一是 “养生”之主，即养生之核心、关键。如郭象云：“夫生以存

养，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乃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① 二是养 “生主”，即养护生命

之主。如褚伯秀云：“形者，生之所托，神则为生之主。虚无之道，是所以养其神者也。世人徒知养

生，而不知养其生之主，养愈至而生愈失。”②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根据，但联系到下文，“缘督以为

经”，以及 “庖丁解牛”“老聃死，秦失吊之”等故事，似乎与 “养神”没有多大关系。“养生主”

大体主要是讲 “养生”之主。

《养生主》开篇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

矣！”《庄子》书之开篇一般以陈述故事开始，如 《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以发感言或大发

宏论开始的并不多，如 《养生主》《大宗师》 《达生》。这种大发宏论的开始往往特别深刻，并且就

是全文的关键，但一般都特别难以理解。

讲养生，为什么谈到知识的问题？为什么谈及知识之无涯的问题？养生与知识本无关系，有知并

不比无知更长生或生活得更愉快。但养生与认知有关，对世界有错误的认知而不断地到处碰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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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６３页。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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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养生。成玄英曰：“夫生也有限，智也无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无涯之智，故形劳神弊而危殆

者也。”① 故庄子认为首先要对世界有正确的认知，认识到什么是可知的、可为的。这也是 《达生》

篇所言的：“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如果事其所不当

事，为其所不当为，亦即不能做到如老子所说的 “知止”，那一定是危险的。《老子》第３２章曰 “知

止可以不殆”，第４４章曰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止”谓限度，人类首先应当明白知识的限度。

康德认为现象界是可以认识的，而 “物自体”则不可知；或者说，人类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

识 “物自体”。这就是知识的边界。老子所说的 “知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老子》第３２章说：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可以 “名”的，并不是无限的。“名可名，非

常名”（《老子》第１章），“可名”之 “名”，并非 “常名”，“常名”不可名。明白 “常名”不可

名，明白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这就是 “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的 “殆”有二义：一是倦殆之

“殆”，即成玄英所谓的 “形劳神弊”，向秀云 “殆，疲困”②；二是危殆之 “殆”，林希逸曰 “‘殆

已’者，言其可畏也”③。老子所说的 “知止不殆”的 “殆”，与庄子所谓的 “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的 “殆”，均有此二义。为其所不能为，其结果不仅使人倦殆，也是非常危险的。认识到这一点，

“不务生之所无以为”， “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就可以做到知止。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以说

“知止可以不殆”，“不殆”既不倦殆也不危殆，才可以保持长久。

但 “知”不仅可以指知识，也可以指思虑。 “知”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是知识，而作为探究知

识、体察世界及人生的过程则是思虑。《荀子·王制》曰：“草木有生而无知。”人有知觉且能思虑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林希逸曰：“人之生也各有涯际，言有尽处也。知，思也，心思却无穷尽。以

有尽之身而随无尽之思，纷纷扰扰，何时而止！”④ 无尽的思念忧虑，当然使人倦殆，也甚是危殆。

老子亦有此论，曰 “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１９章）⑤，少思、寡欲、绝学则不忧。
庄子不仅在 《达生》篇讲到达生、达命：“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

知之所无奈何。”而且在 《大宗师》篇讲到知天、知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

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

知之盛也。”庄子并非否定知，而是否定 “知之所无奈何”的 “知”，是要人 “知天之所为”以及

“知人之所为”。庄子在 《大宗师》篇不仅讲到 “知天” “知人”，而且将其与 “终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联系起来，也就是与 “养生”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如此方是 “知之盛”。就此而言，《养生主》

所言之 “知”，最主要的不是思虑，而是认知。

“养生”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即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

知之所不知”，“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如此，才是 “知之盛”，才能 “终其天

年而不中道夭”。“以有涯随无涯”，令人 “形劳神弊而危殆”（成玄英语），已然够令人倦殆以至危

殆；而不思 “知止”，妄想以知救知，则更其危殆。“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已而”，既已。郭

象曰：“已困于知而不知止，又为知以救之，斯养而伤之者，真大殆也。”⑥ 陆西星曰：“既已殆已，

而犹自以为知，驰骋不休，终迷不悟，亦终于殆而已矣。”⑦ 追逐知而使人困，既困更为知以救困，

犹如火上浇油。“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庄子·人间世》）如此，则 “终身役役

而不见其成功”。庄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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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３－６４页。
参见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５页。
［宋］林希逸撰、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８页。
此句原作 “少私寡欲”。刘师培认为：“私当作思。《韩非子·解老》篇曰：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

思欲并言。又 《文选·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李注引 《老子》曰：少思寡欲，此古本作思之证。《韩非子》之不思，即释此少

思也。”刘氏之说是矣。“私”与 “欲”不对，故 “私”当作 “思”。（刘师培：《老子評补》，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

成》第１１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１６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明］陆西星撰、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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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

其成功，絍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

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庄子·齐物论》）

陆西星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日夜与物相刃相靡于利害之场，行尽如驰而莫之止，可

得谓之善养乎？”① 对于人生与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与觉解，以 “有涯”之生命追逐 “无涯”

之知识，一定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絍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这是一种忙碌的人生，也是一种

茫然的人生。庄子所言之 “芒”有二义：一曰忙碌之 “忙”，其义为 “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二

曰茫然之 “茫”，其义为 “絍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由忙碌而茫然，忙碌使人茫然；由茫然而忙碌，

茫然更使人忙碌。人之忙碌与茫然，并且是无尽的忙碌与茫然，是持续的、绵延的忙碌与茫然，难道

不是人的大悲哀吗？“芒”是已然状态，还是实然状态或者必然状态？“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无

论如何，这种由于不明究竟的 “芒”，当然不是理想的人生状态。人们求养生，不仅是求长生，更是

求得一个理想的人生状态。②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没有

“知止”的观念，也没有 “静”“定”的观念。孔子强调 “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儒家甚至

反对 “知止”，荀子更提倡 “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后世所谓 “学海无涯苦作舟”，反映的

是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孟子言 “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有 “定”的义涵。儒家讲

“安”，孔子即讲 “老者安之”（《论语·公冶长》）。《大学》将道家的 “知止”“静”的观念与儒家

“定”“安”的观念统一起来，有综合儒道思想的性质。

二、为善、为恶与缘督

《养生主》下文接着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养亲，可以尽年。”养生首先要对宇宙人生有正确的认知与觉解。但只是纯粹的认知显然不够，还需

将此认知与觉解落实于自己的具体行动之中。这就有了如何处事的问题，即有了 “为善”“为恶”的

问题。

对于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学史有充分的讨论。第一种解释是 “忘善恶”。郭象说：

“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③ “忘善恶”的前

提是有善恶。世间本有善恶，心中亦有善恶，只是 “忘”而已。王蚞也持此论：“善养生者，内冥其

极，而任其自然，忘善与恶，则所以远于刑名矣。不善养生者，思虑内萌，而以善为善，以恶为恶，

所以近于刑名矣。”④ 忘善恶则可以远刑名。

第二种解释是 “不为善、不为恶”。成玄英曰： “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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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陆西星撰、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第４６页。
赖锡三对 “有涯”“无涯”及 “殆矣”有一种新解释：将 “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解释成为 “用有限时间和无限知识相较量，

将是追逐不完的不归路”，这样的解读相对空洞，甚至可能将读者引到知识无用的 “反知”方向；因而，“‘生也有涯’可视为用

河流来隐喻生命，喻示我们生命之流必然要在不同情境下的————时空关系、人我关系、物我关系————也就是在重重不同涯岸

‘之间’来流淌、冲刷，如此才能绵延出巨流河的风光。如果以河流喻人生，说 ‘生命之流’就像河水流淌的意象，那么 ‘涯’

便可象征着水流两岸的自然情境与人文局势的关系性因缘。‘涯’虽然显示限制、界线等分际，它也是河流与涯岸在 ‘彼／此’
的关系互动下，所共同创造出来的风景姿态。任何河道中流必然要与左右两边的涯岸同时共在，才可能成为中道之流。由此可

见，‘生有涯’的生命河流，总要在具体的涯岸关系中，响应情境而因循漫游。相反地，‘知也无涯’则象征着以自为尊，想要

以 ‘知’强行主宰自己的生命之流。因此 ‘有涯随无涯’便意味着，关系性的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双向互动，被简化为 ‘成

心自用’的独我单向道。而 ‘殆’反映出由 ‘知无涯’带来过分自我中心的人格形态，很容易造成相刃相靡的荒芜人生，甚至

使得 ‘生之流’干枯殆尽而中道夭折。”此说另有一番新意。（参见赖锡三：《〈庄子·养生主〉的在世修养与中道调节》，《杭州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７－１８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宋］王蚞撰、尹志华整理：《老子训传 南华真经新传 元泽佚文》，王水照编：《王安石全集》第９册 （外编），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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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① 为善者内心总惦记着名誉，为恶者必将

受乎刑戮。陈详道曰 “为善未尝不近名，为恶未尝不近刑”②，故不可为也。吕惠卿曰：“善之与恶，

皆生于知，其相去何若也？夫唯上不为仁义之行以近名，下不为淫僻之俗以近刑，善恶两遗，而缘于

不得已以为经，是乃刳心去知而止其所不知之道也。”③ 善恶虽有分界，至人则无分于善恶，庄子曰：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

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

至人用心若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故不为善亦不为恶。陈景元曰：“无为善，无为恶，由

正以为常者，圣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此所生之主也。”④ 不为善、不为恶，非

是要混淆善恶，而是以为俗之所谓善恶皆是有局限的。赵以夫曰：“伯夷死名，盗跖死利，虽所死不

同，残生伤性均也。⑤ 恶固不可为，善亦不必为，为则有心矣，但当缘督以为经。”⑥ 恶固不可为，有

心于为善，其善必定是有局限性的。

老子言 “上德不德”，又曰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老子》第３８章）。“不德”不是不道德，而
是不以德自居。“无为而无以为”之 “无以为”，是没有目的、没有用心。在老子看来，不有意为善、

不有意不为恶，才是最高的德，才是 “上德”。庄子之不为善、不为恶，《金刚经》言 “不应住色生

心”，其意亦复如此。《金刚经》曰：“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

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⑦ 佛当然提倡布施，但布施不可生布

施心。《金刚经》千言万语，只是想要说明这个道理。据 《五灯会元》卷１记载：
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

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⑧

唐时韦刺史不明菩提达摩之意，而问于惠能。惠能曰：“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

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⑨ 如布施为求福，

自无功德可言。当年弘忍为惠能讲 《金刚经》，讲到第十分 “庄严净土分”，至 “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惠能所悟得的 “自性”，亦是 “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

住而生其心”。瑏瑠 王阳明所言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其意亦复如此。

第三种解释是 “为恶不至于刑”。林希逸曰：“若以为善，又无近名之事可称；若以为恶，又无

近刑之事可指。此即 《骈拇篇》‘上不敢为仁义之操，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迫而后应，应以无心，

以此为常，则可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即孟子所谓 ‘寿夭不贰，修身以俟之’也。”瑏瑡 为恶而

无近刑之事，似乎是说可以允许为小恶。朱熹就对此言作如是解：

老庄之学，不论义理之当否，而但欲依阿于其间，以为全身避患之计，正程子所谓闪奸打讹者，

故其意以为为善而近名者为善之过也，为恶而近刑者亦为恶之过也，唯能不大为善，不大为恶，而但

循中以为常，则可以全身而尽年矣。然其 “为善无近名”者，语或似是而实不然。盖圣贤之道，但

教人以力于为善之实，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己之学，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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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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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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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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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参见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８５页。
［宋］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５页。
参见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８４－８６页。
《庄子·骈拇》》原文：“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参见方勇：《庄子纂要》（增订版），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４６页。
［后秦］鸠摩罗什译、田茂志注译：《金刚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８页。
［宋］普济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３页。引文的 “帝”指梁武帝，“祖”指菩提达摩。

徐文明注译：《六祖坛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８页。
弘忍向惠能讲 《金刚经》：“至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

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徐文明注译：《六祖坛经》，第１２页。） “自
性”本自俱足，“不应住色生心”。“生心”即为 “有住”，而不是 “无住”“无念”。

参见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８６页。褚伯秀所引与林希逸 《庄子鈞斋口义校注》文字不尽相同，今

取褚伯秀所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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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尽其为学之力，则其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于恶矣。至谓 “为恶无近刑”，

则尤悖理。夫君子之恶恶，如恶恶臭，非有所畏而不为也。今乃择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至于刑

祸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计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违苟且之两间为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无忌惮亦益甚矣！……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

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贼德之尤

者。①

以为 “为恶无近刑”，即是 “择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不论义理，专计利害”，“乃贼德

之尤者”。此无疑是对于庄子的曲解。《庄子·庚桑楚》曰：“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

不善乎幽闲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为不善，不免乎人诛；免乎人

诛，必不免乎鬼诛。庄子教人不有意为善，又怎么可能教人为小恶呢？《世说新语·贤嫒》曰：“赵

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

乎！’”② “好尚不可为”，又怎么可能为恶？

此外，还有一种解说。王叔岷说：“所谓善、恶，乃就养生言之。‘为善’，谓 ‘善养生’。‘为

恶’，谓 ‘不善养生’。‘为善无近名’，谓 ‘善养生无近于虚浮’。益生、长寿之类，所谓虚浮也。

‘为恶无近刑’，谓 ‘不善养生无近于伤残’。劳形、亏精之类，所谓伤残也。”③ 王氏将 “为善”理

解为 “善养生”、“为恶”理解为 “不善养生”。此太过夸张，不具有前后文意上的依据，且 “名”

并非即是 “虑浮”，“刑”并非即是 “伤残”。

其实，“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与 “缘督以为经”是联系在一起的，三句是一种连带关系。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之准确义涵必须与 “缘督以为经”联系起来，并且两者之义涵是贯通与

一致的。“为善”无不在乎名誉，“为恶”则必遭乎刑罚，故不可为。而不为善、不为恶即是中道，

即是 “缘督以为经”。赵以夫曰：“恶固不可为，善亦不必为，为则有心矣，但当缘督以为经。”④ 诚

哉是言也。

三、“缘督以为经”乃 “养生主”

“养生主”亦即养生之根本、关键，此根本与关键正是 “缘督以为经”。憨山德清曰：“养生之主

只在 ‘缘督为经’一语而已。”⑤ 宣颖亦曰：“养生之妙，止在缘督一句。”⑥ 缘，为循、顺、守。督，

为督脉，引申为中。经，为常、本。赵以夫曰：“奇经八脉，中脉为督。”⑦ 王夫之曰：“身前之中脉

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者也。缘督者，以轻微纤妙之

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⑧ 督，虽为督脉，却不可只当作督脉解。郭象

解说 “缘督以为经”曰：“顺中以为常也。”⑨ 王蚞曰：“缘督以为经，所谓道中庸也。”瑏瑠 赵以夫曰：

“督，中也。喜怒哀乐之未发，其感于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谓道，缘

督以为经之义也。”瑏瑡 将 “缘督以为经”解释为 “道中庸”或 “率性之谓道”，显然是以儒家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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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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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养生主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微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８４－３２８５页。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８７
页。

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０页。
参见方勇：《庄子纂要》（增订版），第４４６页。
［明］憨山撰、梅愚点校：《庄子内篇注》，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６０页。
［清］宣颖撰、曹础基点校：《南华经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页。
参见方勇：《庄子纂要》（增订版），第４４６页。
［清］王夫之撰、王孝鱼点校：《老子衍 庄子解 庄子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宋］王蚞撰、尹志华整理：《老子训传 南华真经新传 元泽佚文》，第２２６页。
参见方勇：《庄子纂要》（增订版），第４４６页。



由 “缘督”而 “尽年”

来解释道家之学术，这种情况在宋之后很是普遍。

褚伯秀曰：“‘督’字训 ‘中’，乃 ‘喜怒哀乐之未发’，非特善恶两间之中也。苟于七情未发之

时，循之以为常道，则虚彻灵通，有无莫系，吾与太极同一混成，又恶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亲之

可养、年之可尽哉？”①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七情未发，是谓 “中”；其

已发，但已不是 “中”矣。如之何以未发之 “中”，“循之以为常道”？可 “循”者，只能是 “已发”

