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东方传统思想依据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天人虽有分而实不二”的单元论，西方近现代思想遵

循的思维模式主要是“身心虽有合而实为二”的二元论。 本书作者在继承空宗、禅宗所坚持的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狭义超元论思维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融以上三者于一体的广义超元论
思维模式。 以此为基础，设定、建构、创造了人类的世界学说。 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的世界以人
类意识为中心和根据；人类的世界是意识人类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可以被意识
个体如此这般指称和描述言说的对象性世界；人类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意识人类设定出来的，
不可以被意识个体指称和描述言说的非对象性世界；人类的世界与人类意识不二，人类的世界
与非人类的世界不二。 这一学说还认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应有所住而生其心”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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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枟广义超元论与人类的世界枠是笔者多年研究成果———“广义超元论”与“人类
的世界”的集成。

“广义超元论”是笔者提出的一种新的类思维模式，旨在扬弃西方的二元论、
东方的单元论（或不二论）以及禅宗的狭义超元论思维模式。 １０ 多年以来，笔者尝
试着就广义超元论及其运用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在各类级别的学术期刊以及
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了近 ２０ 篇相关学术论文。 为了比较完整地向读
者介绍广义超元论思维模式，笔者将最近 １０年来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收集整
理在一起，并将其作为书稿的一部分统一呈现给读者，以方便读者集中阅读并批评
指正。

“人类的世界”是笔者提出的一种新的哲学观点，旨在回应古今中外思想家有
关世界的不同主张。 枟人类的世界枠是笔者于 １９９５年写成并出版的学术著作，出版
１０ 多年以来，一直想利用一个机会对这部不尽完美的著作修订一次。 非常感谢重
庆大学出版社给笔者提供这次再版的机会。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 １０ 多年前写成
的这部著作的原貌，笔者没有动她的篇章结构，几乎没有改变原有的表述形式。 只
是对一些有可能引起歧义的表达略微进行了调整，对个别错字、漏字进行了必要的
修改。

主要调整的表达有：
①将原文的“认知对象”，替换为“对象物”。
②将原文有关单元论思维模式的表述公式由原来的“‘即 Ａ 即 Ｂ’或‘ＡＢ 不

二’模式”，替换为“‘Ａ不异 Ｂ，Ｂ 不异 Ａ，Ａ 即是 Ｂ，Ｂ 即是 Ａ’（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ＡＢ不二’模式”。

③将原文的“生活日用理性”，替换为“日用生活理性”。
④将原文的“非对象性人类意识”，替换为“形上学人类意识”；新引进的“非对

象性人类意识”表述等同于原文的“非人类意识”或“非实有的人类意识”。
⑤将“非对象性本体世界”，替换为“形上学人类意识”，或“主观性本体世界”，

或“本体性主观实在”。
⑥将原文的“有意识行为”，替换为“显意识行为”。



⑦将原文“本体世界既具有对象性特征，又具有非对象性属性，也就是说它既
可以表现为对象性的本体世界，也可以表现为非对象性的本体世界，即非对象性人
类意识”，替换为“本体世界既具有客观性特征，又具有主观性属性，也就是说它既
可以表现为客观性的本体世界，也可以表现为主观性的本体世界，即形上学人类
意识。”

⑧将原文的“星系飞离速度（ｋｍ／ｓ） ＝１５０ ×距离（千万光年）”，替换为“星系
飞离速度（ｋｍ／ｓ） ＝２０ ×距离（百万光年）”。

⑨将原文的“意识人类观测感知所及的膨胀宇宙，其尺度大约 ２００亿光年”，替
换为“意识人类观测感知所及的宇宙，其年龄大约 １４０亿光年。”

　　　　　　　　　　　　　　　　　　 何　跃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６日修订于重庆大学 Ｂ区东村 ７８唱８唱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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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苏天辅

