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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物质“定义”

“当精神未产生时，世界便是自然界；当精神从自然中产

生后，世界便变成‘客观现实’并与‘主观精神’相对应，其中主

观精神不过是客观现实的建构性反映与最高补充形态罢了。”

这“定义”与其他定义之最大不同是：它动态描述了“物

质”的哲学本质，描述了物质最具哲学性的运动过程，而不像

其他定义那样，静态地说：Ａ是Ｂ。

显然，它是一个科学的唯物论定义，肯定精神从自然演化

而来（科学揭示了这个演化过程），并且对自然本身具有“建构

性反映与最高补充形态”的意义与作用。由于它的动态性，因

此也是辩证的。而所谓“建构性反映与最高补充形态”含意

是：没有精神，自然也自己运动与存在下去，而有了精神，已化

为“客观现实”的自然其运动与存在便得到了“最高的补充”而

获得了新的运动方式，并且这种“补充”是通过精神对客观现

实的建构性反映而实现的。精神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从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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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镜像性反映，而是建设性反映，即通过建立一个相应的

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精神存在＇的反映。

世界是什么？世界即是“全部”、“一切所有”是宇宙。因

此“世界观”也被人称为“宇宙观”。“自然”又是什么？自然就

是自然而然的、还未涉及到任何人为精神的运动与存在。当

然，它的这种“自然而然”只有相对于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理

解。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有它自己固有的内在运动性及其力

量，这个运动力量使任何“存在”都变成一种“具体的存在”，而

任何具体存在又生生灭灭地遵从于这个自然之内在运动性。

因此在自然看来，运动高于存在，存在不过是运动的具体承担

者。至于自然总是表现为无限量的“物理物质的存在”，那不

过是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存在形态而已。

有意思的是，如果存在着比地球人类更高级的精神生物，

那他们肯定会将地球上所演化出来的这个精神也看成是纯粹

的自然因素，就像地球人类把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及其意识都

看成自然的一部分，唯独不把自己及自己的精神看成是自然

因素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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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存在

在这一章里，我们必须自问，不论就哪种意义来说，究竟

有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是否有一个具有某些内在性质的桌

子，我不看它的时候也继续存在着呢？抑或这个桌子只不过

是我的幻想的产物，是一场大梦中梦见的桌子呢？这个问题

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独立存在，我

们也便不能肯定别人身体的独立存在，因此便更不能肯定别

人心灵的存在了；因为除了凭借观察他们的身体而得到的那

些根据而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根据可以相信他们也有心灵。

这样，倘使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独立存在，那么我们就会孤零

零地落在一片沙漠里———也许真是这样：整个外在世界只不

过是一场梦境，唯有我们才存在着。但这是一种不大愉快的

可能性；尽管不能严格证明它是虚妄的，然而也没有丝毫理由

来假设它就是正确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必须明了为什么会

如此。

在我们开始研究可疑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找出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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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已经确定了的某一点作为出发点。虽然我们怀疑桌子的

物理存在，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感觉材料的存在，它使我们认为

有一个桌子；我们并不怀疑我们观看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定的

颜色和形状；我们接下去就可以经验到某种硬度的感觉。这

一切心理的东西，我们并不怀疑。事实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怀

疑，但是最低限度，我们的某些直接经验似乎是绝对可以肯

定的。

笛卡儿（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年），这位近代哲学的奠定者，曾创

出一种方法，即至今还有用的系统的怀疑法。凡是他不曾看

得十分清楚明白的事物，他决不相信是真的。任何事物，只要

他认为可以怀疑的，他就怀疑，直到无可怀疑为止。运用这种

方法，他逐渐相信他所能完全肯定的唯一存在就是他自己的

存在。他想像有一个骗人的魔鬼以连续不断的幻景把不真实

的事物呈现给他的感官；在他看来，这种魔鬼的存在虽然是难

以置信的，但是仍然是有可能的，因此对于凭借感官所觉察到

的事物加以怀疑也就是可能的。

但是，怀疑他自己的存在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他不存

在的话，就没有魔鬼能够骗他。如果他怀疑，那么他就必然存

在；如果他有过什么经验，那么他也必然存在。这样，他自己

的存在对于他便是绝对可靠的了，他说：“我思，故我在。”

（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他就在这种正确可靠性的基础之上，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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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建立起被他的怀疑所摧毁了的知识世界。由于创造了怀