之 “和”。以儒家之 “中”解说 “缘督以为经”，于理似有不通。然褚伯秀认为 “督”字训为 “中”，

“非特善恶两间之中”，“中”不是善恶两间之中间状态，不是非善非恶，此言甚为精当。

吕惠卿、林希逸等人以 “迫而后应”训 “缘督”。吕惠卿曰：“缘督者，缘于不得已之谓也。”②

林希逸曰：“督者，迫也，即所谓迫而后应，不得已而后起也。游心斯世，无善恶可名之迹，但顺天

理自然，迫而后应，应以无心，以此为常而已。”③ 吕惠卿及林希逸谓 “缘督”，即是 “不得已”。

“不得已”不是故意，不是蓄意，而是自然，此说有别于赵以夫与褚伯秀所谓的 “未发之中”。然所

谓 “不得已”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则，因为 “不得已”是所谓的 “迫而后应”，而 “迫而后应”只是

一种被迫，不具有积极意义，与 “缘督”之显明的积极义显然不同。

褚伯秀对督脉有进一步的解说：“盖人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贯彻上下，复有任脉为之配，乃

命本所系。非精于养生，罕能究此。故衣背当中之缝亦谓之督，见 《礼记·深衣》注。”④ 督脉循人

脊之中，贯彻上下，是人命本所系。正因为有督脉 “循脊”，又贯彻上下，所以庄子说一 “缘”字。

缘有 “循”义，亦有 “顺”义，“循”与 “顺”皆动也，而生命之原则、养生之法则并非只关乎动

者也，动之外亦有静也。故 “缘”于动义之外，还有 “守”义，“守”是静义。

“衣背当中之缝亦谓之督”，此语非常重要。钟泰认为：“‘督’同譠。譠，衣背缝当中。故督有

中义。然不曰中而曰督者，督又有宰率意，盖兼承前篇真宰、真君、环中数义而名之。解者或遂以此

为指人身之督脉，而引 《黄庭》‘关元命门内运天经’，以为之说，谓是乃养生之密诀，不知若为督

脉，则与为善、为恶何涉？又与 ‘养亲’何涉？其为附会，不言可决也。 ‘缘’者，因也。 ‘经’

者，常也。因中以为常，犹是 ‘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之旨。”⑤ 钟泰不认可从督脉上解读 “缘督”，

但又将 “缘督”解释为 “因中以为常”，与赵以夫、褚伯秀等人之语病相似。

“衣背当中之缝”，此语非常形象具体。人之督脉看不见，而 “衣背当中之缝”则显而易见。督

脉与衣背当中之缝均是一条线，缘着这条线就是 “缘督”。如前所述，缘有循、顺、守等多种义涵。

而 “缘督”并不是循着一条直线，一如既往，而是依照现实，因其固然，循序以进，如溪水在山石

间流行。其动也渐无声息，其静也灵机隐蔽。“庖丁解牛”与 “秦失吊丧”，都旨在具体阐明如何之

谓 “缘督”。“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游刃有余，就是 “缘督”；“安时而处顺”，就是 “缘督”。

养生之根本，或曰 “养生主”，就是 “缘督以为经”。

四、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养生之根本是要坚守 “缘督”的法则，“缘督以为经”。“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养亲，可以尽年。”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是养生的四个向度，而此四个向度明显具有由低向

高、层层向上的性质。

王蚞曰：“夫至人之养生，不役物，不丧真，不择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则可以保身，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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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８７页。
［宋］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第５５页。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第４８－４９页。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８７页。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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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则可以全生，不择地则可以事亲，不害性则可以尽年，此皆存诸己而已。”① “不役物，不丧真，不

择地，不害性”云云，与 “缘督”“知止”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 《养生主》篇也找不到任何

文献依据。陆树芝曰： “神不劳则形固，故可以保身。神不扰则气完，故可以全生。守身即所以事

亲，故曰 ‘可以养亲’。不至天札其天年，故曰 ‘可以尽年’。”② 此说一如前说，虽未必有误，但与

前后文没有关联，也没有文献依据。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何谓保身？历代注家往往不作解说。身，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

是生命体的承载者，身体存在，生命体才存在；身体健康，生命体才能继续存在。钱澄之云：“保身

者，不罹于刑戮。”③ “保身”就是保卫身体不受伤害、不被残害，就是保护生命的持续存在。 《老

子》第５４章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河上公 《道德真经注》解释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

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也。”④ 陈景元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曰：“夫修道于身者，心闲

性胟，爱气养神，少私寡欲，益寿延年，乃为真人矣。”⑤ 道家所言修身，其基础性成果就是延年益

寿。庄子虽不强调延年益寿，但强调修道。《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

其土苴以治天下。”修道最主要的是 “修道于身”，“道之真以治身”。修身、治身的基础性功能首先

是 “保身”。有身，才可能有其他的一切。 《庄子·人间世》说：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

人。”“存诸己”就是保存自己的身体，也就是 “保身”。“保身”的反面就是害身灭命。“保身”需

要做很多事，而一件事甚至一件小事也足可以害身灭命。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然有形，迀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

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

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庄子·至乐》）

人之死，可能因为贪生而死、战祸而死、丑行而死、饥饿冷冻而死，如上之种种死因、种种事由

都可以致人死，所以人不可不小心。“缘督以为经”首先可以 “保身”，可以保护生命体的生存。

“缘督以为经”，“可以全生”。何谓 “全生”？庄学史对此作了种种解释。郭象将 “全生”解为

“全理”，“夫养生非求过分，盖全理尽年而已矣”⑥；成玄英将其解为 “全其生道”⑦；林希逸将其解

为 “全其生生之理”⑧；陈寿康曰 “全生，真元无丧失也”⑨；吴汝纶曰 “生，读为 ‘性’”瑏瑠。陈鼓应

赞成吴汝纶的说法，将 “全生”解释为 “保全天性”瑏瑡；方勇将其解为 “保全自然本性”瑏瑢；张松辉将

其解为 “卫护自己的生命”瑏瑣。如此种种解释，无视于庄子所生活的时代，所以都不贴切。

庄子 “全生”之义何也？在晚周时期 （不言 “先秦”）瑏瑤，在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各诸侯国的

法律虽然不甚相同，但都普遍实行 “肉刑”。“肉刑”即损毁肉体之刑，即通过毁伤身体来对犯科之

人进行惩罚。常见的有劓 （割鼻）、? （割耳朵）、刖 （砍脚趾），其中又以刖刑最为普遍。《春秋左

传·昭公三年》记曰：“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屦是普通的鞋子，踊是为受过刖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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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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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蚞撰、尹志华整理：《老子训传 南华真经新传 元泽佚文》，第２２６页。
［清］陆树芝撰、张京华点校：《庄子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３６页。
参见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增订新版），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５页。
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１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６２８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同上，第６４页。
［宋］林希逸撰、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第４９页。
参见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增订新版），第１０５页。
同上，第１０５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５页。
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增订新版），第１０５页。
张松辉：《庄子译注与解析》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５６页。
“先秦”一说源于民国时代之学者。此说法并不严谨。黄帝是先秦，孔子也是先秦，这中间相差２０００多年。笔者倾向于将春秋战
国时期称为 “晚周”，包括东周后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至秦统一中国之前，即从公元前６８１年齐桓公第一次会盟诸侯，至公元前
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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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的鞋子。“屦贱踊贵”，表明受刖刑的人太过众多。在 《庄子》一书中，《养生主》的右师，《德

充符》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都是受过刖刑的人。联系当时普遍实行的肉刑，庄子所说的

“全生”之 “全”，是相对于肉刑之 “残”而言的，“全生”即是保全自己的身体而不受肉刑的毁伤。

《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也讲到 “全生”：

子华子曰①：“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知，全生之谓。所谓全生

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

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

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

子华子所言之 “全生”，是一种生命状态，而且是最高级别的生命状态，是 “六欲皆得其宜也”。

老子、庄子对欲基本持否定态度。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

子》第１２章）庄子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
（《庄子·天地》）老、庄不大认可 “六欲皆得其宜”之类的话。庄子之 “全生”，也不可以作 “六欲

皆得其宜”解。

“缘督以为经”，“可以养亲”。何谓 “养亲”？陆西星云：“不至于亏体辱亲，故曰可以养亲。”②

所谓 “辱亲”，源于 《礼记·曲礼上》：“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辱亲”之义是指使父

母受辱，又有使父母为之担忧的含义。《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至始也。”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爱父母的表现、是孝。成玄英曰：

“可以孝养父母，大顺人伦。”③ 刘凤苞曰：“吾身有所受，养生即所以养亲。”④ 闻一多认为 “‘可以

养亲’不类 《庄子》语”⑤。王叔岷认为：“此言养生之义，忽及 ‘养亲’，与上言 ‘保身’‘全生’、

下言 ‘尽年’，皆不类。亲当借为新。”⑥ 陈鼓应说：“可以养亲：前后文看与 ‘养亲’无关，且老、

庄思想未曾论及养亲之事。‘亲’或为 ‘身’的借字。”⑦

所谓 “养亲”，应该与 “孝养父母”无关，或者说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庄子曰：“天下有

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

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庄子·人间世》）父子关系是一种命定的关系，子不可以不爱亲，不可以择地

而安，不可以为自己的不孝寻找理由。但养生则可以尽孝，并不具有直接联系。王叔岷认为 “亲”

当作 “新”，而 “养新”之言却有不通。陈鼓应认为 “亲”当作 “身”，而 “养身”与 “保身”又

有何不同？何以 “养身”又高于 “保身”？

所谓 “可以养亲”，其实是在说明一个时间限度，即父母还在世的时候，自己还没有死。不管父

母年龄如何，哪怕是１００岁，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子女还没有死并且不能死。如果先于父母而亡，
父母将会成为无人赡养的 “独”人。⑧ “可以养亲”不是讲养生就可以养亲，而是讲养生可以使人的

寿命达到这样一个时间限度，使人不至于先于父母而死。《礼记·曲礼上》曰：“父母存，不许友以

死。”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我们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生命许于友人，如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之类，特别是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更是如此。孔子与颜渊恩情最重，颜渊视孔子如父。 “子曰：

‘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与颜渊走失：“子畏于匡，颜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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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华子为晚周时人，《庄子·让王》记曰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汉书·艺文志》对其人其书未有记述，《吕

氏春秋》所记可以代表其思想学说。

［明］陆西星撰、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第４７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清］刘凤苞撰、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６９页。
参见崔大华：《庄子歧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９页。
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册，第１０１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９５页。
《孟子·梁惠王下》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老

而无子”显然包括子先于父母而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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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孔子以为颜渊遭难而死，颜渊

曰：“夫子在，我怎么敢死？我怎么能死？”庄子熟读儒家书籍，对于儒家的理论非常熟悉。庄子所

言 “可以养亲”，非是讲述孝本身，只是在讲一种生命的限度。

“缘督以为经”， “可以尽年”。何谓 “尽年”？成玄英曰 “尽其天命”①，刘凤苞曰 “终其天

年”②。“尽年”也就是所谓 “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就是庄子所谓 “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庄

子·大宗师》）。现实中人即使年龄到达１００岁，大多不能说是 “无疾而终”，仍然是因病而亡。葛洪

认为人之所以病且死者，因为有妨生、害生、伤生之事。“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

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抱朴子内篇·至理》）妨生、害生、伤生之事，

使人有病；病重而无法医治，导致死亡。病、害使人受到伤害，使人不能长寿、不能做到 “尽年”、

不能做到 “终其天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年，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

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内篇·论仙》）如果人能够做到 “内疾不生，外患不

入”，虽然不能做到如葛洪所言之 “久视不死”，但可以做到 “尽年”，做到 “终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

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是一个层层提升的向度。保身，是基础。只有保身，只有生命体的持

续存在，一切才有可能，否则一切无从说起。全生，是恶劣环境下 （庄子所处的时代，生存环境非

常恶劣）生命的一种优质状态。养亲、尽年，是在表达一种生命的长度。尽年不仅是一种生命的长

度，也意味着一种生命的质量，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做到 “全生”，并不意

味着不能 “养亲”以至于 “尽年”。王骀、申徒嘉是受过刖刑的人，他们没有做到 “全生”，但他们

能以达观的态度面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也能够 “终其天年”。相反，那些能够做到 “全生”的人，

很多都不能做到 “养亲”，更不要说 “尽年”。

五、“缘督以为经”之故事解说

《养生主》之核心理论在第一段文字中已得到比较完整的表达，但这种表达是理论性的。为了使

人对这种理论有深入理解，庄子通过故事对 “缘督以为经”做出解说，其核心故事是 “庖丁解牛”

“公文轩问右师”“秦失吊丧”。

“庖丁解牛”的文字很优美，其篇幅占了整个 《养生主》的一半。对于这个故事，人们有很多解

读。成玄英说：“此盖寄庖丁以明养生之术者也。”③ 憨山德清曰：“庖丁喻圣人，牛喻世间之事，大

而天下国家，小而日用常行，皆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国家，用世之术智也。刀喻本性，

即生之主，率性而行，如以刀解牛也。言圣人学道，妙悟性真，推其绪余，以治天下国家，如庖丁先

学道，而后用于解牛之技也。”④ 可以说，“庖丁解牛”是庄子养生之道的形象展示。

王博认为，庖丁解牛有 “手解”“目解”“心解”“神解”的分别。⑤ 陈
%

认为，庖丁解牛 “所历

境界有三———— ‘所见无非牛’、‘目无全牛’到 ‘官知止而神欲行’状态下的 ‘更无牛’，可谓其

解牛之道的三部曲，其中三年与十九年之数，含有小成与大成之意”⑥。陈少明认为：“庄子从道器之

道转向道技之道，在器、技之间，技既借助器得以展示，器也通过技而实现其作用，两者结合才完整

体现道的实践品格……在庖丁解牛中，技艺、形上学与生命意义是三位一体的。庖丁所好之道，就是

焕发生命活力的意义之路。”⑦ 孟至岭认为：“真人的境界是 ‘无己’ ‘无物’ ‘无碍’ ‘无伤’。那

么，《庖丁解牛》的寓言之意恰恰是：刀刃之 ‘无厚’即是 ‘无己’，骨节之 ‘有间’即是 ‘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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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清］刘凤苞撰、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上册，第６９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６４页。
［明］憨山撰、梅愚点校：《庄子内篇注》，第６２页。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１页。
陈

#

：《论 “庖丁解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１７页。
陈少明：《“庖丁解牛”申论》，《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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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厚入有间，游刃必有余地矣’即是 ‘无碍’，‘刀刃若新发於硎’即是 ‘无伤’。养 ‘生主’即

可 ‘无己’，能冥物即可 ‘无物’，无己无物自然 ‘无碍’，能无碍自然 ‘无伤’。”① 这些解说，使得

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具有多重性的含义。

但是，“庖丁解牛”的核心人物并不是庖丁，庖丁只是 “掌厨丁役之人”（成玄英语）。“庖”是

一低贱的职业，“丁”也许是这个人的名，也许只是一个 “路人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不是自

己为自己解牛。文惠君言：“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故事的用意是解说养生之道，明白养生之

道的是文惠君。至于庖丁有没有得养生之道，不仅不明确，而且不重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

惠君 “得养生焉”，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庖丁，而是文惠君。故事的核心是讲养生之道，不是讲庖丁如

何解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是屠牛、宰牛，而庖丁是在 “解”牛。“解牛”是将牛的各个部分

以及牛皮、牛肉、牛骨，从严密的结构中分解出来。人有督脉，牛也有脊梁。“解牛”不是要把牛从

脊梁骨上劈开，“缘督”不是要顺着一条中线将牛分割开来。要将牛这样分割开来，只能用力砍，大

多数屠夫都是如此，这就是 “族庖”， “族庖月更刀，折也”。 “折”就是砍，憨山德清曰折 “犹斫

也”。② 而庖丁之解牛，不是斫，也不是割，“良庖岁更刀，割也”。庖丁是 “依乎天理，批大?，导

大，因其固然”，“天理”即是牛天然的骨骼结构。③ 罗勉道曰：“天，自然也。理，条理也。牛之

身体，其间有天生自然之条理，依而解之。”④ 牛的身体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但结构之