枟人类的世界枠是青年学者何跃同志经过约 ２０ 年的学习、研究写成的一部哲
学、思维科学专著。

该书包括序篇、上篇和下篇三部分。 在序篇中分析了各种思维模式，认为西方
近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二元论的，东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思维模式是单元论
的，禅宗则是狭义的超元论思维模式。 在此基础上何跃同志提出了广义超元论思
维模式。 在上篇中，依据广义超元论思维模式，提出了“人类的世界”学说体系。
这个学说体系有三个重要观点：一是认为人类的世界是意识人类如此这般显现、设
定、建构、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是可以被意识个体直觉、推论、感知、指称和描述言说
的现实世界。 二是认为人类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意识人类所有的意识活动都用不
上力的“空空”、“无一物”世界，是意识个体不能指称和描述言说的非现实世界。
三是认为人类的世界与人类意识，现象世界、本体世界与超现象—本体世界，实证
世界、神秘世界、本真世界与非人类的世界等都是“虽有分而实不二”的。 在这三
个观点之上，进而提出“无执的人类意识中心主义”或“无执的人类的世界中心主
义”学说。 在下篇中，通过对中华禅宗、波普尔的世界 １，２，３理论、宇宙学的人择原
理思想等的分析、比较，展开了对人类的世界学说的深入论述。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深切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是经过约 ２０ 年的学习研究，在千般寻
觅，万般思考的基础上因顿悟而最终完成的。 读罢全书，给我留下了两个对该书的
深刻印象：一是长于分析，二是富于创造。 作者长于分析，总是在做了大量分析后
才得出结论，结论不是武断指派的，而是分析导出的。 如，对各种思维模式进行分
析、比较，然后才得出广义超元论较其他思维模式为优的结论。 再如，通过具体分
析、论证“人类的世界是意识人类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创造出来的”，
“人类的世界与人类意识不二”和“人类意识与人类的世界的原态是‘空空’、‘无一
物’”等观点，然后才确立“无执的人类意识中心主义”或“无执的人类的世界中心
主义”思想。 作者富于创造，书中字里行间总洋溢着创造精神。 如，针对大乘空宗
和禅宗所坚持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提出了“应有所住而生其心”；针对东方传
统哲学家所坚持的不同的对象物“虽有分而实不二”，提出了“虽有合而实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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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心是什么？ 非物；物是什么？ 决非心”等视对立、斗争为绝对的西方式二元
论思维模式和“色空不二”、“天人合一”、“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等视统一、同一
为绝对的东方单元论和狭义超元论思维模式，提出了融三者为一体又超越三者的
广义超元论思维模式；对“极高明而道中庸”、“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将“开口不得”、“动念
即乖”的超形上学境界与可以被指称和描述言说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世界打成一片；
等等。 这些岂仅是新词的提出，而实为某种意义上新概念、新思想的创建。 姑且不
论这些思想的是非得失，即仅就分析、创造而言，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种分析与创新精神是值得并且应该加以大力提倡的。
要求一部哲学著作完美无缺，无任何瑕疵，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本身就是

探索，探索就须不断前进。 因此，书中的一些观点、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精
确、改进，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何跃同志参阅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量资料后写出的枟人
类的世界枠，是一部立论高远、富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必将有助
于哲学百花园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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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笔者早年曾非常虔诚地阅读过许多领袖人物和革命导师的著作，曾真诚地期
望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精神财富来丰富自己，曾立下发现或信奉绝对真理的
宏愿。

自萌生批判意识后，笔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身于各
种各样的是或非问题情境之中，一直努力并期望着从这些是或非问题情境中挣脱
出来，并发现绝对真理。 为此，自己在优秀哲学教师的精心指导下，认真地阅读了
大量的系统论述辩证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尝试着进行了一些研究工
作。 作为对这一时期学习研究活动的总结，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４ 年，笔者在华中工学院
（即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哲学教师进修班进修期间，在与哲学研究所
的部分教师和同学广泛交流、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论文题目
为枟对思维中感兴趣问题的思维枠。 该文重点讨论了人类主观思维活动及其类型、
客观思维世界的客观存在属性及其演化发展规律、第一性客观存在（即物质性客观
存在）与第二性客观存在（即精神性客观存在或客观思维世界）及其与主观存在
（即正在进行着的人类主观思维）的相互关系等与人类思维相关的问题；该文第一
次明确地将文字等物质载体作为精神性客观存在存在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即认为不存在着可以不依赖于文字等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性客观存在；该
文还第一次尝试着将既指称物质性客观存在，又指称精神性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
概念与指称哲学物质的客观实在概念区分开，并进一步认为客观存在是一种现象
性存在，客观实在应该是有别于客观存在的本体性存在。