疑法，又由于指出主观的事物是最可靠的，笛卡儿对于哲学便

完成了一桩伟大的贡献，使他至今对于一切学哲学的人都还

是有用的。

但是使用笛卡儿的论证时须要注意：“我思，故我在”这句

话毋宁比严格确定的东西说得多了一些。仿佛我们都能够十

分肯定，今天的我们就是昨天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这无疑

是真的。但是实在的自我就和实在的桌子是一样地难于达

到，而且似乎它也不具有属于特殊经验的那种绝对令人信服

的可靠性。当我看我的桌子而看见某种棕色的时候，我马上

可以十分肯定的并不是“我看见了棕色”而是“棕色被看见

了”。当然其中包括那看见了棕色的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

但是它本身并不包括我们所称之为“我”的那个多少有持久性

的人。就当下的可靠性而论，很可能是：那个看见棕色的某种

东西完全是瞬间的，它和下一瞬间具有不同经验的某种东西

并不是同一个。

这样说来，具有原始可靠性的，就是我们的特殊思想和感

情了。这不但可以适用于正常的知觉，也一样可以适用于梦

境和幻觉。当我们梦见或看见鬼的时候，的确我们可以有并

自以为有看见了鬼的感觉，但是由于各种理由，我们可以坚持

这样的见解：并没有物理的客体和这些感觉相应。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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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的自身经验的意识，其确切可靠性是不容加以任何

限制并允许有例外的。于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着一个坚固

的基础，可以由此开始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

我们所必须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就算我们肯定了自己的

感觉材料，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

物理客体的某种东西存在的标志呢？当我们列举我们自然而

然地会认为与桌子相联系的一切感觉材料的时候，我们是否

已经说尽了有关桌子的一切呢？或者是否还有不是感觉材料

的某种别的东西，在我们离开屋子的时候，仍然继续存在着

呢？常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有。一个可以买卖、可以推来推

去，又可以铺上一块布等等的东西，不可能仅仅是感觉材料的

集合而已。倘若用布把桌子完全盖起来，那我们从桌子就得

不到感觉材料了；因此，倘若桌子真的仅是感觉材料的话，那

它就会中止其存在，而那块布便会出于一种奇迹而在桌子原

来的地方悬空放着了。这种见解显然是荒谬的；但是要想做

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

我们之所以觉得在感觉材料以外还应当有一个物理的客

体，其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要求不同的人都有着同一个客体。

当十个人围着一张餐桌坐着的时候，若坚持说他们所看见的

不是同一块台布，不是同一的那些刀叉、调羹和玻璃杯，那就

荒谬可笑了。但是，感觉材料对每个人都是个人的，而直接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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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这个人视界的东西，并不就是直接呈现于另一个人视界

的东西；大家都从略微不同的观点去看事物，因此看事物也就

略有差异。因此，倘若真有共同的中立的客体存在，这种客体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许多不同的人又是可能认知的话；那么就

一定有某种东西是超出于不同的人所见的个人的特殊的感觉

材料之外与之上的。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有这种共同

的中立的客体呢？

我们自然而然会遇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尽管不同的人可

以稍有差异地来看桌子，但是他们看桌子的时候所看见的总

还是一些类似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见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也

是服从光线的远近和反射定律的；所以便很容易下结论说，有

一种持久的客体构成了所有不同的人的感觉材料。我向这间

房的旧房客买下了我这张桌子；我买不来他的感觉材料，他的

感觉材料在他走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我却能够买、也的确买

来了可以信得过，多多少少是与之相类似的感觉材料的期待。

所以，事实是：不同的人们都有着相类似的感觉材料，而一个

人在不同的时间，只要是在一定的地点，也会有相类似的感觉

材料。这就使我们可以假定：超乎感觉材料之外与之上，一定

有一个持久性的共同客体，它是构成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

感觉材料的基础或原因。

以上这些考虑都假设在我们自己以外还有别的人，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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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而论，这些考虑都是错误的。别人之所以在我面前呈

现，是由于某些感觉材料，譬如他们的样子或他们的声音；但

是如果我没有理由相信原来就有着不依赖于我的感觉材料而

独立存在的物体，那么除了别人是我梦中的一部分之外，我便

没有理由来相信别人的存在了。这样，当我们想要指明一定

有客体是不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感觉材料而独立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诉诸于别人的验证了，因为这一验证本身就是感

觉材料组成的，而且除非我们自己的感觉材料是木依赖于我

们而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标志，否则这一验证就不能揭示出别

人的经验。因此，倘若可能的话，我们就必须在自己的个人经

验里找出某些特征来，以便足以证明、或者有可能证明世界上

除我们自身和个人经验而外，也还有别的事物存在着。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在我们自身之外

和我们经验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世界是由我自己、我的

思想、感情和感觉所组成的，其余一切都纯属幻想，———这种

假设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谬误。在梦里，似乎也可以有一个

极其错综复杂的世界，可是一觉醒来我们就发现它是一场虚

幻了。这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梦里的感觉材料仿佛是和我们

从自己的感觉材料所自然而然地推论出来的那些物理客体是

不相应的。（的确，一旦假定有物理世界存在；就可能给梦境

里的感觉材料找出物理的原因：比方说，一声门响可以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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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一场海战。但是，在这种情形中虽然感觉材料有一个物

理的原因，却没有一个物体，像一场真正的海战那样和感觉材

料相应。）我们若假设整个人生是一场梦，而在这场梦里我们

自己创造出一切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客体，这个假设在逻辑上

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它并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事，可是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它就是真确的；事实上，从作