间却有着缝隙，而刀刃足可以在这种缝隙里穿行。“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

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一般的屠夫是在屠牛，是砍、斫，其结果是牛骨甚至牛皮被砍碎，与之相

伴随的就是刀的损坏，所以 “族庖月更刀”。庖丁与族庖所不同的正在于他是在解牛，而不是屠牛，

他所遵循的原则是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游刃有余”，因此牛是被 “解”开，而刀刃也不会受

到损害。庖丁所用之刀已十九年，“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见庖丁解牛之过程，

又听庖丁对自己行为的解说，感叹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文惠君明白了养生的道理，这个养生的道理是什么？最根本的意思是：庖丁 “解”牛而非屠牛，

“解”牛的要领是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游刃有余”，如此刀才不会受到损坏。而 “依乎天理”

“因其固然”，其实就是 “缘督以为经”。但 “缘督以为经”并不是遵循一条中线，如果非要遵守一

条中线，那只能是砍、是斫。“庖丁解牛”通过具体事例告诉人们：“缘督以为经”并不是定法，而

是活法。活法就是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正是 “缘督以为经”的

具体运用。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问其 “恶乎介也”。右师是国家主力部队的首领。 《老子》第３１章曰：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个上将军是一个刖足的人。公文轩问其脚为什么会这样，是先天如

此，还是后天遭受刑罚如此。右师回答：“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右师的脚显然不是天

生如此，但他把这个结果看成是老天爷让其如此，所以他认为此 “天也，非人也”。右师所具有的心

态，就是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⑤，就是能够以达观的、超越的态度面对

自己今生今世所遭受的一切，特别是所遭受的一切不公不平。这也就是后文所谓的 “安时而处顺”。

申徒嘉亦如此，褚伯秀曰：“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于内者，无戚于外也。”⑥ 子舆也是如此，子舆天

生畸形，将死之时而感叹曰：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

弹，予因以求?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庄子·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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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孟至岭：《从 “庖丁解牛”、“物莫之伤”到 “以其无死地”》，《中国道教》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３２页。
［明］憨山撰、梅愚点校：《庄子内篇注》，第６１页。
《庄子》一书中，“天理”共出现２次。除这一次外，还有 《天运》讲：“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

应之以自然。”《养生主》的 “天理”指的是牛天然具有的骨骼结构，《天运》篇的 “天理”与二程所讲的几乎一致。二程言：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程氏遗书》卷２）“天理”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
［南宋］罗勉道撰、李波点校：《南华真经循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５０页。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 《人间世》与 《德充符》各出现１次，意思基本一致。《人间世》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德充符》曰：“知不可奈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宋］褚伯秀撰、张京华点校：《庄子义海纂微》，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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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今世做一个畸形人，来世不做人，即使做鸡、做弹又如何，“安时而处顺”而已。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自然甚是辛苦，但没有一个鸟愿意成为笼中鸟，被人关在笼子里。

关在笼子里，虽然吃喝可以不用发愁，神色可以很安闲，但这不是鸟的正常的状态。“神虽王，不善

也。”吕惠卿曰：“樊中之养，虽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泽中饮啄之希而自得也。”① 养生不是简

单地活着，甚至不是无衣食之忧而优裕地活着，而是应当保持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品质，自然而自在地

活着。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因为秦失懂得：“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

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在秦失眼里，老子是有道之君子。“天地之间有道之士，

其来也，亦适然而来，其去也，亦适然而去，但当随其时而顺之。”② “安时而处顺”，即是不纠结。

在庄子的思想系统中，时是一个与命相关联的观念。“如果说，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异己的、必然

的力量与趋势，那么，时则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特定的社会发展状态，亦即所谓的时局、时势。命对

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时对人亦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③ 庄子对于命的态度是 “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对于时的态度是 “安时而处顺”。“安时而处顺”就是 “用心若镜”。“至人之用心

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老子、右师、申徒嘉、子舆，

他们的过人之处都是能够做到 “安时而处顺”。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 “缘督以为经”的动态模式，“安时而处顺”是 “缘督以为经”的

静态模式。“缘”有循、顺的含义，这是其动态义涵；也有守的含义，这是其静态义涵。“庖丁解牛”

具体展现了 “缘督以为经”的动态意义，公文轩问右师、秦失吊丧展现的是 “缘督以为经”的静态

性义涵。

六、薪尽火传之喻

《养生主》之文，至 “安时而处顺”处，义理本已完结，但最后又有一句神来之笔：“指穷于为

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郭象曰：“穷，尽也。为薪，犹前薪也。前薪以指，指尽前薪之理，故

火传而不灭。”④ 此三言与前文意思无关，很是新奇。宣颖曰：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峰，隐跃映

现。乍读之，似乎突然。谛玩之，妙不容言。其笔脉自上节飘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奕然。人

之哀死也，以为死则此生尽矣。殊不知其所谓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尝知也。其所谓死，特

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尝知也。夫形委而神存，薪尽而火传。火之传无尽，而神之存岂有涯哉！”⑤

《养生主》开言曰 “吾生也有涯”，而其结尾曰 “不知其尽也”。无尽就是无涯。以 “有涯”始，以

“无涯”终。篇章之照顾，首尾之呼应，义理之相应相合，真是妙不可言。

养生不仅只是养护现有之生命，更是精神的培育与炼养。虽然有生命才有精神，但精神不会随着

生命的结束而终结。老子说 “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３３章），真正长寿的不是生命，而是精神
的持续与久远。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⑥ 死了的是肉

体，活着的是精神。人不仅要坚持生命的长久，更应当坚持精神的久长。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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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校》，第５９页。
［宋］林希逸撰、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第５４－５５页。
罗安宪：《儒道心性论的追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１９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７０页。
［清］宣颖撰、曹础基点校：《南华经解》，第２８页。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 《新诗选》第２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３１２页。



殊相之无

———王弼有无之中介与政治哲学之基

田　丰

【摘要】“殊相之无”的重要意义在已有的王弼研究中未获充分重视。“本无”一方面始生万有，另一方面

获得规定性与特殊性，作为 “殊相之无”伴随万有，终成其用。“殊相之无”、“殊相之有”、用，三者相即

不离，彼此规定，构成容器的完整存在。“无”获得殊相化，遂能在万物与现实政治生活上发挥功用，不

再仅仅是玄虚不可言说者，礼法名教也从自然奠基，获得正当性。“本无”与 “殊相之无”，在宇宙层面对

应的是天地不仁和万物蕃息，在人的层面对应圣人无心和百姓有为，在政治哲学层面对应君与臣。君主法

天地无为而 “崇本息末”，臣民守 “殊相之无”以 “崇本举末”，两者相合构成完整的政治哲学图景。圣

王之道不再是素朴的小国寡民，而是在天下大一统形势下富于礼法文明的无为之治。

【关键词】王弼；本无；殊相之无；崇本举末；无为而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３７－０９

作者简介：田　丰，河南信阳人，哲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王弼体用思想研究”（２１ＢＺＸ０６１）

“无”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一般有三重意义，一是无规定性，二是 “有”的缺失，三是纯粹

的虚无。第三种意义基本上只是作为批评对象而存在①，不会作为正面建构性的哲学概念来使用。在

王弼思想中，“无”的使用主要是前两种意义。不过，王弼这里作为终极本原的 “本无”，其无规定

性只是就形名与现成属性而言，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在可能性以及 （尚未实现的）规定性。“无”既是

万物之本，能生成万物，且为万物之所由。它必然蕴含 “生”之能力，变化之诸般可能性，以及对

万物的规定性。如此它便不可能是彻底的无或混沌，而是既无且有，兼具有无两性，“有与无，母与

始，浑圆而为一”②。“无”既是对 “万殊”的否定，又是相较 “万殊”更真实原初的无相之有。因

此，学界解释尽管呈现多种面向，但都认为王弼之 “无”双摄有无两义，只是强调侧重不同。例如，

汤用彤以其 “为至健而顺理之全”③；余敦康将其解为无限整体，又释为物所必由之 “理”；汤一介

以其为抽空属性之抽象概念，但又申明 “它也可以说是 ‘纯有’”④；冯友兰说 “抽象的有就是无”⑤；

王晓毅认为 “无”的本质是全有⑥；等等。

王弼为何不像汉人那样径以 “太易”“元气”等近于无形无象之有的概念描述宇宙本原，而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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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宋明道学中对异端之无的批评中常有此义，但这种对 “无”的定性往往包含误解。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９页。此外，这种兼具
有无之义，虽蕴含矛盾吊诡，却非逻辑名相可以训之。（参见陈霞：《试论 “道 “的原始二重性——— “无”和’“有”》，《哲学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丁耘：《道体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上篇》第１章第１节。）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第６２页。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４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４３页
王晓毅：《王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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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无”这种吊诡式表述呢？盖汉学多就 “有”立论，将自然之道以及天人关系理解的具体而实

（如汉易中大衍之数的讨论），其后果是 “本”与万物在同一个 “有”的层面言说，故其流弊为将包

括人事在内的秩序法则理解的板结僵化①。汉魏之际玄风大畅，王弼引入 “无”来统摄且持续性关联

万物，使得世界重新固守住其幽玄无方的一面，如此才能建立一个涵盖自然与人伦的世界图式而不会

板结。有了 “无”的维度，天人政治体系诸原则才具有不确定性，人事才能 “唯变所适”，在有无变

常的经权中不断冲突权衡。在此意义上，王弼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

执也”② 之言，不仅是阐发文本玄理，也是对汉学只能统物不能通物的历史性批判。③

然而，“本无”的引入带来很大困难，尤其集中在 “无”与 “有”如何关联发用上：当 “无”

不再是没有任何现成规定性的 “本无”，而是在声音领域成为 “大音”而发用时，如何理解 “无”

体现出的差异性与规定性———大音尽管 “不宫不商”但毕竟不同于大象？如果 “无”具有差异性与

规定性，那它还是 “无”吗？质言之，“本无”如何在殊相事物的领域中将自身实现为诸多不同的特

殊功用？此即 “殊相之无”问题。

总之，本无之学若单就本体之高明立论，可圆通无碍，困难在于它与 “有”的关系如何建立而

不会体用殊绝。本文尝试从 “殊相之无”切入以呈现它关联有无的重要意义：第一节分析 《老子注》

１章的 “始生－终成－发用”结构中，“殊相之无”关联 “本无”与 “万有”的义涵；第２、３节考
查 “殊相之无”之于万有的构成关系及其发用方式，第４、５节阐发 “殊相之无”关联自然与名教的

政治哲学意义。

一、始生终成

我们先从宇宙生成论角度，来解读 《老子注》１章中的 “始－母”之义与 “殊相之无”：

１．２无名，万物之始④，有名，万物之母。凡有皆始于无，故 “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

始，及其 “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

（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 （然）⑤，玄之又玄也。⑥

这里的关键是 “未形无名”指的是 “道”还是 “万物”。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一书注意到此

问题，但此书初版与再版的解读有很大分歧。初版认为 “未形无名”所指为万物，万物有 “未形无

名”“有形有名”两个状态或阶段，道分别 “始生”与 “终成”万物⑦。再版时牟氏以己意添改王弼

注文，认为 “未形无名”与 “有形有名”不再是万物的不同状态或阶段，而是道之 “无性”与 “有

性”⑧。笔者以为，牟书两版所论各得王弼大义之一端，而皆未能圆融。道固兼具 “有性”与 “无

性”，若如牟氏所论，谓始为 “无性”、母为 “有性”，则有无判然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有割裂之

嫌。且道之 “有”性不能仅从成物之用上论，必当从道体本身论之，因为道若不具 “有”性，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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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论只是大势之勾勒，并非说汉学没有 “无”的面向，正如丁耘指出的：“道体虚无之义，实非启自玄学，乃汉儒微义也

……易之经纬，郑玄一体注之。故 《易纬》虚无之义，亦贯于 《易》之经传，孔颖达从之定 “易简”之义，更直以无为道体焉

……郑氏之学，独能得道体之正，盖不排虚无，不任虚无也。”（丁耘：《道体学引论》，第２２７页。）
本文所用 《老子注》主要据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以后简称楼宇烈本。同时参考 ［德］瓦格纳：

《王弼 〈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以后简称瓦格纳本。如无校改需要则只注明章节，如两
个版本不同则在注中解释校改取舍。引文中黑体字为老子经文，非黑体字为王弼注文。

参见白辉洪：《从 “统物”到 “通物”———王弼哲学中 “无”的两个层面》，《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这里经注存在错位，故不断有学者怀疑王弼所见 《老子》本当为 “万物之始”，随着近年出土的数种老子版本得到印证，故本文

所引经文从而改之。（参见黄克剑：《“有”、“无”之辨——— 〈老子〉第一章再解读》，《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任蜜林：
《论汉简 〈老子〉对于认识 〈老子〉王弼注本的意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楼宇烈本与瓦格纳本皆同意陶鸿庆校改，据 《老子注》第２１章 “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而补 “万物”与 “然”三字。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第４０７页。标点依本文义理有所改动。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册，编校说明第３－５页。
同上，第１５２页。



殊相之无

为一虚悬之无，于万物完全无涉，遂成体用殊绝之格局。这亦不合于王弼注文。

此外，要害在于应当区分 “未形”与 “无形”。“未形”并非始终无形，只是初始 “无形”，尚

未但将要 “有形”，故 “未形无名”与 “有形有名”所指为万物的不同存在状态①。正如 《老子指

略》所言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道之始生终成万物，皆以无形无名方式运作，既非 “未形”，

也不可能有 “有形”之时②。故 “无形”所指，为道始生终成万物之用。“始－母”是就 “本无”的

不同发用而赋予不同称谓③：既对万物有创始作用，使之从未形无名中 “始生”；又成就万物，长育

亭毒，使其在有形有名的殊相形态中 “终成”。

综上，王弼此段文义可补全简译为：有都是始于无，因此万物未形无名之时，道为万物之始。当

万物有形有名之时，道长育成熟万物，是其母。道始生与终成万物都是以无形无名的方式。因此，万

物被始生与终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谓之曰玄之又玄。

进言之，“始生”指的是在天下秩序与人心的素朴状态下 （无欲），万物以自然的方式获得具体

存在规定性，故后文曰无欲可以观道始物之妙。终成指的是在人实践目的诉求下 （有欲），顺道以

“无”为本才能达成物之发用 （利），即物性之实现，故曰有欲可以观道终物之徼④。“有之为利，以

无为用”⑤，此时的 “无”不再是 “始”，而是作为 “殊相之无”的 “母”。 “本无”一方面始生万

有，另一方面又作为 “殊相之无”伴随万有，终成其用。“无”的生成方式并不是抛出了 “有”，而

是将其保持在自身的作用之中，如同植物从大地中破土而出，其生长终成却始终扎根大地。 “‘无’

不仅是宇宙万有产生的始基，而且是其得以产生的内在本体论依据。”⑥ 那么，万有从 “本无”生出

之后，道之有无两性，如何在殊相之物上相即不离而发用，即 “殊相之无”的具体意义？其如何与

“有”相合成体而发用？⑦

二、殊相之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
以寡统众也。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木、埴、壁之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 ［无者，］⑧ 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

为用也。（《老子注》１１章）⑨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就王弼文法句义而解沽，也当依从初版：“未形、无名”与 “有形、有名”的所指只能是 “万物”，绝不可能是 “道”。否则，

“及其”的 “其”字就指的是 “道”，而 “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的 “之”字转而指的是 “万物”，“为其母也”的 “其”字也

必须指 “万物”。这样的解释，句法太过曲折，不合一般文体，亦不合于王弼文风。

《老子注》中全无关于道的有形有名之说，反倒有多处明言道始成万物的运作皆为无形无名。

《老子》此章经文关键词为 “道”，王弼为贴合经文，也多以 “道”为文，但明显将其义涵中心落在 “无”，此即何石彬所指出

的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

《老子注》１．４曰：“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终”在此对应的是长育成熟，指物之实现完成。“有欲”在此处没有贬义，不是人之私欲妄行，而指一般性目的与动机，至于