该文写成之后，一方面感到很激动，很兴奋，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提出或发现了
一些别人尚未提出或发现的新观点、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感到自己远未将自
己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融会贯通，明显地感到自己处在思想家们的巨大阴影之中，
没有足够的自信，也确实没有能力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平等对话，没有勇气，也没
有足够的能力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以文字作为载体的精神性客
观存在是不以意识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非绝对对立
的问题，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相互包含的问题，等等）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自武汉学成归来之后，为了解决脑中仍然存在着的大量问题，进一步阅读了古



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的著作，并在由自己倡导开展的定期学术沙龙活动中，与许多
老、中、青理论工作者一道，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同时，还经常
去请教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的老先生、老学者。 使自己感到懊丧的是，
虽经千般寻觅、万般思考，不仅没有日趋逼近绝对真理的任何感受，反倒被越来越
多的自成体系的理论、学说所困，渐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有什么绝对真
理”的想法，并萌生了尽早退出理论研究这一是非之地，谋求在应用研究领域发展
的念头。 就在这犹豫徘徊、欲罢不舍的时候，在一次学术沙龙活动中，因听了一位
学人不经意的话———“人的生存方式是思议”而豁然开朗。 悟到世界原本什么都
没有、什么都不是，我们所感知、推论、直觉到的所有现实存在着的存在物，概无例
外全都是因意识人类而有，因意识人类而定的。 顷刻间，自己苦苦思考多年仍不得
结果的想法、疑虑、问题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自己脑海中的众多思想、观点、学说豁
然贯通，并随即涌现出了“人定原则”、“人类的世界”、“无执的人类意识中心主义”
等对于自己具有全息意义的崭新观念。

顿悟后，为了了却早年立下的宏愿，为了过活耕云大师所倡导的“理得心安”
的安详人生，也为了能够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展开平等而具体的对话，产生了设
定、建构、创造以“人类的世界”（最初确定的是“人定的世界”，经征求一些学者的
意见，后更名为“人类的世界”）为名目的原创性学说的想法，并随即开始了收集、
整理资料，撰写、修改书稿的工作。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写成了呈现在您面
前的这部著作。

拙著认为西方式的非此即彼以及亦此亦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与东方的彼此虽

有分而实不二的单元论思维模式都是有所执著的思维模式，应该且能够被同时坚
持非此即彼、即此即彼以及非此、非彼、非亦此亦彼、非非此非彼的超元论思维模式
所扬弃；认为否定物质世界的人类意识中心主义和否定人类意识的物质世界中心
主义都是有所执著的思想，应该且能够被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物质世界和人类意
识的人类的世界中心主义所扬弃，认为超越人类意识的现实世界概念与超越现实
世界的人类意识概念都是有所执著的概念，应该且能够被无执的现实世界（即人类
的世界）与人类意识不二的观念所扬弃；认为否定本体世界的形下学学说与否定现
象世界的形上学学说以及否定本体—现象世界的超形上学学说都是有所执著的学
说，应该且能够被融三种学说于一体的人类的世界学说所扬弃；认为大乘佛学的空
空思想与儒家道家的本体—现象思想以及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都是有所
执著的思想，应该且能够被“人类的世界是意识人类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
出来的现实世界”的思想所扬弃。 总之，拙著认为那种认为存在着绝对真理或认为
人类认识可以日趋逼近绝对真理的思想都是有所执著的思想，应该且能够被反对
执著于任何现实存在物的、彻底否定绝对真理的人定一切的思想所扬弃。