为一种说明我们生活事实的方法来看，这个假设就不如常识

的假设来得简单，常识的假设是：确实有着不依赖于我们而独

立存在的客体，这些客体对我们所起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感觉

发生的原因。

要是假定真有物体，问题自然就简单了；这一点是显而易

见的。倘若有一只猫某一瞬间出现在屋子的某一角落，而下

一瞬间又出现在另一个角落；那么，我们自然会假定：它从房

屋的某一部分经过一系列的中间部分而走到了另一部分。但

是，如果猫只是一组感觉材料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走过我不

曾看到它的任何地方；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假定：在我不看它

的时候，它根本不存在；不过它在一个新地方突然之间又出现

了。倘若这只猫不论我看见或不看见都是存在着的话，那么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来了解它如何会在两餐之间

渐渐地觉得肚子饿；但是，倘若在我不看见它时它并不存在，

那么，不存在时它的食欲竟会和存在时一样地增加得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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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荒诞的了。再者，这只猫如果仅仅是感觉材料组成的，

那么它便不会饿，因为除了我自己的饥饿以外，没有别的饥饿

能够对我成为感觉材料。这样，对我表现成其为一只猫的那

些感觉材料的行为，虽然把它看成为饥饿的表现仿佛是十分

自然的，但是要把它看成为只是一片颜色的运动和变化，就极

其费解了；一个三角形既不会踢足球，一片颜色自然也不会

饥饿。

但是，猫这个例子的困难性比起人的困难性来就要小得

多了。人说话时———也就是说，我们听见某些声音，把它们和

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看见嘴唇的某些动作和面部表情

时，———我们很难设想：我们所听见的并不是一种思想的表

达；因为我们知道倘使我们也发出同样的声音来，的确也是如

此。当然，在梦里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在梦中，对于别人的

存在是会犯错误的。但是，梦总是或多或少受着我们醒时生

活的暗示，倘若我们假定真有一个物理世界存在，那么梦多少

是可以根据科学的原则得到说明的。这样，每一条简单的原

理都使我们接受这一自然的观点：除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感

觉材料以外，确实还有客体，它们的存在是不依赖于我们对它

们的觉察的。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是凭借论证才相信有一个独立的外

在世界的。我们一开始思索时，就发现我们已经具有这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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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了：那就是所谓的本能的信仰。在视觉中，感觉材料本身被

人本能地信为是独立的客体，但是论证却指明客体不可能和

感觉材料同一；我们永远不会对这种信仰产生怀疑。这种发

现在味觉、嗅觉和听觉的事例中一点也不矛盾，只是在触觉中

稍微有一点。然而我们还是相信的确有和我们的感觉材料相

应的客体，我们本能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减弱。既然这种信仰

不会引起任何疑难，反倒使我们经验的叙述简单化和系统化，

所以就使人没有理由不接受它。因此尽管梦境引起人怀疑外

部世界，我们还是可以承认外部世界的确存在着，而且它的存

在并不有赖于我们不断觉察它。

使我们能做出这个结论的论证，无疑不如我们所希望的

那样有力，但是它在许多哲学论证中却是典型的，因此，就值

得对于它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简略地加以考虑了。我们发现，

一切知识都必须根据我们的本能信仰而建立起来，如果这些

本能信仰被否定，便无所谓知识了。但是，我们的本能信仰

中，有些信仰比起别的要有力得多；同时，其中许多信仰由于

习惯和联想又和其他信仰纠缠在一起。这些所谓其他信仰其

实并不是本能的，只不过被人误认为是本能信仰的一部分

罢了。

哲学应当为我们指明本能信仰的层次，从我们所最坚持

的那些信仰开始，并且尽可能把每种信仰都从不相干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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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中孤立出来、游离出来。应当慎重指出，我们的本能信仰

在其最后所采取的形式中，不应当互相抵触，而应当构成一个

和谐的体系。一种本能信仰，除非和别的信仰抵触，否则就永

远没有任何理由不被接受；因此，如果发现它们可以彼此和

谐，那么整个体系就是值得接受的。

当然，我们全部的信仰或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是可能错误

的，因此，对一切信仰都至少应当稍有存疑。但是，除非我们以

某种别的信仰为根据，否则，我们便不可能有理由拒绝一种信

仰。因此，通过组织我们的本能信仰和它们的结论，通过考查

其中哪些（如果必要的话）是可能修正的，哪些是可以放弃的，

然后把我们所本能信仰的东西当作是我们唯一的材料来接受；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知识有条理、有系统，虽然

其中仍有错误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

且由于默认之前所进行的批判的检查，错误的可能便减少了。

这个任务至少是哲学所能够完成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正

确地或错误地相信哲学能作得要比这多得多，———相信它能

提供我们有关宇宙整体的知识、有关最根本的“实在”的性质

的知识，这些都是用别种方法所不能获得的。不论事实是否

如此，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谦逊的任务，哲学必须完成，而且

对于那些曾一度开始怀疑常识的确切性的人们，哲学也必然

足以证明：哲学问题所包含的辛勤艰苦的劳动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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