它作为一般目的性在整个政治与自然框架内的消极或积极作用，不在此处讨论范围。

牟宗三：“言凡有者之成为利 （定用），必以 ‘无’为本，而后始能成其为利也。无能成就 ‘有之为利’，即无之妙用也。故云

‘以无为用也’。”（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册，第１５６页。）
何石彬：《老子之 “道 “与 “有”、“无 “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
４３页。此外，瓦格纳也认为，“事物中仍然包含它们的 ‘所以’的印迹，因此万物成为本体论的资源，而非仅只是本体论洞见的

障碍”。（参见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第３６３页。）
关于王弼之 “体”，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王弼体用思想的定性存在较大分歧。较晚近的研究如王晓毅、林采佑都认为之前学界

对王弼 “体用论”思想的研究存在误读：王弼的 “体用”概念基本上还是传统先秦两汉意义，并没有后来佛学道学意义上的体

用论。李晓春的研究则指出，王弼之体非后世 “体用论”中的本体义涵，而是保留了事物整体之古义，故其 “体”之义为有无

二者相合。（参见王晓毅：《王弼评传》，第２３３页；林采佑：《略谈王弼体用范畴之原义── “有体无用”之 “用体论”》，《哲

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１期；李晓春：《王弼 “体用论”述真》，《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楼宇烈本与瓦格纳本皆删 “无者”二字。但笔者认为不必删改原文，只需加逗号亦可通，意义几无差别。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第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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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毂、容器、室屋三者的有无结构类似，我们以容器作为典型展开分析。首先，是 “殊相之无”

在器物中的构成性意义。直观来看，容器之无是 “有”的缺失，它被器壁之 “有”限制与规定，器

壁围成的空间的容积与形状决定了容器之无，也即是无以有为本。然而，容器之无并不能简单理解为

“有”的缺失，虚能容物的空间之无也不足以尽其义蕴。否则，便会如船山所言，车、器、室三者之

无皆为虚空，没有分别，“殊相之无”也将失去意义①。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器壁之有的形状并不足以规定容器之无：容器之无和外在于并包容着容器的

整个空间之无，二者并没有实在隔断。数学意义上的容积概念，也只能在观念中将容器之无从整体空

间中切割出来，做一个量与形状的区分，却不足以把握有无关系本质。因为一个漏水的容器或者封闭

没有注水口的容器，其容积与形状作为切割空间的形式并未改变，容器的意义却消失了。因此，器壁

之有与容器之无，绝非单向度的一方由另一方规定，但它们也不是被某种超乎有无的独立 “形式”

所规定，而是由 “用”来规定与指引。

这里的 “用”，基于但不限于容纳倾注的功能：鼎与簋，壶与爵，即便容积相同，它们的用也差

异巨大。倾注、烹饪、贮藏、祭祀等不同的用，决定着容器敞空的形式及其相应材质、形状的选

取。② 容器的功用作为目的，指引 “殊相之无”与 “有”以合适的方式构成器物之形体。“木、埴、

壁之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所以成三者”指的就是作为 “用”的实践目的对 “无”的规

定性和引导性。“用”使得木、埴、壁不再是质料意义的 “无形无名”之有③，而是与 “无”相合从

而成为毂、器、室，此即物之始生。与此同时， “用”使得 “无”作为 “殊相之无”与木、埴、壁

相合而发挥器物之用，此即物之终成。“无”的始生与终成两个面向尽管在观念中可以分解为先后不

同环节，实际却不能区分。因为 “殊相之无”并不是先与 “有”相合，构成物之持存，然后再发挥

盛水功用——— “器”之为 “器”即在于其敞空之无的盛水之用。始生与终成的差异固然存在，实皆

被 “用”所统摄指引，生成论与本体论两个维度在体用论的框架下才能够融贯合一。

进言之，无的成物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可能会停歇终止。如果无在器物中实现功能的作用消

失了，器物失却其用，也就不再是其本身，甚至连 “有”这一面的形体也无以维系。正如没有了敞

空的杯子不再是杯子，也不可能依旧保存杯子之形。这一点在 《老子注》３９章表述得非常清晰：
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故皆裂发歇竭蹶也……各以其一致此清、

宁、灵、盈、生、贞……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则清不失，用清则恐裂也。故为功之

母，不可舍也。是以皆无用其功，恐丧其本也……清不能为清，盈不能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④

天地、万物与侯王的存在之所以能够维系，都是依赖于无之发用。“居成”指的是只盯住器物的

存有与功用，而看不到作为功用之母的无。譬如只关切作为用的 “清”，就会导致不 “用一以致清”，

而是 “用清则恐裂”。舍母则失其本，不可以存其形，亦无以用其功。存形与用功正是无之成物的一

体两面。

要注意的是，此处 “物皆各得此一以成”之 “一”，并非作为唯一的 “此一”的 “本无”，而是

物之得： “殊相之无”。德者得也，物之德即是 “各以其一”。作为 “其一”的 “殊相之无”之所

“致”，为各物殊相之用：清、宁、灵、盈、生、贞。对王弼 “无”的理解如果只看到 “本无”的面

向，将 “一”解读为同一不变之体，就会将王弼理论结构描画为唯一的不变道体贯穿于平铺无差异

的万物。但上文已展示，王弼的 “本无”决不能简单化为普遍者的本体论思路，而是将自身分殊化

为世界，向着 “有”性不断实现的进程中兼具始生与终成两个面向。“殊相之无”的中介意义在于，

将 “本无”落实在殊相之物中，与 “有”相合。“殊相之无”“殊相之有”、用，三者相即不离，彼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明］王夫之：《周易外传》卷２，《船山全书》第１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６２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物》，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２－１９５页。
严格说来，木、埴、壁三者也具备形名，它们只是相对于毂、器、室而言处于形名较低的阶段，乃是相对而言的 “无形无名”。

如果继续返本追溯，还可以通达更加无形无名的事物状态，如五行、四象、大音、大象等。在此，重要的不在于每个阶段蕴含形

名的具体多少，而是本文展示的结构，从玄冥之 “无”一直贯穿至具体名物，皆可适用。

参见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第５６２－５６３页。标点依本文义理有所改动。



殊相之无

此限制规定，才构成容器的完整存在，此即体 （无 －有）用一如。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澄清的是殊
相有无二者相因之道。

三、有无相因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

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

为品物之宗主，苞 （包）通天地①，弥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

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老子指略》１章）②

作为万物之宗的无形无名者，显然指的是 “本无”，它在视听体味诸领域皆不可以感官把握。不

过，“本无”向着有形有名的方向下落，到了为物、为象、为音、为味的层面，遂成为具有殊相之名

的混成之物、无形之象、希声大音、无呈之味。如果模仿王弼 “若温也则不能凉矣”的句式，进一

步追问 “若大象也不能音矣，大音也不能味矣”，就可以看出 “殊相之无”尽管有其用，但殊相化之

后也会对其本身造成限制，不可再等同于万物之宗。本无－大音－五声，构成一个从无到有不断下降
的序列，大音作为 “殊相之无”处于居中地位。大音 －五声与本无 －大音的结构类同，我们可通过
解析大音与五声的结构来阐发殊相之无的存在方式。

具体的宫商之声是具有不同属性名号的存在，不可相通，“有分则不宫而商矣”③，无声之大音才

能统摄所有分殊之声。王弼将大音的发用称作 “大音至”，功用在于化民易俗，“五音声而心无所适

焉，则大音至矣。用大音则风俗移也”。正如 “本无”必须始生万物，方能终成万物之用——— “无不

可以无明，必因於有”④，“大音”也不能持守于无声的状态来发用，“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

需要注意的是， “五声之无”不能类比于 “器之无”，而应当类比于作为器物之母的 “无形大

象”。“大音”一方面相对于五声具有本母的意义，类似于 “本无”之于万物；另一方面相对于 “本

无”是具有声音属性的 “殊相之无”。而声音中起到间隔、节奏作用的 “间歇”，类似于 “器之无”

的敞空，与音符相合构成乐曲。音乐作为乐音 （有）与 “间歇” （无）的交织组合，和毂、器、室

的 “无－有－用”结构相同。质言之，“无”在音乐中起到两个层面的作用：作为本的 “大音”（静

默），以及与乐音 （有）相结合而发用的 “间歇”。与 “本无”相对而言，它们都是 “殊相之无”；

但在从无至有的序列上，“间歇”相较 “大音”更具有 “殊相”。

没有留白的连绵繁复之音，在儒道看来皆非上品：“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

音者矣。”（《礼记·乐记》）五声如果缺失了无的维度，也就无从化民易俗。“无”的意义不仅在于

成就音乐的节奏与雅正，它也是声音变化的可能。“若宫也则不能商矣”———具有某种属性的分殊之

物如何可能转化为异于自身的存在呢？在王弼看来，唯一的道路是通过返本于无。这不仅是说乐音通

过间歇才能变化转调，更重要的在于 “无”的本母意义。《周易注·复卦》：“复者，反本之谓也。天

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⑤ 静默之所以不与五声

相对，是因为它是五音之母，即是希声之大音。静默不仅是五声所始生之本原，大音分殊为五音之

时，静默转化为间歇并始终存在于音乐之中，音乐才得以婉转变化。因此，作为 “本母”的 “无”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瓦格纳根据 《云笈七签》改 “苞”为 “包”，以为 “天地”和 “万物”互用。（参见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

第３５８页。）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１９５页。
《老子注》４１章：“听之不闻名曰希，大音，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
大音也……凡此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 （成）形，故隐而无名也。”“凡此

诸善”的 “善”，瓦本据东条一堂及下文注作 “大”，楼本作 “言”；“物以之成而不见其 （成）形”的 “成”为衍文，楼宇烈、

瓦格纳本皆删 “成”。（参见 ［德］瓦格纳：《王弼 〈老子注〉研究》，第５６９页。）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５４８页。“无不可以无明”，当改作 “夫无不可以无明”。

同上，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并非分裂为二个完全殊异的领域：殊相之有与殊相之无，二者再拼合而构成器物发用。殊相之有无只

是 “本母”的不同面向而已，正如色彩与留白可视为大象的有无二相，乐音与间歇亦可谓大音的有

无二相。

王弼认为万物皆有有无两面，执着于有，就会执着于在场的持存，或者价值的教条。从音乐的分

析可见，“无”除了与有相合发用，它至少还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变化。事物因其 “无”的维度才

能变化，价值亦不会滞于教条。“无”除了作为事物构成面向来维系变化可能，更是在本母意义上为

变化奠基。万物皆处于生灭之间，物之毁灭便是返归无形无名，坚持其形名之持存而拒绝归于无，便

造成秩序的壅塞崩坏。二是关联。万物皆生于无，持守其无，归于无，因此万物并非孤立，因其

“无”而相合相通。在 “无”之于万物整体的统一性下，圣王无为而治才得以可能。

至此，无论是道体、大音大象，还是殊相器物，它们皆同时具备有无两个面向。不过道体之

“有”仅具最广泛的存在与潜能意义，依旧无相；而大音大象与万物中的 “有”已具殊相。是以道体

－大音－五声的序列构成了 “有性”增多、 “无性”减少的阶梯①。无论哪个序列环节失去了 “无

性”与 “有性”任一者，便无法再持存与发用。同理，四象形则大象畅而天下往，借助有形之物，

无形大象才能贯通包含万物，使之各依其本性生发，并行不悖，交相为用②。从无到有的生成序列

中，每个环节的 “殊相之无”的中介作用在于：向上可以关联 “本无”，得 “此一”而存其形；向

下则与 “殊相之有”相合，以 “其一”用其功。俗见者只见万物之 “有”各具殊相而执着于此，未

能见及 “无”；高明者因知成障，执于 “本无”而不见殊相。中道方能见及 “本无”生化为 “殊相

之有无”而发用于万物，守母而不废子。

如此的世界图景，似呈现为一个从玄冥本无不断下降的进程：随着对 “用”的追逐，“有性”不

断增加，“无性”不断减少，世界的活力与可能性不断下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 《老子》的基本

世界图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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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３８章）世界如此不断地远离素朴，不可逆转地在对 “用”的追求中走向繁复胶固。但王弼

《老子注》给出的无为之治方案，不同于 《老子》素朴的小国寡民之道，下试详之。

四、无为之治

我们先从具体的政治实践切入来考查无为之治。上文所论 “大音至”的条件，除了外在的五音

发声，还要内在的 “心无所适”。教化与治理者演奏音乐时，尽管发出五音，心并不执着或追随五音

而变动，如此内外相合方尽其用，大音方至。那么，人心之无的内涵是什么？本文无法详细讨论王弼

心性论，只能就其牵涉本文 “有－无－用”结构者论之。王弼主 “圣人有情论”：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

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

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③

圣人之情 “无”的一面为 “神明茂”，“有”的一面为 “五情同”。正如五音声，则大音至；五

情发，圣人之情才能够应物用世。而 “神明茂”的解读关键在于 “体冲和以通无”。《老子》４２章曰

２４１

①

②

③

此下降阶梯之义可以在 《老子注》４章获得印证。原文较长，此不赘引。该注强调的是一个本末的链条关系，此链条之本始为
“无”或 “道”。在道、天、地、万物、国、家的链条中，“无”都贯穿于其中，也是 “无”逐步下降向更加具体之 “有”的阶

梯。

《老子指略》第１章：“四形不象，则大象无以畅……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故执大象则天下往”。据 《老子》２９
章、《周易正义·涣卦·彖辞》、《周易略例·卦略·丰卦》、《周易正义·需卦·九五》这４处的王弼注可知，此处 “畅”字指

的当是贯通达至的显现与完成。“天下往”不宜依瓦格纳翻译为百姓来归附，据 《老子》３５章王弼注，当指的是天下万物并行不
悖之义。

［西晋］陈寿撰、［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２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７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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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气以为和”，王弼注曰：“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故万物之生，吾知其

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故知所谓 “体冲和以通无”，即从万物万形中体察其共通的 “一”，即是

“无”。如此，则圣人不会牵绊于某物或执着于某个目的，为其所累，这就是 “心无所适”之义。此

即 《老子注》４９章所言：“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
也。”圣人之心合于天地之道，体现的是整体秩序的无滞畅通，它依赖于个体事物之发用，同时以无

含摄贯通万物。问题在于，圣人既然心无所适，其应物目的何在，是为了终成器物，使其尽其性而发

用吗？事物是否有其固定之用？

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世界的整体性目的以及个体事物的存在目的。我们不妨与西方存在

（有）问题为主导的道路做一个简要对照。亚里士多德的神是完满的现实性，现实高于潜能。神自身

不动，只以目的因的方式引领万物，万物因其形式因与目的因的内在统一性而实现自身由潜能 （质

料）向现实 （形式）的运动。王弼以无为本的思路与此相反，潜能高于现实，每一种现实规定性

（有）的实现，并非趋向完满，反倒是朝向固定与有限的下降，因为这意味其他诸多可能性的丧失，

“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最完满的无恰意味着不具备任何现实性。本无之学将一切

现实性含藏在无限的生成可能性中，现实中的任何秩序或体制都不具有必然性，只是 “本无”的无

限可能之一。若 “本无”蕴含任何必然规定性，也就不再是 “无”①。就此而言，本无之学与西方柏

拉图传统下以先在的理念秩序理解万物本质的思路大异其趣②，万物不仅就存在性质上不够完满，哪

怕其内在本质与秩序，也非完满与必然。因此，即便说王弼思想中包含有 “本体论”，也与以存在和

永恒本体为思考对象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恰好相反。
王弼这样解释作为世界整体秩序根源的 “天地不仁”：“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

故不仁也……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则莫不赡矣。”（《老子注》５章）③ 天地并没有一个预定和谐的秩序来安排万物，因此无为于万物。
万物的交相为用也没有先验的必然秩序安排，故而可以随境而迁。王弼注文对于 “刍狗”的解释诚

然误读了经文原义，然而误读的可能有许多，为何王弼要以相互食用这种方式解读经文呢？因为这样

的解读最尖锐地凸显了物之存在与其用之间的断裂：物之用是它与其他事物的交互关系，而 “天地

不为兽生刍”，这种关系既非先定秩序，也未必以自身存在的完成为旨归———被食用被毁灭也可以是

物之终成。正因 “无”具有无限可能，它才能不被限制约束地生成万物，这既是无为于万物，也是

万物之自然。“若其 （天地）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周易注·复卦》）

当然，殊相之物中尽管蕴含 “无”，但其可能性不再如 “本无”那样无限，一定会被既成之形中

的殊相有无所限制，正如刍可食用而不可为车。因此，王弼 《周易略例》既曰 “用无常道，事无轨

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又曰 “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唯变所适”与 “必有其理”并不矛盾，