拙著还认为禅宗是对印度佛学（包括原始佛学和大乘佛学的空、有二宗）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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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思想的扬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自觉实现了超形上学突破，同时又重新肯
定了儒、道意义上的本体—现象世界的思想体系，而人类的世界学说是在继承禅宗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禅宗思想和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扬弃，是成功地
实现了自我超越，同时又充分肯定了科学、民主思想的学说系统。 禅宗只是成功地
将超形上学理性、形上学理性与充分肯定平常心的日用生活理性融合为一体，只是
完整地确立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而人类的世界学说在继承禅宗思想的
基础上，进一步将禅宗理性与充分肯定分别心的实践实证理性融合为了一体，即在
坚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应有所住而生其心”的思
想；从而完整地确立了“应无所执著地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人类的世界”
以及“应无所执著地直觉、推论、感知和描述言说人类的世界”的实践人本主义
思想。

拙著进一步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全方位地学习、吸收、改造西方人在近现
代设定、建构、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是与先行
一步的西方人一道，全方位地参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设定、建构、创
造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去努力实现禅宗思想的现代化，去努力实现东西方思想的交
融互补。

这部凝聚了自己约 ２０年心血的著作终于脱稿了。 尽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
写这部著作，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肯定存在许多疏漏和不足，敬请赐教。

最后，衷心地感谢苏天辅、丁润生先生在百忙中为拙著作序作跋，感谢重庆建
筑大学（现重庆大学）所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王舜钦老先生的谆谆教诲，感谢张
文和教授的关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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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二元论、单元论和超元论

１．１　 二元论和单元论思维模式
二元论和单元论既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西方思

想及其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二元论的，而东方传统思想及其思维模式主要是单元
论的。

１．１．１　二元论思维模式

二元论思维模式是着重从对立、差异的角度去看待和把握周围世界的一种分
析型思维模式。 可简称为“Ａ即 Ａ，Ｂ即 Ｂ，Ａ非 Ｂ”（“心是什么？ 非物！ 物是什么？
决非心！”）模式。

二元论思维模式源于笛卡尔的二元论世界观。 笛卡尔认为，除了上帝这一最
终实体以外，还存在着两种实体，一是物质实体，二是心灵实体，并认为这两种实体
彼此分庭抗礼，泾渭分明，谁也不决定谁，谁也不依赖于谁。 这种将物质和意识（心
灵）割裂为两片的做法是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基本含义之一，也是西方思想的主题。

波普尔说：“西方哲学主要是由各种世界图景所组成，他们都是各种身心二元
论这个主题的变形以及与之有关的方法问题。 对这个西方二元论主题的主要偏
离，就是企图用某种一元论取而代之。 在我看来，这个企图并没有成功，而且在一
元论的面纱后面仍然隐藏着身心二元论。”①一部西方思想史，实际上是在坚持同
一个基本观点———身即身、心即心、身非心，对同一个基本问题———身心关系问题
的持续不断的论争史。 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极力回避这个问题，潜心于具体问题
的研究，但从未跳出身心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虽然有许多思想家曾尝试用一元
论或多元论取而代之，但“这个企图并没有成功”。

应当指出的是，不仅身心二元论或物质意识二元论是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表现。
而且所有坚持将研究对象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着重分析研究二元之间或多元之
间的对立、差异，忽视或否认各元之间根本一致的思想、观点、方法，都是二元论思

①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Ｍ］．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３６３．



维模式的表现。 因此，判定一种思想是不是二元论的，并不光是看这一思想是否坚
持认为存在两种彼此割裂的实体，更重要的是看这一思想是否坚持认为对象物之
间的差异、对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多元论本质上是二元论。 下面我们仅以波普尔的多元实
在论为例来展开这一基本认识。

波普尔在陈述自己的世界 １，２，３理论时，称自己是一个多元论实在主义者，但
实际上他是一个地道的二元论者。

①他认为世界 １、世界 ２、世界 ３是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三个亚世界，世界 ３ 与
世界 １和世界 ２ 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地位。 事实上，世界 ３ 并不具有这种地位。
从起源上讲，世界 ３是心智的产物，是主观精神的具体化、物质化。 正如波普尔自
己说的，“我的第三世界是人造的”①。 从存在发展上讲，世界 ３ 离不开文字、图像、
声音、纸张等物质，即世界 ３必须以物质世界为载体才可能相对于意识人类而自主
地存在和发展。 尽管波普尔反复强调说，部分世界 ３ 对象可以无需物质世界为载
体就能自主地存在，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未具体化的世界 ３对象是以具体化的世
界 ３对象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 换句话说，没有具体化的世界 ３ 对象就不会有未
具体化的世界 ３ 对象。 因此，世界 ３ 不可能离开物质载体而独立自存。 如果我们
抽掉心智和物质或世界 ２和世界 １，世界 ３ 就完全丧失了独立自存的根据和条件。
可见，将世界 ３ 作为二元之外的独立自存的另一元的所谓多元论观点是站不住脚
的。 他的多元论实质上是二元论。 连他自己在晚年也承认自己“始终是一个笛卡
尔派的二元论者”②。

②波普尔认为世界 ｌ、世界 ２ 和世界 ３ 都是实在的，其根据是这三者都可以发
生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 他还认为这种实在是不以意识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自
主、客观的存在，是可以或可能被人们感知的现象性存在，是唯一的存在。 这种观
点实际上是将现象性的实在与现象性的虚无的差异绝对化，肯定实在，否定虚无，
认为实在不是虚无。 这种一元论式的实在主义观点与肯定虚无，否定实在，认为虚
无不是实在的虚无主义观点，以及既肯定实在和虚无，又肯定实在不是虚无的折中
主义观点一样，都是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表现。 因此，我们认为波普尔的实在论实质
上是二元论。

③波普尔的实在论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对超越于实在之上的先验主体的认
可。 这种将实在与先验主体割裂为两片的思想也是二元论的。 当波普尔把世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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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 １当成两种泾渭分明的实在世界时，使我们想起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世界观，
笛卡尔的二元论有一个前提，即对超越于二元实体之上的最终实体———上帝的认
可。 波普尔虽然没有明确说过上帝是最终实体，但在他将主观世界（世界 ２）与物
质世界（世界 １）作为同等意义下的实在世界时，已经隐含了一个类似于上帝的前
提，即对超越于实在世界之上并能够如此这般设定实在世界的先验主体的认可。
我们认为，这是他晚年称自己“始终是一个笛卡尔派的二元论者”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一元论或一元决定论本质上也是二元论。
应当指出的是，一元决定论实际上存在着本体一元决定论和现象一元决定论

两种类型。 前者坚持认为存在着决定现象世界如此这般存在变化的本体世界，并
认为这一本体世界要么是客观物质，要么是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 后者则坚持认
为不存在着本体世界，只存在着现象世界，但是它坚持认为现象世界存在着一种决
定各种现象如此这般存在变化的本质属性，并认为这一属性要么是物质性属性，要
么是精神性属性。 绝大多数的唯物或唯心主义者以及实在或虚无主义者都是现象
一元论者。 唯物主义一元论或实在主义认为现象世界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或物质性）或实在性，唯心主义一元论或虚无主义则认为现象世界的本质属性是
主观性（或精神性）或虚无性。

①本体一元决定论尽管认为本体世界决定了现象世界如此这般存在变化，认
为本体世界相对于现象世界具有优位，现象世界只是一种次生性的独立自存世界，
但终究是承认存在着本体世界（如上帝、自然、客观精神、客观实在、绝对自我、自在
之物、存在、太一、第一推动者等）和现象世界（如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等）这两个世
界，同时它还认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以及现象世界中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之
间的对立、差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本体一元论
的这些思想无疑是二元论的。

②现象一元决定论尽管认为现象世界中的某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他属性如此
这般地存在显示，但毕竟是承认存在着作为决定者的本质属性和作为被决定者的
其他属性，同时它还认为在本质属性和其他属性以及非本质的各种属性之间的差
异、对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现象一元决定论
的这些基本思想无疑也是二元论的。