不过是道之 “无”与 “有”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基本向度。故知，牟宗三讲的境界无，与汤用彤讲的

本体无，以及至健之生成，三者各得王弼之一个面向，以一贯三，才能圆融整体地把握王弼思想。

上述思想体现在政治哲学中的后果就是：“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老子注》５
章）这当然不是说圣人无为是要任由恶人率兽食人，而是说并不认为有某种唯一性的良善秩序。尽

管王弼与其他中国思想家一样，思想之旨归不离于天下大治，但他所求之治不是某种自然注定的政治

方案，而是维系住无的发用，使得万物的自然交互关系不会被阻碍壅塞。至于各种政治方案本身的短

长，在王弼看来并非第一位的要素。这一点可以从 《老子指略》中论诸家学派之失获得印证：

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

尚乎俭吝，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

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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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此汤用彤谓王弼之无乃至健则可，谓其为秩序则不妥，毋宁说是一切可能的秩序得以出现的基础。

参见赵敦华：《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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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涂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

定真，则谓知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检吝，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

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辩析之争，盖由斯矣。①

这一段对各家的回应批判，体例结构很像 《庄子·天下》 《论六家要旨》 《汉书·艺文志》等

文，皆为论衡各家学术而发。但它们的差异性正见出各家思路特点。《天下》的批评前提是古之整全

道术，各家都对道术之一端有所闻，而不得其全。在整全之道视野下评判各家，此基本框架为众多后

来者一脉相承，具体结构却有差异。《六家要旨》在具体分工意义上论述，从南面之道到百官众技，

各家皆有所长，相合才构成完整的治天下之学。各家之失源于将一端的原则贯彻到全体政治中去，以

偏概全。道家之所以高于并含摄其他诸家，并非因其完整而可以独任，而在于它代表的是 “君之

纲”。《艺文志》更明确地将各家对应于王官之学中某一官职，其中变化最大的乃是道家，从君王南

面之术变成史家者流。《艺文志》认为各家的问题不在于其未见道体，而是缘于现实运作中缺失相应

品质的人来担当实践②。

王弼的批判方式是，举出每一家的优势及其必然会导致的流弊。法、名、儒、墨、杂的共同之处

在于皆有所尚有所贵，每一家所尚，在其自身而言虽为贤能，却都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反面的出

现。此意通于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与 “不尚贤，使民不争”之义。每一种崇尚必然会导

致相反者伴随而生，如汉尚孝廉之
&

而导致虚伪之流弊——— “患俗薄而兴名行，崇仁义，愈致斯

伪”③。究其根本乃因其只盯住有为之利，不知 “用一以致清”，而是用子而弃母，最终失去子之利。

要言之，《天下》所论各家之失是就其内在义理辨析其不足，《六家要旨》批判以偏概全，《艺文

志》所论是人亡政息。而 《老子指略》所论各家的问题，不在于义理之偏或现实性的缺陷，而是实

践中的舍本逐末而失末，其本质是在历史性视野中观察到的，政治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失其大本的动力

机制。因此，在王弼看来，道家和其他各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提供了其他各家得以实现其目的的方

向性指引。他以 “崇本举末”为旨归含摄其他各家，并非是学派高下之争意义。王弼认为，每一家

学派都可以崇本举末，也只有崇本方能举末，守母才可存子④。王弼比较孔老时所发的，关于圣人体

无而不言的著名轶闻⑤，不仅是天才的早慧机锋，更是超越学派的根本性建构。

总之，王弼认为，无必须生出并依赖于有，才能够发用，自然与名教关系亦如是⑥。天地无心，

圣人无适：不限定具体事物之用，方能异类具存，以无用成万物交相之用；不以任何学派为治道之

极，守母存子，政治秩序整体遂得以周流无滞，不失其真，百家皆可终成其用。因此，王弼并不认为

小国寡民之素朴必然高于大一统之文治，只要这种文治能够崇本举末，不以有限无，自居其成。如

此，万物与人事的持存与发用之依据才不会消亡，从而走向裂发灭蹶。一方面万物 （有）由道 （本

无）而生，另一方面万物 （有）的终成仍须不断以道 （殊相之无）为根基。换言之，“无”是万物

生与成的 “所由”与 “所以”，“无”的领域始终是 “有”的领域的根基，无与殊相之有相伴始终。

五、崇本举末

阐明了无为之治的意义，本节将通过 “崇本举末”来阐发 “殊相之无”在王弼政治哲学中的位

置与意义。政治秩序的运作在古代离不开德目的实践与礼制之配合，王弼对待仁义礼孝等名教诸德的

４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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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需要注意的是，《艺文志》中的儒家和经学不能混同。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１９９页，第２１０页。
王弼崇本举末思想的基础性分析，参见林丽真：《王弼》，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第５４页。
参见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２８，第７９５页。
从 《老子注》２８、３２章看，王弼不认为 “朴散”是一种可以力争消除避免的阶段，在人心 “朴散”的状态下，社会自然会出现

各种官长尊卑名分等差异性，即伴随着人心中诸多品质德目的出现，社会中的事物也出现分殊，从而具有各自之性分。圣人既然

法自然，以天下之心为心，因顺物性，那么也会 “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这本身就是无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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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先秦道家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王弼也认为宇宙中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下降的阶梯，道德仁

义礼便分处于 《老子》３８章描述的下降趋势中不同阶梯上。相异之处在于，王弼并未由此消解或贬
损较低层面德目与秩序的实践意义。《老子》３８章经文明显蕴含对于德仁义礼作为为政原则的褒贬判
断，王弼却努力通过文本解释的技艺削弱了高下之别。如前所述，王弼认为 “本无”必须落在具体

器物中以殊相有无相合的方式发用，同样，在能够持守 “无”的良性秩序中，也需较低层级的秩序

辅助，“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因此在以道治天下的秩序形态中，同样需要德仁义礼

的配合，只要它们的运作方式能够持守住其内在之本：

故苟得其为功之母……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

无名……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伪

焉①，义则竞焉，礼则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

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营，用夫无名，故名以笃

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②

德仁义礼都是治道所必须，前提是它们不能只依凭 “有”性而发用。其所生、所载、所用，皆

不 “舍无以为体”，才能让每种德性和秩序的本质获得持守与发用：仁之厚，义之正，礼之敬，皆是

如此。进言之，按照王弼的表述：仁可以厚、可以伪，义可以正、可以竟，礼可以清、可以争。然

而，伪－仁、竞－义、争－礼，这些初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概念何以能够并称呢？其实，这些对反者
并不是德目的本质的反义词，只是德目失去 “无”的不居不滞面向之后，不可避免走向崩坏耗散带

来的后果，即秩序的壅滞、乖离与瓦解。换言之，仁的反面之所以是伪，而非麻木不仁，是因为王弼

并非仅在纯粹名相的世界里探讨问题，而是在历史性的流变中解释事物内在活力与生机的消亡。看不

到这个政治动力学的面向，就会将王弼思想单向度地理解为本体层面的构成论分析或名相辨析。

在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运行中，仁义礼法尽管相较上德为末，但它们若能持守 “无”之本相与殊

相，亦可以维系活力，崇本举末的意义也在于此。不崇本，末固不得存而成伪；不举末，本亦无以发

用。王弼 “崇本举末”和 “崇本息末”两个命题看似冲突，实则在实践层面获得统一，且与 “殊相

之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本无”与 “殊相之无”的区别，在自然层面对应的是天地不仁和万物

蕃息之别，在人的层面是圣人无心和百姓有为之别，在政治层面对应的是君臣不同的本末实践方式。

就君主而言，他必须效法天地的无目的性，所崇之本对应的是宇宙之 “本无”，具体事物的目的实现

甚至毁灭与否并非他所顾念萦怀，是谓 “崇本息末”。就臣而言，则当效法万物之交相为用，所崇之

本对应的是万物之 “无”的本相与殊相 （如音乐之静默与间歇），所思者为如何使得事物能够持守且

发用，是谓 “崇本举末”。两者相合才构成完整的政治哲学图景，同时也是世界图景：贵无而不贱

有，既守本母又不轻殊相，无用之大用依殊相有无共成之。

最后，本文的结论是：“无”获得殊相化，才能够真正的在万物中发挥功用，而不再仅仅是一个

玄虚的不可言说者。每个殊相之物都有其相应的 “本无”与 “殊相之无”：前者起到始生与持守之

用，后者则与 “殊相之有”相合发用。但每个事物的 “本无”只是相对该物而言，若放在与玄冥道

体相对的整体世界秩序中，它们实为不同阶次的 “殊相之无”。“殊相之无”在此意义上起到连接道

体与万物的中介作用。相应地，通过 “殊相之无”对玄冥道体的中介连接，政治生活与礼法名教也

能够从自然获得奠基，重新赢回自己的正当性。圣王之道，不再是素朴的小国寡民，而是在天下大一

统的形势下，富于礼法文明的无为之治，这是王弼借助 《老子注》阐释为他的时代所提供的方案。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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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人指出此处文本一定有误，文本原作 “诚”，楼宇烈改 “诚”作 “尚”，瓦格纳改 “诚”作 “伪”，道藏本作 “失诚”，皆可

通，其义类似，今从瓦格纳。

《老子注》３８章。据楼宇烈本、瓦格纳本两种校勘而定此文本。



先秦 “乐”之五种审美形态的嬗变

王顺然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先秦时期 “乐”的审美常被归纳为 “雅乐”与 “新声”（或 “淫乐”）的对立。

事实上，从帝辛创 “新声”拉开序幕算起，“乐”之审美形态的发展与变革至少历经 “对立”“兼容”“归

摄”等三个阶段，并先后表现出以 “语”“欲” “美” “人 （仁）” “和”等观念为核心的五种不同形态。

本文尝试在多元文化嬗变与融摄的视域中，重新解读先秦时期 “乐”之审美形态的发展与变革，并在此基

础上对不同审美形态进行梳理与区别，考察审美形态间相互批判、吸纳的过程，这也是对以往 “乐”审美

之 “雅”“淫”分判的丰富与补充。

【关键词】先秦；乐；审美；和；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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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顺然，山东荣成人，哲学博士，（深圳 ５１８０６１）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特聘研
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礼乐素养培育和礼乐文化社会教育研究”（２２ＪＺＤ０５１）；国家社
会科学青年项目 “先秦诸子乐论研究”（２０ＣＺＸ０２４）

一、绪论：作为背景的文化多元性

在近３０多年的研究中，先秦时期 “乐”常被划分到 “雅乐”与 “新声”（或 “俗乐”“淫乐”）

两种类型中①，导致学界常以 “雅”“淫”对立来解释先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的 “乐”审美②。然

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乐”审美形态的发展是在多元文化相融互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新的

形态往往根据旧有的文化元素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新的形态需要参与到多元文化的激荡与选择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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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简摘数例，作为参考。比如，李方元在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１８年的 《音乐研究》中以 “雅郑”二元区分到：“在周代，宫廷雅乐是当时

重要的音乐现象之一，与雅乐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音乐现象，是春秋初逐渐活跃起来的郑声……由此开始，历史上雅、郑观念就

形成了长期的对立。”“‘雅郑’一语，初出春秋末孔子之口，‘雅郑’对立之学术范畴亦由此而生。”又如，钱志熙以 “雅俗”

二元说，“所谓侈乐、郑声、淫声，都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的代名词，是春秋战国音乐变革中的现象。”再如，有学者直说：“作

为一种音乐学的术语，雅乐与俗乐相对……濮上之音与宋音、郑音一样都是俗乐。”（参见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与郑声》，《音

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１５页；李方元：《“乐”“音”二分观念与周代 “雅郑”问题》，《音乐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３
页；钱志熙：《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４页；邹京航、曹建国：《试论
周代雅乐制度》，《渤海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
将多种审美追求统归在 “雅乐”一类之中，一方面使 “雅乐”概念泛化，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一种 “雅”“淫”对立的印象。例

如，修海林讲：“从历史文化的延承讲，周代的礼乐活动只是原始祭典活动的延续、总结以及制度化。” “对立”的印象不断固

化，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如 “先秦俗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感观审美欲望的需要，因而其音声中便包含 ‘淫’‘过’‘凶’

‘慢’四种特征；先秦雅乐，主要适用于宗庙、朝堂等仪式需要，因而表现为缓慢、平稳，肃穆、庄严，广大且曲直得当等音声

特征”。（参见修海林：《周代雅乐审美观》，《音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７４页；何涛：《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
《江海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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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① 这样，“乐”之审美形态应呈现出多样性与过渡性，以 《礼记·明堂位》

的记录为例：

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昧，东夷

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土鼓、蒉桴、苇硁，伊耆氏之乐

也。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鼓。

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

面对殊异的文化传统，周公以 “兼容并蓄”之策，在 “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使虞、夏、商、周

四代，华夏、夷蛮的不同文化有机共存。② 这开启了中华文明从 “祭祀时代”走向 “礼乐时代”的

进程，也塑造了周初文化的多元性。③ 同样是对这一理念的贯彻，周公 “作乐”，既有对不同制式乐

器、乐律的融合，又有对不同风格乐曲、乐舞的兼采。由此，文化的多元性投射为审美形态的多元

性。我们探讨先秦时期 “乐”之审美形态发展与变革，也要在这种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展开。④

二、欲：从 “靡靡之乐”到 “亡国之音”

可以说，商纣王帝辛对传统的叛离，拉开了 “乐”之审美形态变革的序幕，我们也就不妨先从

帝辛的 “新声”改革谈起。帝辛对传统的叛离，从 《尚书·泰誓》记录周武王姬发对他的批评中就

可以看出，其言：“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
'

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

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考虑到后世对商纣王罪状的累加⑤， 《史记·殷本

纪》评价帝辛时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里，帝辛对传统的反叛主要是以高扬个性、突出个

人价值，来对抗祭祀传统中对神癨的歌颂和对祖宗的宣扬。

“新声”的创制也体现这一点，《殷本纪》说：“（帝辛）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于是使师涓作

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慢于鬼神。”帝辛以 “新声”废弃

“（殷）先祖之乐”，形成以 “欲”为中心、“高扬个性、轻慢鬼神”之新审美形态。新的审美形态既

表现为顺从欲望的猎奇心理，如对 “狗马奇物”的追求，也表现在对新奇乐器、乐舞的创制。比如

《释名·释乐器》说：“箜篌，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盖空国之侯所存也。”⑥

按照刘熙的讲法，“箜篌”是纣王乐师师延专门为配合 “靡靡之乐”而创造的、复杂的丝线类乐器。

丝线类乐器多是小型乐器，本来有 “更为灵活轻便，声音也更为婉转清脆、细腻柔美，表现力更强”

的特点⑦，而 “箜篌”作为一种大型的丝线类乐器有着更广的音域和更丰富的表现力，足见帝辛之

“新声”对 “婉转清脆、细腻柔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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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孔子对 “三代损益”的讨论就体现出这种文化、制度的动态发展。（参见陈来：《三代礼制之损益》，《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

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６－２１９页。）
“兼容并蓄”是小邦周的传统，“周人在灭殷之后，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如何以自己微弱的主观力量来有效地统治广大的异族。

当其封诸侯、建同姓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些有血缘关系的诸侯来 ‘藩屏’周室”。（参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１页。）
“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夏以前是巫觋时代，商殷已是典型

的祭祀时代，周代是礼乐时代。”（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１０－１１页。）
文化的渐变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对颜色的偏好与崇拜，也是其中的一个小中见大的角度。（参见郭静云：《从

上下到五方：礼仪的色谱与 “无色”概念之形成》，《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第６９９－７７３页。）
顾颉刚曾综合考证，发现纣的７０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２０项、西汉增加２１项、东
晋增加１３项，对 “德行”的崇尚，尤其是以 “德行”衡量商纣王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周文化倾向。又以 “酒”为例，《酒诰》