总之，无论是本体一元决定论还是现象一元决定论，无论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还
是唯心主义一元论，无论是实在主义还是虚无主义，它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都自
觉不自觉地将周围世界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并认为被分解出来的各种对象物之
间的对立、差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因此，笔者认
为就其思维模式而论，它们本质上都是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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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思维模式虽然直接源于笛卡尔的二元论世界观，但实际上这一思维模
式远在古希腊时代就被当时的希腊思想家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比如德谟克利特的
将原子和虚空看成是两种独立自存的本质存在物的思想；柏拉图的现象世界是理
念世界不完美的摹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月下世界和月上世界是两种本质不
同的世界的思想；等等，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想。 这一思维模式自古希腊开始，一
直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影响着整个西方文化的变化、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没有这一思维模式，西方文化将不可能被如此这般地建构出来。 东方人若不借
助这一思维模式，就很难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

二元论思维模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它是意识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
由混沌走向有序的方法论基础。 千百年来，意识人类正是凭借着这种思维模式逐
渐地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和创造了辉煌灿烂、极度发达的人的世界，而且一次又
一次地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动物之王。 但是，这一思维模式不
过是意识人类自觉不自觉使用过的多种思维模式中的一种，如果执守或执著于这
一思维模式，势必大大地限制意识人类的视野和活动领域。

二元论思维模式是西方人自觉不自觉坚持并遵循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 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思维模式从根本上限制了西方思想家的眼界，致使他们中的
许多人像堂· 吉诃德似的迷执于斗争、对立，而不清楚斗争、对立的对象和意义。
尽管在西方历史上过去、现在都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意识到了二元论思维模式之
不足，并尝试着通过否定上帝，或否定物质及客观实在性，或否定精神实体，或发明
辩证思维方法，或对本体问题存而不论等方式来扬弃这一思维模式，但由于西方思
想家始终坚持或在潜意识中认可“心是什么？ 非物！ 物是什么？ 决非心！”①这一

基本观点，致使所有企图扬弃这一思维模式的努力，都最终消融于身心二元论这一
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超强引力场”中，致使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以及
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近现代东方思想家，在二元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１．１．２　单元论思维模式

与西方二元论思维模式及其变形———一元论和多元论思维模式相对应的，是
主要由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家特别加以发展了的单元论思维模式。

单元论思维模式是着重从统一、同一的角度去看待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综合性
思维模式，可简称为“Ａ不异 Ｂ，Ｂ不异 Ａ，Ａ即是 Ｂ，Ｂ即是 Ａ”（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ＡＢ不二”模式。

这一思维模式严格说起来，并不完全抹杀将周围世界分解为不同的对象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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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也不否认在不同对象物之间存在着对立、差异，只是反对将本来是一个整体
的单元世界割裂成彼此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多元世界，即反对执著于对象物之间
的对立、差异，反对将这些对立、差异绝对化，坚持不同对象物之间统一、同一是绝
对的、无条件的，对立、差异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观点，坚持主要用综合的方法去描
述言说周围世界。 这一思维模式并不抹杀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建构某种东西为
现象世界之本原或始元的意义，也不否认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对立、差异，但是
反对将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割裂为两片，反对将本体世界看做是现象世界如此这
般存在变化之最终原因的一元决定论观点，坚持即本体世界即现象世界或本体世
界与现象世界不二的观点，即坚持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统一、同一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对立、差异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观点。

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就其思维模式而论，主要是单元论或不二论。
下面我们仅以熊十力的不二论思想为例来展开这一基本认识的论述。

①单元论思维模式即不二论思维模式。 在熊十力的学术生涯中，一直重视用
不二论思维模式来运作、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曾以这一思维模式对自己一生
的思想作了如下总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及于天。 此枟中庸枠赞
圣之辞，非真于圣学洞彻渊奥者，莫能言也。 内圣外王大备之鸿规。 本体、现象不
二。 （遗现象而求本体，是宗教之迷也。）道、器不二。 （道者，本体之目。 器，谓物
质宇宙。 准上可知。）天、人不二。 （天者，道之异名，是人生之大原也。 人生与其
所由生之大原不二，正如‘众沤’与其所由生之大海水，不可析为二也。）心、物不
二。 （心物，本实体流行之两方面。）理、欲不二。 动静不二。 （动而不乱、是动亦静
也。 静而不滞，是静亦动也。 大化流行之妙如是。 人生不可屏动而求静，亦未可器
动而失静。）知、行不二。 （枟中庸枠言修学之方，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理论不践之于行事，则其理论空浮而无实，佛云戏论是也。）德慧、知识不二。
（正智无迷妄，与道德合一，故云德慧。 通常所云知识，未足语此。 而圣学则启导人
深造乎知识即德慧之地。）成己、成物不二。 （治心养心之道，是成己之实基也。 裁
成天地，辅相万物，乃至位天地、育万物，是成物之极致也。 人心与天地万物，本通
为一体。 故圣学非是遗天地万物而徒追求诸心，遂谓之学也。 ⋯⋯治心者，治其僻
执小已之私，去迷妄之根也。 养心者，充养其本心天然之明，而不遗物以沦于虚。
不遗物以沦于虚，故穷物理、尽物性、极乎裁成辅相位育之盛。 故成己成物是一事。
非可遗天地万物而徒为明心之学也。 成已成物，是人人所应自勉之本分事。）”①总

之，在熊十力看来，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以及不同对象物或方面之间不是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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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即此即彼的一体两面关系。 “即此即彼”既不同于此非彼、
彼非此的二元论或多元论，也不同于此决定彼或彼决定此的一元决定论，即此即彼
是“虽有分，而实不二”的单元论。

②“体用不二”是熊十力枟新唯识论枠的核心观点。 （“体用不二”不是熊十力最
早提出的，但他对“体用不二”作了最为集中、系统的论述。）“体用不二”与东方传
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心物不二”、“即用即体”、“无为而无不为”、“既出世又
入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等显章名句一样，都是单元论或不二论思维模式的集中表现。 熊十
力等提出“体用不二”，并不是要抹杀或否认体用之间的差异、对立，而是强调不能
因体用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差异而将二者割裂为两片。 “他认为，本体与现象、本
体与功用是不可能割裂成两片的。 他常常借用佛教中的‘海水与波’、‘海水与众
沤’的比喻来说明体用关系。 大海水是离不开‘众沤’（水泡）而独存的，大海水即
是‘众沤’自身。 如果说大海水是本体，其固有的腾跃不住是功用，则‘众沤’就是
大海水腾跃不住的显现（即现象）。 在熊十力哲学体系中，本体即是功用，也即是
现象。 他认为，那种在变动与生灭的宇宙背后另立一不变不动不生不灭之主宰者
的看法是错误的，‘误计本体是超脱于现象界之上，或隐于现象界之背后而为现象
作根源’的，无异于‘头上安头’。”①总之，在熊十力看来，即本体世界即现象世界，
本体现象不二或本体功用不二（即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对立、差异是相
对的、有条件的，统一、同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单元论思维模式是“始于合，中于分，终于合”②的思维模式，是能够有效运作、
建构融各种本体论思想于一体的圆融无碍之哲学或宗教的思维模式，是能够将不
同对象物或认知方面合多为一或合二为一并了无痕迹的思维模式，是在印度佛教
和中国的儒家、道家、禅宗思想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的思维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单元论思维模式是设定、建构和运作东方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 若没有这
一思维模式，东方文化将不可能被如此这般地设定建构出来；若不借助这一思维模
式，西方人包括遗忘了传统文化的东方人将很难理解和把握东方传统文化及其历
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

依照东方思想家发明的单元论或不二论思维模式，可以将历代西方思想家所
坚持的身非心或物质非意识的二元对立关系，转化为即身即心或即物质即意识的
单元不二或一体两面关系。 这自然就避免了因身心不统一或物质意识对立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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