借对 “酒德”的确立展开对纣王的批判，但对 “饮酒”本身而言，“酒德”是一种限制。（参见余治平：《周公酒诰训———酒与

周初政法德教祭祀的经学诠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５８、１７１、２３６页。）
［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３１页。
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同样出于 “桑间濮上”的 “亡国之音”，代表了帝辛以 “欲”为纲的审美在后世的传承与发展。

《礼记正义》记郑玄注说：“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巳而自沈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

为晋平公鼓之。”① 按照郑玄的说法，“桑间濮上”的 “亡国之音”与帝辛 “新声”有着明确的传承

关系。《韩非子·十过》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子

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 “诺。”灵公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

“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

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晋国大

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②

据文所见，卫国旧地 “桑间濮上”保留了帝辛遗留的 “新声”。至春秋中期，卫灵公偶然得之，

可知此 “新声”并不在常规演奏的周乐中。其中，师旷的表现也值得注意，他是在 “（乐）未终”

时制止了演奏，并非 “乐”一开始便制止演奏。可见他虽未曾听闻，却应在乐师的传承学习中了解

“亡国之音”的特征。同时，重出江湖的 “新声”表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就通过卫灵公这次采风的契

机很快在中原诸侯国流行起来。③

“新声”的 “复兴”影响巨大，加速了先秦时期 “乐”之审美形态的变革。《礼记·乐记》记子

夏与魏文侯论乐一段，就讲到 “新声”的审美发展出 “郑”“宋”“卫”“齐”四种风格：“郑音好滥

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若以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 “季札论

乐”为参照，我们能看到百年间 “郑”“宋”“卫”“齐”四地之乐的变化趋势：其一，季札评 “郑”

是 “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而子夏说郑音 “好滥”，以 “滥”取 “滥窃”“过度”之意，显

然郑音 “细”而繁琐的特点在 “新声”审美的刺激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④；其二，季札的品评虽

不包含 “宋”，但子夏口中宋音之 “燕女”是讲乐舞中女子妖娆的表现，体现了以 “欲”为纲的审

美特点；其三，季札评 “卫”是 “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这里的 “卫”是周天子乐，是正

面地表彰 “卫康叔、武公之德”，而子夏评卫音是 “趋数”，郑玄注 “促速”有追求表演技艺之意⑤，

或可说卫灵公以降，卫国受 “新声”的影响而改弦易辙；其四，季札说 “齐”是 “泱泱乎，大风也

哉”，这种 “昂扬”的风格经 “新声”宣扬个性的鼓动，转为 “敖辟”之音。

总之，帝辛创 “新声”在叛离传统的同时，拉开了 “乐”审美形态嬗变的序幕。在 “高扬个性、

顺从欲望、轻慢鬼神”的审美追求指引下，“新声”至战国初期已经发展出 “郑”“宋”“卫”“齐”

等多种风格。风格的多样性出于 “欲”的追求，如 《韩非子·十过》中平公所讲：“寡人所好者音

也，子其使遂之。”⑥ 为顺遂各国国君不同的 “所好”，以 “欲”为中心的 “新声”得到从乐器到乐

曲、再到乐舞等层面的多重发展。值得补充的是，除了器物、乐理的层面外，到汉武帝时期，乐师李

延年追求以天性之欲直击人心，是以 “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汉书·外戚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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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１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５８
页。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全６０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６７－７０页。
照季札对 《卫》的评价看，“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可以说，作为周姬姓子

孙，早期卫国很好地传承了周公礼乐的审美传统，以 “周德”所谓审美追求，所以季札在鲁观之 《卫》并非 “新声”“淫声”。

卫灵公之于南子与帝辛之于妲己成呼应之势，卫灵公 “闻鼓新声者而说之”可以算作帝辛审美的 “知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

“淫声”的迅速 “崛起”扰乱了 “正乐”的合理秩序，成为春秋礼乐崩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 《左传》的编年，卫灵公见晋

平公约在公元前５３３年左右，而子夏为魏文侯师约在公元前４２４年左右。
郑玄依照 《诗经·郑风》中男女寄情的篇目较多而注 “滥”为 “滥窃”，可备一说。（［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

义》，第１３１１页。）
表演技巧分很多类，其中就包括对乐器、乐律的追求，《汉书》记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

弦”。类似 “箜篌”一样，丝弦乐器如果弦音过密，旋律的情绪表现力就会加强。“破其瑟”的说法，即将相邻弦音变大。

“在一片批评声中，战国俗乐仍不可阻挡地发展，不仅吸引了一般的人，就连魏文侯这样的好古者，也不得不承认新乐对于他的

吸引力远远胜于古乐。”（钱志熙：《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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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进 “道”，代表着形上层面对 “新声”的辩护。

三、语：从 “接引神祗”到 “圣王德行”

帝辛创 “新声”背弃 “先祖之乐”，这里的 “先祖之乐”指的是殷商祭祀传统的 “古乐”。周公

“制礼作乐”效法 “四代乐”“六代乐”，这里的 “四代乐”“六代乐”指上古传承的 “古乐”。总体

上，无论是 “先祖之乐”，还是 “四代乐”“六代乐”，基于其形式的一致性和传承 （说）的连贯性，

可以统称为 “古乐”。这里 “形式的一致性”是指，这类 “古乐”通过 “在舞台上构建起一个脱胎

于历史情景的意义世界”来 “展现圣王德性生命的历程”。① 而 “传承 （说）的连贯性”是指，传世

或传说的 “古乐”比较固定②。质言之，“古乐”审美的核心是 “语”，是带有政治功能的言说。我

们可以借用以下文段来简要概括：

（上）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史记·孝武本纪》）

（中）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礼记·乐记》）

（下）夔！命汝典乐，教
$

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

由引文 （上）可以看出，“古乐”在祭祀中发挥重要作用，用以接引神灵、祖先。 《尚书·益

稷》记录帝舜时期创制 《韶》的过程也有类似描述：“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

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籾?，笙镛以闲。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

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里的 “夔”是帝尧、舜时期的乐官，他是

以 “咏”的形式让乐来 “语说”祖宗的光辉事迹，而特定乐器、乐曲的运用是为了让这些赞扬传递

给祖宗神灵。“下管鼗鼓，合止籾?，笙镛以闲”，就是以特定的声音、节奏来引导神灵的降临。可

见，整个乐舞的文辞、配乐、配舞都是为了方便接引祖宗神灵。反之，只有祖宗神灵降临的乐舞具有

了 “神迹”，才能保证神圣意志、保证祭祀传统中乐舞的正统性。

这种对 “古乐”神秘性与神圣性的强调，似乎更符合殷商以前的祭祀传统，从文献看也是这样。

李方元就认为，“西周后的雅乐作为直接体现宗教精神的意义开始有所减弱，而作为社会政治工具以

维护等级制的功能在加强”③。而周以降，“古乐”的祭祀价值发生两大变化。

其一，强调祭祀用乐的规范化。如 《周礼·大司乐》讲：“舞 《云门》，以祀天神……舞 《咸

池》，以祭地示……舞 《大韶》，以祀四望……舞 《大夏》，以祭山川……舞 《大?》，以享先妣……

舞 《大武》，以享先祖。”祭祀的神圣性显然受 “神迹”的影响：既然只有 “夔”能够以乐引 “祖考

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那么 “夔”就有担当 “大司乐”的神圣身份；既然 “《箫韶》九成”

能使 “鸟兽跄跄、凤皇来仪”，那 “乐”就有与天地、鬼神、鸟兽的神秘关系。《周礼·大司乐》对

“六代乐”演奏的规范，削弱了其中的神秘性：一方面，“六代乐”的演奏分别对应着 “天神” “地

示”“四望”“山川” “先妣” “先祖”，这种关系清晰明确；另一方面，对演奏的次数及效果，从

“一变 （遍）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到 “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讲明了准确的对应关系。

其二，对 “古乐”解释的德行化。《白虎通·礼乐》就讲：

黄帝曰 《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颛顼曰 《六

茎》者，言和律历以调阴阳，茎者着万物也；帝喾曰 《五英》者，言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调其英

华也；尧曰 《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 《箫韶》者，舜能继尧之道也；禹曰 《大夏》者，

言禹能顺二圣之道而行之，故曰 《大夏》也；汤曰 《大护》者，言汤承衰，能护民之急也；周公曰

《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 《象》者，像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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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顺然：《从 “曲”到 “戏”———先秦 “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哲学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７页。
从指称内容上看，对帝辛而言的 “先祖之乐”相对确定，是指以汤乐 《大?》为代表的殷商祭祀之 “乐”，而周公假托的 “四

代乐”或 “六代乐”却存在争议。但无论是数目问题差异还是篇目差异，基本不影响本文的讨论，故不赘述。

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与郑声》，《音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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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合曰 《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故诗人歌之：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此之时，

天下乐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引文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在 《大武》定型之后才得以系统建立，它将 “古乐”在祭祀中的神秘作

用，转化为人人可理解的德行表现。以 《韶》乐为例，前引 《尚书·益稷》文本重点讲 《韶》的演

奏如何产生神秘现象，却并没有说以 《韶》是 “舜继尧道”；到 《春秋繁露》，是说 “舜时，民乐其

昭尧之业也，故 《韶》。‘韶’者，昭也”，这种讲法依然保留了一些神秘的意味；到了 《白虎通·

礼乐》，就只剩下 “舜继尧道”的说法。

综上，“古乐”在祭祀中的神秘作用，逐步转化为对祖先、神灵之德行的宣扬，“语 （说）”的

对象也从 “祖先、神灵”转向 “人”。可以说，以 “语”为核心的 “古乐”审美形态发生了从崇拜

“神秘”向效法 “德行”的转化。 《周礼·春官宗伯》对 “大司乐”职责的解释证明了这一转折：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

舞教国子……”这里体现了周代学校对 “乐”的使用，主要是以其中德行的体现来教化学子。

除在祭祀的作用外，（中） （下）两条引文则体现着古乐 “封赏诸侯”和 “教化
(

子”两种作

用。这两种作用也是相辅相成，代表着古乐以 “语”为核心的审美宗旨。

从封邦建国的角度看，以 “乐”封赏诸侯表达了天子对诸侯政治身份的认同，也代表着文化共

同体的建立。孔颖达在 《礼记正义》对 “制乐以赏诸侯”有这样的疏解：“礼乐既备，后乃施布天下

也……明圣人制乐以赏诸侯，其功大者其乐备。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 《南风》之诗，而教

天下之孝也。‘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者……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 《南风》以赏诸侯，使海内同孝

也。”宣扬 《南风》之教化，是诸侯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同。这里的 “孝”重在德行与政治规范，是

“欲天下同行舜道”的一环，与后来儒家所重之 “德性”有所不同。当孝行成为自上而下的风尚，也

代表着天下对帝舜的拥戴。

王道施之于诸侯与王道传承于 “
(

子”是同样的道理：前者是将 “孝”等德行与政治规范，依

靠乐之 “语 （说）”封赏诸侯、宣告天下；后者则如 《舜典》所说，是将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

无虐、简而无傲”等为政者的政治德行通过乐之 “语 （说）”教化 “
(

子”。随着 “古乐”宣扬之德

行价值不断凸显，它们便化身为 “语说”圣王 “德行”的载体，“古乐”的神秘性弱化的同时，其

用以 “封赏诸侯”和 “教
(

子”的两种作用也变得更为重要。

可见，以 “语”为审美宗旨的 “古乐”和以 “欲”为审美宗旨的 “新声”有很大不同，前者注

重效法前贤的政治德行，后者追求个性的极致表现。这种差异经商周两代的文化互动而愈发显明，催

动着 “乐”审美的发展与变化。

四、美：多元价值的混合

“古乐”“新声”之争为先秦时期 “乐”审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而周公的 “制礼作

乐”则将多族群不同审美传统融合到周乐的体系中。如前引 《礼记·明堂位》所见，周公制作之

“乐”是融不同乐器、乐律于一体，在同一场景中按照特定次序进行演奏，如文见：“升歌 《清庙》，

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 《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

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按 《礼记正义》孔颖达疏曰，“升乐工于庙堂而

歌 《清庙》诗”，“堂下吹管，以播 《象武》之诗”①，这是讲堂上、堂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表演。又

曰 “非唯用四代之乐，亦为蛮夷所归，故赐奏蛮夷之乐于庭”，这是讲 “乐”之制作既容许 《大夏》

《清庙》等六代乐共存，又容许 “奏蛮夷之乐于庭”，根据 《白虎通》的解释，庭中所奏的蛮夷之乐

“《朝离》《南》《昧》《禁》”分别表达 “生、养、杀、藏”四种不同价值。综合来看，周公的 “兼

容并蓄”稍显杂乱，这种复杂的、排列式的融合降低了 “乐”审美形态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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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１０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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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明堂位》的引文代表了相当一段时间内周乐的演奏形态，使得这一时期的审美不可避免

地具有 “多元性”。换言之，在整个 “乐”在演奏过程中，每一部分的 “美”都可以进行独立的判

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 “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一段对此有充分的展示，文见：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一）

使工为之歌 《周南》《召南》，曰：“（ａ）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为之歌 《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为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 《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 《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

为之歌 《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 《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ｂ）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也。”
为之歌 《魏》，曰：“美哉，

%

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 《唐》，曰：“（ｃ）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为之歌 《陈》，曰：“（ｄ）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 《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为之歌 《大雅》，曰：“（ｅ）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 《颂》，曰：“（ｆ）至矣哉……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二）

见舞 《象跘》《南硁》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 《大①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 《韶?》者，曰：“（ｇ）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 《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 《韶跘》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季札继承周乐传统②：其一，“吴公子请观周乐”与 《明堂位》所说 “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之礼乐”契合，鲁用周公之礼乐、传承有序，季札来鲁国赏乐、评乐是再现周公审美之意趣；其二，

季札所赏之周乐确有 “兼容并蓄”之气象，八方诸侯之歌诵、“?”“夏”“韶”“武”四代圣王之乐

舞尽在其中。同时，季札赏评 “周乐”是对乐曲所反应之诸国风俗、政治进行判定与预言，这一方

式也是以乐封赏诸侯的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点评确是对每一部分的 “美”进行相对独立的判定：其一，将堂上之歌诵 （一）

与堂下之乐舞 （二）分而论述；其二，诸侯之 “风”与周之 “雅” “颂”各按标准；其三， “自

《郐》以下无讥”一句表现出除风俗政治的审美旨趣外还有其他的审美判断。根据季札的评价可知，

这一时期周乐的审美形态以 “美”这一概念为核心，将多重含义、多重标准收摄其中：“美”既可以

从政治规范的角度来讲，是表现于 《周南》 《召南》的 “勤而不怨”，表现于圣王之乐的 “周之盛”

“圣人之难”“勤而不德”“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载”，等等；又可以从感官感受的角度来讲，是表

现于 《郑》的 “其细也甚”；同时，季札评价时使用的 “（ａ）美哉”“（ｂ）大之至也”“（ｃ）思深
哉”“（ｄ）国无主”“（ｅ）广哉”“（ｆ）至矣哉”“（ｇ）圣人之弘也”等概念，都统摄在 “美”的

１５１

①

②

“大”字的出现代表着季札所欣赏的 “周乐”已经是几经更迭的周乐，较之周公制作之乐已经有所丰富。 （参见王顺然： 《从

〈大武〉“乐”看戏剧教化人心之能效》，《戏曲研究》第１０４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４７页。）
吴公子对周公传统的继承，代表着周天子文化的熏陶。（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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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之中。①

当然，“各美其美”的审美形态也与政治、文化政策的 “兼容并蓄”相互参照。周乐对不同传统

的容纳，是在尊重不同传统中 “美”之多元性的同时，将多元文化传统中的 “乐”向着 “四代乐”

引导，突出对圣王德行的歌颂，这一点也印证了前文对 “古乐”的讨论。从政治、文化层面讲，“兼

容并蓄”有着实践中的过渡性和局限性。同样，“各美其美”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互动的审美形态，创

造了一个审美形态相互借鉴的氛围。但这种审美形态并不稳定，不同传统间的张力需要在变革与发展

中获得释放。

五、人／仁：从 “习乐见人”到 “依仁游艺”

根据 《左传》《国语》等文献的记录，至春秋中晚期，多元文化传统进一步碰撞，“乐”不仅在

祭祀中的神秘作用不断弱化，其政治功能和现实价值也逐渐消解。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 “人而不

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的说法，以 “仁”之超拔，为 “乐”开出 “见其人”的审美形态。

“见其人”一词出于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在 《史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均有记录。《史

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

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

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

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

曰：“师盖云 《文王操》也。”

引文将孔子学琴分为 “曲”“数”“志”“人”等四个阶段：一者，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一种独立

的审美标准；再者，不同审美标准依次排列、不断超拔，形成一统摄的审美形态。

将四个层次分而论之，依次来看：

“习其曲”，代表孔子从 “欣赏者”转以 “演奏者”的身份来面对 《文王操》，这种转变能使孔

子对乐曲的领会更为细致。一段时间后，师襄子第一次对孔子说 “可以益”，鼓励孔子增加一些新的

内容 （旋律）来学习。不断寻求新的内容，对应着 “好新声”的审美追求。

孔子并未采纳师襄子劝其求 “新”的建议，而是进一步在 “曲”中见 “数”。前文见季札说

《郑》是 “其细 （数）已甚”、子夏评 《卫》是 “趋数烦志”， “数” “细”都是对应乐律来说的。

“习其数”，一方面代表着孔子能够像乐工一样从乐律层面来处理乐曲，另一方面代表在跟随感官感

受而 “求新”之外，知觉理性也可以介入对乐曲的理解。因此， “数”本身成为一个有别于 “曲”

的独立审美标准。

顺着 “数”向前，“志”“意”就在理解中逼显出来。“志”“意”与 “古乐”的审美形态相关，

重在乐的 “语 （说）”教化能力。师襄子传承乐教，对 “志” “意”之境很熟悉，也就能看出孔子

“得 （曲之）志”的不凡之处。真正令师襄子 “辟席再拜”的，是孔子达致 “见其人”之境界。

这里需要对照 《韩诗外传》的相关引文来看。② 按照 《韩诗外传》的说法，孔子是以 “伟”

“粉”“弹”“丽”等乐曲表达的 “志”“意”，归纳出作曲者有 “仁”“和”“智”“殷鉞”的德行，

再根据这种德行之 “类”倒推出作曲者是周文王。这一说法将 “见其人”“得其类”“习其志”等都

落在外在德行来讲，反而丢失了 “见其人”的境界意义。只有将 “见其人”和 “人而不仁如乐何”

２５１

①

②

为了表明 《韶》乐 “美”到极致，季札将 “德至矣哉”“大矣”“观止矣”等说法连起来，强调 《韶》各方面的 “美”。

《史记·孔子世家》引文与 《韩诗外传》相关文本的差异需要注意。前者将孔子学琴分为 “曲”“数”“志”“人”等四个阶段，

《韩诗外传》则增至 “曲”“数”“意”“人” “类”等五个阶段。对照 《论语》的语词习惯来看，《韩诗外传》所用的 “伟”

“粉”“弹”“丽”等不符合孔子的言说习惯，而且 “类”更接近一种对 “见人”的补充性解释，由此推知 《韩诗外传》“孔子

学琴”之成文当在 《史记》之后。



先秦 “乐”之五种审美形态的嬗变

连看，才能在 “人／仁”的这个最终境界中看到从外在 “德行”向内在 “德性”的审美转向。

“德行”向 “德性”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五行篇》记曰：“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

内，谓之行。”仁德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叫 “德之行”，可以是尚未表现出来的 “品性”，这和表现为事

功之 “（德）行”有差别。孔子透过乐曲看到的是文王的 “仁”，这是 “品性”而不仅仅是 “德行”。

所以说，《韩诗外传》在文本上的补充虽然让孔子之 “见人”更符合逻辑，但在境界上反而落了下

乘。当孔子起身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 （《史记》）时，是乐曲演奏过程中，

心灵产生的共振与感通。《礼记·乐记》说 “（乐）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文王操》作为共振的中

介，让孔子对文王产生一种 “同声相应”的感通。

将四个层次统合来看：孔子所言之 “见其人”是发前人之未发，在境界上是对 “语”之审美形

态的超越。这种审美标准的建立有两层意义：一是将多种独立的审美形态融合成系统，二是为 “乐”

建立起内在德性的价值。正面讲，确立内在德性的审美价值，是将圣王之 “圣”落在德性上讲，不

同的审美标准在这一体系中得以融摄；反面讲，要提升审美境界，首先要确立对内在德性的追求。

与此相应，《乐记》记子夏论乐充分反应出子夏对孔子 “见其人”之审美形态的继承。对于文侯

“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的 “病症”，子夏开出的对治之方是 “君子之

听音，非听其铿矰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这也是对 “见其人”三字的解释。以 “丝声哀，哀以

立廉，廉以立志”为例，君子借乐器 （如 “丝”）所发声音对情感 （如 “哀”）的引动，唤起与情感

对应的德性心理 （如 “廉”），再将此内在德性投射为外在德行 （如 “志义之臣”）。① 由此，“琴瑟之

声”与 “志义之臣”的共振，便是君子辨识 “古乐”的进路，也是 “见其人”的进路。

总之，孔子提出 “见其人”，恰将 “乐”看作体贴圣人内在德性的依凭。其云 “乐云，乐云，钟

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强调在 “见其人”境界中，“乐”成为启发内在德性的钥匙。

六、和：先秦 “乐”审美的定型

“见其人”的审美形态已将传统中多元的审美形态加以融摄，形成一个 “曲”“数”“志”“人”

层层递进的体系。针对这一审美形态，先秦诸子还有进一步的争论。

墨子的 “非乐”虽然闻名，但其言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这对

“乐”之审美形态而言并无损益。然墨子倡导以 “利”为标准，判定当时之乐是 “上考之，不中圣王

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可以看做是注重 “乐”的现实功能性、政治性，也是对 “语”之审

美形态的复兴。事实上，真正对以 “仁／人”为核心的审美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是老庄对 “自

然”的高扬，二是孔门后学对先秦人性论讨论的深入。

具体而言，于前者，不同于孔子以 “乐”启发人内在德性，老庄将 “自然”作为 “乐”审美的

终极追求。无论是 “大音希声”（《道德经》４１章），还是 “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

天籁”（《庄子·齐物论》），老庄欲在逐步消解有声之乐的过程中，进入无声之 “自然”。这就在

“仁／人”之外又增加了 “自然”的最高价值。于后者，人情、人欲是否应该放在审美形态的最底层，

得到重新审视。 《荀子·荣辱》说：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

足。”在对 “乐”之美感的探求中，人情、人欲本来就是乐官从事专业工作的重要基础。当瞽叟成为

上古乐官的代表时，感官欲求也已成为神秘且私密的认知方式。可见，人情人欲在 “乐”的审美追

求中有特殊价值，不能简单地放在最低一层看。

同时，基于感官欲求而进行的乐器翻新、乐律更制与乐舞设计等，要分情况看待。拿乐器创制来

说，有被称为圣王德行的，如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有被看作放纵欲望的，如 “（周景）

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既然帝舜造五弦琴、周景王造无射大钟都离不开感官的指引，那么人

３５１

① 《礼记正义》记孔颖达疏曰：“哀，谓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廉，谓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

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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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欲的 “节制”与 “放纵”就需要寻求新的标准来判定，“和”概念的价值也被重视起来。

按照 《国语·周语下》的说法，“和”本来就是 “乐”之审美形态的重要标准：“王不听，卒铸

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然而，这里 “和”的意义是不确定

的，伶人口中制成 “大钟”的 “和”，与 “王崩，钟不和”形成了判断的对立结果。依赖于外在后

果或者事后反思，都代表着此时 “和”的审美理论还有模糊性。到 《庄子·天地》说 “无声之中，

独闻和焉”时，“和”才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闻和”代表着 “和”成为一种追求、一种

从 “有声”到 “无声”最终指向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同于 “见其人”之处，就在于它不再以向内之

“仁”为追求，而走向与天地自然为一体的新路向。“和”的上升并未就此止步，“仁”与 “自然”

也有相通之处。到 《礼记·乐记》，“和”有了系统性的解释，以 “和”为核心的审美形态才得以完

型。《乐记》论 “和”有两段重要的文字是：

（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地气上齐，天气下

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

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二）《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

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引文一是从宇宙气化的角度讲 “和”，“乐”的审美要符合自然的规律，乐律的意义和感官欲求

的价值由此建立。在这一点，“和”的理论具备了客观性与普遍性。引文二则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讲

“和”，这里包括君臣之敬、长幼之顺、父子之亲，还包括祖宗神灵的神秘关照①，安顿人情的尺度由

此证成。“和”在宇宙气化和人伦道德两方面的意义是并行的：一部分感官之 “欲”归摄在对自然的

认知和对自然美的追求之中，一部分性情之 “欲”归摄在对人伦的直观和对伦常和谐的维护中。

以此再看 “舜作五弦琴”和 “景王作大钟”两例，不难发现：从自然的角度比较，帝舜之 “五

弦琴”和于音律、《南风》悦耳动听，景王大钟的巨大声响反而直接伤害了景王的生命；从伦常的角

度比较，《南风》宣扬孝悌、注重人伦，景王为造大钟以君压臣、耗费民财，违背君臣之敬、父子之

亲。这种审美标准不再向外寻求神秘后果，而是将判断内化于 “乐”本身之中。

可以说，《乐记》用 “和”融摄了多元的审美形态，成为先秦时期 “乐”之审美形态的一个综

合。“和”的审美，摆脱了 “古乐”审美的外在性与神秘性，修正了 “曲”“数”“志”“人”层层

递进的线性结构，吸收 “欲”作为审美形态的一个支点，并开出通向 “自然”“人伦”的两层价值。

综上，站在多元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看，先秦时期 “乐”之审美形态是在相互批判与吸纳之中逐

次展开的。在经历 “对立” “兼容” “归摄”等阶段后， “乐”之审美先后表现出以 “语” “欲”

“美”“人 （仁）” “和”等观念为核心的五种形态。加之每一种审美形态又发生着内在的转化与革

新，这使先秦时期 “乐”的审美形态更加丰富，补充了以往学界 “雅” “淫”二分的 “乐”审美观

念。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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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 “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肃肃敬也、雍雍和也。《礼记·少仪》也说 “鸾和之美，肃肃雍雍”。可见，“和”在祖宗神灵的

层面接续了 “乐”在祭祀传统中的审美旨趣。



圣凡之间的教化

———皇侃 《论语义疏》中的孔子

邝其立

【摘要】通过与王弼、郭象 《论语注》的对比，可以凸显皇侃圣人观的核心要素———教化。建基于古典人

性论，皇侃证成了教化之可能与必要；而借助于本迹二分的框架，他在保全圣人体无的前提下，树立起孔

子的教化形象。孔子的教化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劝学经业，欲以先王之道将弟子培养成为一代经师；二是

与贤弟子一道委身凡俗，面向众人行教。要言之，本迹二分之圣人观，由皇侃利用经学与玄理共同熔铸而

成。

【关键词】皇侃；《论语义疏》；圣人观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５５－０６

作者简介：邝其立，广东惠州人，哲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重庆大学哲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研究”（２３ＣＺＸ０２２）

皇侃学识斐然，曾疏释 《论语》《孝经》与 《礼记》。可惜的是，皇氏仅剩 《论语义疏》得以完

整传世。宋 《国史志》云：“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① 可见，

该书曾盛行一时。但至于北宋咸平年间 （９９９年），朝廷便命邢籨删削皇 《疏》，改作新疏。自此，

皇 《疏》渐微，终至佚失。幸而唐初传入日本的 《论语义疏》，在该国广为流传，于是幸得保存并在

乾隆年间回传。学界主流认为，《论语义疏》多涉清玄，是以玄解经的代表作。皮锡瑞云：“皇侃之

《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② 刘恭冕云： “梁皇侃依

《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③ 诸家皆以 《义疏》为不守故常、虚玄说经的典型。

此论亦为吴承仕、戴君仁、董季堂、牟钟鉴等学者所接受。但此说未免失之笼统。首先，《义疏》所

收录的众多六朝经注，虽能一定程度反映皇侃的思想取向，但不能径直将之等同于皇侃的思想。辨析

其间的差异以把握皇疏之特色，是解读 《义疏》的要务。其次，在强调皇疏涉玄之余，应重视皇侃

思想与传统经学的联系，这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

为回应上述问题，需寻得一个探究的着力点。谷继明认为：“相对于汉朝的 《论语》学，‘圣人’

之形象的讨论乃是南北朝时期 《论语》学的一大特色。”④ 诚然，圣人观是六朝的理论焦点，也是注

解 《论语》的首要问题———对孔子的不同定位，将从根本上影响了对经文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圣

人观是了解皇侃 《论语》学的绝佳切入点。

一、体无、同物与教化

王弼与郭象都曾注解 《论语》，惜已亡佚。幸得皇 《疏》存有王、郭注之吉光片羽，留下了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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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王应麟：《玉海》第２册，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７１页。
［清］皮锡瑞撰、周子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３页。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９７页。
谷继明：《“同物示衰”———南朝 〈论语注〉中的圣人形象》，《人文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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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宝贵线索。作为魏晋玄学的两面旗帜，王弼与郭象分别展现出与皇侃迥异且颇具玄风的圣人

观。兹先通过与王、郭注对照，将皇侃圣人观的核心呈现出来。

王弼注以 “贵无论”为基点阐释经文。这导致经文时常成为贵无论的注脚。① 对王弼而言，注经

终归是阐发的手段。或许是耽于本体论建构的缘故，王弼的圣人观沾染了浓重的形上学色彩。所以他

更着眼于圣人与道的关系，强调圣人体无的面向。譬如，其释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句：

温者不厉，厉者不温；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则不安，安者不恭，此对反之常名也。若夫温而

能厉，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

和备质，五材无名也。②

孔子体无，故能不限于一隅，兼备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等特质。皇侃颇受王弼影响，对王

注多所称引，亦诩孔子为体无者。皇疏云：“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圣人忘知，故无知知

意也。”③ 可见，皇侃与王弼所见略同，皆以孔子为体无之圣。不过，在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上，二

者产生歧见。皇侃在 《论语义疏》的自序中写道： “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

同，则朽没之期亦等。故叹发吾衰，悲因逝水，
)

梦两楹，寄歌颓坏。”④ 皇侃虽然引述辅嗣之言，

但未真的承认圣人有情。他随后拈出两个例子，一是夫子观水叹 “逝者如斯夫”，二是 《檀弓》所载

的故事：孔子晨起悲歌，子贡近前请益；夫子自述畴昔夜梦，预感命不久矣。值得注意的是，皇侃将

后者解读为孔子 “
)

梦两楹，寄歌颓坏”，即通过 “
)

”“寄”的方式启发弟子。换言之，孔子并非

直抒心迹，而是有为而发，有迂曲行教的意味。“
)

”“寄”二字彰显出王、皇的根本差别：若如皇

侃所言，孔子托以哀歌，旨在引发弟子的追问，则其情感或话语不必是真实的，毋宁说是为了便于行

教的有意为之；王弼则认为圣人所流露的莫不是真情实感。

将圣人之情或行解读为方便教授的例子，在 《义疏》中并不罕见。最典型者莫过于皇侃对 “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句的释义：“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⑤ 孔子

的圣性完满无缺、圆融自足，本身并不需要学习，此即 “圣人异于人者神明”的一面。但为了勉人

向学，才有意藏匿圣性，委身同凡，此即 “同人者五情”之 “同”意。在皇氏看来，孔子本身未必

怀有如此世俗的感受或需要。又释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句云：“然圣人悬照本无

俟梦想，而云梦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圣人无想，何梦之有？盖伤周德之日衰，哀道教

之不行，故寄慨于不梦，发叹于凤鸟也。’”⑥ 皇侃认为，孔子如悬照之日月，不应有衰，亦无思虑与

梦想。尽管如此，与人方便说法时，仍委身而同物，示人以己衰，意在便于受教者感同身受、领会教

义。至于是否确有其事、情，则不必较真。可见，皇侃虽化用 “同于人者五情”，实则对 “同”字作

出了新诠，修改了语义。如果说王弼的圣人观是神明知几的体无者，侧重圣人与道的联系；那么皇侃

之圣人就是隐圣同凡的教化者，更着眼于与受教者的互动。王弼之 “圣人有情”，皇侃则谓之借

“情”施教。比于王注，“同物”论为皇疏之特色所在。

不过 “同物”论虽屡见于 《论语义疏》，却并非皇侃的孤明先发，西晋郭象已有此说。郭释 “颜

渊死，子哭之恸”句云： “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者与物化也。”⑦ 臻于至境的孔子，澄然如

镜，遂能如镜像般映出众人的喜怒哀乐，融入凡俗之中。似若有情，其实无情，所谓与物同化。又释

“阳货欲见孔子”章云：“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阳虎劝仕，理无不诺，不能用我，则我无自

用。此直道而应者也，然免逊之理亦在其中也。”⑧ 基于圣人无心的前提，郭象认为孔子之所以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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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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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弼注 “志于道”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

已。”（［魏］王弼撰、楼宇烈校点：《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２４页。）
同上，第６２５页。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１４页。
同上，第１页。
同上，第２５页。
同上，第１５６页。
同上，第２７２页。
同上，第４４４页。



圣凡之间的教化

并非出于利禄之图或济世宏愿，毋宁是条件反射般的 “直道而应”。无心圣人生于凡世之中，依于世

俗的规矩与凡人的情态，游刃有余地融入人世间，这便是郭象意义上的 “隐圣同凡”。其所谓 “同

物”，实即 “物化”之意。在郭象的笔下，圣人是同物应世、乘物游心的逍遥者。

无独有偶，郭象之同物论亦见于他注。例如，江熙即云：“圣人体是极于冲虚，是以忘其神武，

遗其灵智，遂与众人齐其能否，故曰 ‘我无能焉’。子贡识其天真，故曰 ‘夫子自道之’也。”① 圣

人以冲虚为体，遗其灵智而与凡俗齐同，故自谓 “无能”。又如，孙绰注云：“圣人德合于天地，用

契于四时，不自昏于盛明，不独曜于幽夜。颜齐其度，故动止无违。”② 德合天地之圣人，韬光晦迹，

大隐于市，所谓 “不独曜于幽夜”是也。是说亦与郭象深契。可知，同物论流行一时，已然成为六

朝 《论语》学的独特思路。

不过，皇侃的同物论自有其殊别之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故事：“子畏於匡。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皇侃解 “畏”为 “心服”，认为孔子隐圣同凡，自述己德，希望籍此感发匡人，使其心服。皇侃同物

论中的教诲意味，尤其值得注意。与之相对，孙绰亦援引 “同物”论，却作出迥异的解读：“畏匡之

说，皆众家之言，而不释 ‘畏’名，解书之理为漫。夫体神知几、玄定安危者，虽兵围百重，安若

泰山，岂有畏哉？虽然，兵事阻险，常情所畏，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③ 孙绰认为，圣人

稳如泰山，纵使兵围百重，也丝毫不为所动。但圣人之所以展露畏惧之情，是因为夫子无心，故能如

镜像反射一般 “以物畏而畏”。可见，“游心物化”与 “同物示衰”两种同物论之间截然不同。区别

在于，究竟是将 “同物”视为教化的手段，还是圣人无心的表现。皇侃意在揭示孔子应机行教的一

面，郭象等注家则试图展现夫子与的体无境界。

体无论与同物论，属于皇侃浸染玄风的思想痕迹，而非其圣人观之特色所在。以孔为师的教化

论，才是让皇侃殊别于王、郭等玄士的关键，体现出皇侃对汉代 《论语》学的传承。不过，皇侃并

非绕开玄学而重回经学，而是取径于六朝玄思而复归传统。同物行教之圣人形象，实最能体现其

《论语》学儒玄兼综之特色。那么，皇侃究竟如何糅合经学与玄理，从而建构起教化之圣人观？

二、教化形象的树立

欲树立教化为核心的圣人观，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教化何以可能？教化之可能，以人性论为前

提。譬如，因秉持 “性各有分”的静态人性论，郭象一并否定变化的可能与教化的必要，遂有 “大

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的惊人之语。④ 与之相对，皇侃从乃师贺
*

处继承了一套动态

的九品人性论：

此谓为教化法也。师说云：就人之品识大判有三，谓上中下也。细而分之则有九也，有上上、上

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则是圣人，圣人

不须教也。下下则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须教也。而可教者，谓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

也。⑤

性，是先天禀受天地之气所得，有厚有薄，所以分为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圣人，搅之不浊，无须

教化。末等是愚人，澄之不清，亦无教育的必要。至若介于其中者，便是亲贤而迁善、近墨而染黑的

待教之人。此纵向分层的人性论，其实就是对董子 “性三品论”的细化。由此，教化问题重新回到

人们的视野中。

在这套动态人性论中，皇侃将圣人定义为与众人判若云泥的 “生而知之者”。那么，等而次之的

７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３７５页。
同上，第１５９页。
同上，第２１０页。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９页。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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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能否成圣？不妨举重以明轻，将问题明确为：庶几为圣的颜回，能否学以成圣？若颜子尚无可

能，则遑论其余。皇侃否定了这一可能：“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

为有，贤人所体也。今孔子终日所言，即入于形器，故颜子闻而即解，无所咨问，故不起发我道，故

言 ‘终日不违’也。”① 孔子至圣，颜子上贤。圣、贤之间，悬隔于有、无之际不可逾越的鸿沟。可

见，皇侃仍坚持 “圣不可学”的汉儒旧义。孔子独据九品之中的圣人分位，贤如颜子也只能仰之弥

高，叹可望而不可即。虽然圣不可学，但颜子仍能在孔子的诱掖下 “既竭吾材，如有所立”，日臻进

境。动态的人性论，几乎给每个人预留了进步空间，教化因之得以可能。

除了可塑的人性论与圣不可及，皇侃人性论的第三个要点是对董子情恶论的继承。皇疏 “性相

近，习相远”句时，详述性情论：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

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

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

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

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②

汉儒董子以阴、阳释情、性，又解性为仁、释情为贪，遂发展出性善情恶的说法。皇侃继承之，

故释 “情”为 “有欲之心”。但圣人圆满自足，不应起欲逐物，遂使情感与圣人格格不入。通过援引

同物论，皇侃模糊圣人之情的真实性，从而规避这一问题。借助于同物论，皇氏化解了圣性与 “有

情”之龃龉。

可见，人之可塑、圣不可学、以欲释情，是皇侃人性论的三个要点。正因人性可塑，才有教化之

可能。因圣之超绝，故须降同众俗以示教。而且，若以情为恶，则圣人无情，其所示之情，不过隐圣

同凡而已。这套传统的人性论，实为同物论与教化论的基础，亦为建构新说的出发点。

基于颇具古典色彩的人性论，皇侃证成教化之可能。因之，孔子顺理成章成为教化者。不过，皇

侃亦将孔子定位成体无者。“无”意味着剥除一切既有规定，所以 “体无”一语含有很强的否定、消

解意蕴。那么，体无与教化两重属性，如何能融通如一？皇侃试图援引玄学的本迹之分，兼包两面。

皇疏云：“圣人作教应机，不可一准。今为其迹涉兹地，为物所嫌，恐心实如此，故正明绝此四以见

本地也。”③ 夫子应机所予之教，莫不因嵌入具体情境而限缩了意涵。因此，皇侃将夫子之言喻为语

境化的陈迹。换言之，学者无法执定孔子的言说来揣摩 “本地”，学成圣人。依据本迹之分，皇侃将

孔子的本然面貌与教化形象析而为二。并在本体层面安顿体无之本，而视行教救弊为当世行迹。在本

迹二分的框架中，孔子之言行，将无碍其本然之完满。这意味着夫子可以在无损其圆满自足的前提

下，施行教化，拯溺扶衰。

那么，悬隔世外的体无者，为何要入世行教？检寻疏文，未见皇侃有明确的说明。这或许正说明

了孔子教化是其最根本的理论前设。虽然体无论可以通过撤销有限的规定性，成就无限的可能性与绝

对的完满性，但教化论是皇侃不能也不愿消解的核心。又问：超凡入圣的体无者，应如何入世行教？

皮迷迷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 “《论语义疏》给出的回答是：隐圣同凡。这正是孔子的两重面貌得以

合于一身的关键所在”④。凡俗无法达至圣域，只能寄望于圣人同凡的汲引。可见，同物论与本迹论

二说虽异，其意欲在圣人体无的前提下树立教化形象的旨归则同。概言之，籍由对古典人性论与玄学

思想的吸收，皇侃为教化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并 “刻画”出夫子的两幅面貌，建构起兼具超越性与

现实性的圣人观。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３１页。
同上，第４４５页。
同上，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皮迷迷：《“隐圣同凡”：〈论语义疏〉中的孔子形象》，《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８３页。



圣凡之间的教化

三、教化事业的展开

取径儒、玄，皇侃打造出本迹二分的圣人观，并树立起孔子的教化形象。基于此，通过疏解经、

注的方式，他描绘了一幅圣人教化的图景。

皇侃 《自序》云：“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

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① 这足见夫子的施教对象、行教方式和教化内容并不惟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同为 “问孝”的四人，却得到夫子全然不同的答复：对于孟懿子问孝，子对曰

“无违”；针对孟武伯之问，答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答子游之问，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夏之问曰 “色难”。问同答异，耐人寻味。皇疏总结道：

“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

子以明教也。”② 他将上述四次问答，归为 “随疾与药”与 “寄人弘教”两类。所谓 “随疾与药”，

是指孔子依据请益者的情况，示以相应教诲。这种教法极具针对性，其效力通常仅限于听者。“寄人

弘教”则不然，其适用对象或普遍程度要大得多。《先进》篇记述一则故事：门人希望厚葬颜回，但

孔子不许，门人却执意为之，于是夫子感慨道 “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皇疏引范宁注云：“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门人之意耳。此以抑门人而救世弊也。”③ 彼

时厚葬成风、奢侈过甚，孔子抑止门人厚葬的请愿，旨在针砭过犹不及的时弊。所谓 “寄人弘教”，

即是孔子通过责斥弟子的方式来弘扬教义。

皇侃为何要将夫子之应答，判分为 “与药”与 “弘教”两种方式？关键在于请益者身份的不同：

孟懿子和武伯皆非孔门弟子，且有 “僭滥违礼”之嫌。就 “随疾与药”之名而思义，可知二者为

“病人”，所以夫子之教犹如治病良方；贵为四科十哲的子夏、子游，自不与其等量齐观，更无亟待

医治之疾。因此，夫子只是借着贤人弟子 “明知故问”的话头，施予针砭之教。换言之，贤人弟子

触发弘教的机缘，助成教化的事业。在 “季氏将伐颛臾”章中，面对将伐颛臾的局面，供职于季氏

的冉有、季路无动于衷，夫子大动肝火，怒斥弟子的无所作为。皇疏引蔡谟注申之云：

冉有、季路并以王佐之姿，出彼家相之任，岂有不谏季孙以成其恶。所以同其谋者，将有以也。

量己拨势，不能制其悖心于外，顺其意以告夫子，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发明大义，以

酬来感，弘举治体，自救时难。引喻虎兕，为以罪相者。虽文讥二子，而旨在季孙。既示安危之理，

又抑强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宁社稷。斯乃圣贤同符，相为表里者也。④

冉有、季路皆王佐之才，不可能袖手旁观。只不过自计无由劝阻季氏，于是泄谋于夫子，欲致圣

言，拯救时难。因之，冉有与季路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从为虎作伥，变为与圣人相表里之贤人。为了

行教，孔子与弟子配合演了一出戏。弟子原无疑惑，却有意设问。孔子心领神会，故施予普遍的教

诲。问答之间，达成弘教使命。“寄人弘教”之 “寄”，是指用假托、寄寓的方式予以方便说法，有

“同物”的意味。这是需要孔门师徒鮸力 “隐圣同凡”与 “隐贤同凡”才能完成的一桩事业。

这是否意味着助成教化的贤人弟子无需受教？并非如此。除面向时人的 “与药”和 “弘教”，孔

子尤其寄望于通过劝学先王之道，将弟子培养成一代经师。皇疏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句云：“古

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经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

典，而杂学于书史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⑤ 这里旨在强调异端的危

害。皇侃却将诠释的焦点转向 “六籍正典”，进而断定异端之害不过是分散了学者沉潜经籍的精力，

毕竟修习先王之道乃是儒者志业。五经六籍所蕴涵的 “为政之道”，俾有益于培养建构秩序的经师。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２页。
同上，第３１页。
同上，第２７３页。
同上，第４２４页。
同上，第３５、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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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认为，所谓 “三十而立”是指经业成立，继而引述孙绰注 “四十而不惑”句云：“四十强而仕，

业通十年，经明行修，德茂成于身，训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无疑惑也。”① 经籍中的先王之道，

所教予的是 “为师为君之法”，是培养经师的教材而非普罗大众的读物。就此而言，皇侃近于汉人旧

义，未曾偏离五经之学的思路。

不过，既然孔子矢志于劝学先王之道，说明其政教之志未泯，为何仍将其定位为教化者？皇侃意

识到这一问题，故于 “吾与点也”章释云： “孔子闻点之愿，是以喟然而叹也。既叹而云 ‘吾与点

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

时变，故与之也。”② 这里，孔子探问诸弟子之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答以为政之事。唯独曾皙

坦言向往与师友逍遥游咏的时光。孔子许之，遂生喟叹。皇侃通过引入时运的因素，化解了从政与行

教之间的张力，或者说为教化者存留了为政的念想。圣贤生不逢时，有德无位。值此衰世，只能

“另辟蹊径”，通过言教而非政教的方式济世。至此，可对夫子的教化事业作一番回顾：通过学经，

孔子将弟子培养成经师；继而与此贤人君子共行教化，敲响救弊的 “警世钟”。因之，皇侃构建的孔

子教化形象，逐渐立体而丰满起来。

四、余　　论

取径于儒、玄之间，皇侃树立起两面之圣人观，却不免予人割裂之感。因为析离圣人之本与迹会

招致两个后果：首先，若学人无法通过经文了解孔子，圣人将在虚玄之境中，逐渐面目模糊，脱离现

实；其次，将 “现身说法”视为隐圣同凡，意味着夫子之教由言说对象所决定，体无者不会也不应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言教终将堕为陈迹。皇侃对此并不讳言，甚至承认教诲就是

“弊之所缘”。③ 若诚如此，则皇侃之教化圣人观，难免由于教诲意义的阙疑，而一并随其本体陷入虚

无之中。此为以玄解经之困难。或因于此，后学摒弃此两面圣人观与 《论语》学。武内义雄总结道：

“今取皇、邢、朱三家书而读之，邢氏剪皇疏之诡异，稍附以义理，而朱注则变本加厉，义理之辨弥

精，而援证之博不及于古。盖邢疏出而皇疏废，朱注行而邢疏又废。”④ 于是，《论语义疏》逐渐淡出

视野，最终销匿声迹。

不过在思想史中，仍依稀可见 《义疏》的 “踪影”。圣人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对孔子的

不同定位，将导致 《论语》学乃至经典观的变化。理解的转向甚至导向了后来宋学的形态。具体说

来，教化之圣人观，将直接颠覆 《论语》与五经的关系。《论语义疏》序云：“故言 《论语》小而圆

通，有如明珠；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镜。”⑤ 若以孔为师，五经便不首先是素王之法或三代史录，

而是以 “为学”的眼光，视之为承载为政之道的 “教材”。⑥ 只是，在讲道理的意义上，五经反不如

《论语》那般直接明了，虽则在体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道理的完备性、丰富度上皆难与后者媲

美，于是有 “明珠”和 “巨镜”之喻。从教或学的角度看，《论语》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换言之，

经典观随圣人形象的转型而变易。后来四书与五经的消长之势，于此已绽露一些苗头。对经典的解读

也许会过时，但理解经典的方式却有可能常新。在这个意义上，《论语义疏》从未 “失踪”。

（责任编辑　于　是）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第２５页。
同上，第２９５页。
同上，第３８５页。
同上，第５３２－５３３页，附录武内义雄 《〈论语义疏〉校勘纪序》。

同上，第３页。
参见皇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同上，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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