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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便是世界的基本面貌①

———从 “对立的同一与统一”谈起

庞　朴

人们多半相信，世界及其万事万物，都是由互相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组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可以分解为二的。这个 “二”，

不是互不相干的因素，恰是正相对立的双方。展现这种分合的学问，叫

做辩证法；用以处理事务的辩证法，叫做辩证方法。在中国，喜欢简称

辩证法及辩证方法为 “一分为二”，或者叫 “两点论”。

一分为二这个词，在我国学术史中，结胎于 《易·系辞上》的 “分

而为二以象两”，成形于隋代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注》所谓的 “一分为

二谓天地”，兴盛于北宋邵雍的宇宙生成说；而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大

１

① ２００２年夏，当 《“三分法”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角研究》书稿清样出来以后，

作者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赐序，庞老先生欣然同意，并将其新作传真过来，是为

序。但现在已过了１０年，书名亦改为 《三维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角研究》。特在此说

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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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

从学术史来看，“一分为二”这个词，最初与辩证法并没有太深的关

系；就内容而言，它也只是强调了事物的分解方面，并未指明对立的统

合。因而用它来标示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至少，也有片面之

虞之嫌。

与一分为二的说法相近而又避免了其疏漏的另一说法，当推列宁在

《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说的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

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是辩证法的实质”一语。这里完整列出了三个重

要的因素：统一物，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互相关联的对立面。首先

是统一物，它意味着任一事物既是一，又是多，即由不同物统合而成；

这些不同物，原是两个对立着的方面；而这两个对立面，既互相排斥，

又互相关联。这三个因素及其关系，便构成了辩证法的实质。这样的实

质，在全面辩解清楚了以后，为了简洁，也不妨用一分为二来概括。那

时，所谓的 “一”，便是统一物；它既是一，又是多。所谓 “二”，便是

对立面，它们既对立，又同一。至于 “分”，则意味着合，既然一 “分

为”二，则二曾经合为一，或将要合为一，正在合为一。

对一分为二作这样的了解，或将辩证法的实质概括为这样的一分为

二，以取其简便，是可行的。可惜的是，我们在学术著作中和实际生活

中所碰到的一分为二说，大多并不具备这样多的内容，而往往只是强调

了其中的一个片面，强调分为对立面及它们的对立与斗争。以至于，它

们的一分为二说，便不成其为完整的辩证法，而往往引向或成为辩证法

的反面———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突出对立性和强调斗争性，阉割同一性和

否认统一性，是一种剑拔弩张式的形而上学，或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

我们知道，一事物中的两个方面，不仅是对立着的，而且还是同一

着的。正是同一，为对立提供了基地；一如对立为同一提供了内容一样。

离开同一的对立，和离开对立的同一一样，本是不存在的。就主观认识

来说，能以认识对立面之为对立，并不需要多大本事或经过多少思维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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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而要能够把握对立面的同一，或从对立面的同一中来把握对立面，

却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事。因之，关于对立面的同一性，辩证法的大

师们多有明确的表述。黑格尔的 《逻辑学》和 《小逻辑》的全部内容，

便是同一性的全部面貌的逐步展现：第一篇存在论，体现对立面的互相

过渡；第二篇本质论，体现对立面的互相映现；第三篇概念论，体现对

立面的直接同一。到了马克思，在具体运用对立同一的方法去分析社会

与历史的同时，更曾以 “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为例，指明对立同

一性所包含的如下三个方面：

１．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２．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

依存……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３．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

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生产生产出消费①。列宁在 《哲学

笔记》中，也曾一再重复同一性的这三种形式，说： “不仅是 （１）一切

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 （２）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

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 （３）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

尔的主要东西。”②

中国的 《老子》一书是运用对立观念来探寻世界本原论述事物本性

的著名经典，关于对立同一的形式，它虽有着自己独到的表述方法，但

也未出上述三个方面。请看以下三组事例：

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

相随。（二章）

２．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二十二

章）

３．故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

３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４３页。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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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四十一章）

这三组事例分别显示了三种形式的对立关系。第一组的 “相”，指的

是互相，就是上述的 “以对方为媒介”、 “相互依存”或 “不可分割的联

系”的意思。第二组的 “则”，联系着原因和结果，就是上述的 “当自己

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 “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即相互转化。

第三组的 “若”，义为如同、好像，也就是上述的 “直接的同一性”或

“对立面的同一”，相互即是。

当然，《老子》中也用过一些别的字样来表示对立的不同关系，但都

未曾超出三者以外，都可隶属在这三种之中。譬如 “必”，有 “甚爱必大

费，多藏必厚亡”、“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等句，其实也就是 “则”

即互相转化的意思，只是突出强调其必然性而已。再如 “大方无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等否定提法，

其实也就是上述的 “若”或互相即是的意思 （大方无隅＝大方若圆，大

音希声＝大音若喑，知者不言＝大辩若讷），只是采用了否定的形式，以

示其恍惚而已。也许还能找出一些不甚鲜明的别的提法来，但都不会越

出对立两者在逻辑上所可能存在的那三种状态。

有趣的是，仔细审视同一性的这三种形式，我们将能看到，三者正

好构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其所谓的直接同一，无异于说，此就是彼，

或Ａ是Ｂ；而相互依存或不可分割的联系则意味着，此不是彼，或Ａ不

是Ｂ；最后，相互转化或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则等于说，此方既不

是彼方又是彼方，或Ａ既不是Ｂ又是Ｂ。这种逻辑的必然的划分，反映

着一切对立的本质联系，缺一不可，全面掌握这三个方面，便能使我们

深刻了解事物的真相。

可是多年来，学术界和教科书在谈到对立同一时，总不愿意完整地

介绍大师们的这些经典说法，而只是说同一性具有两个方面，一个叫相

互联系，一个叫相互转化；至于直接的同一性一节，则对不起，大概被

当作黑格尔的梦呓，给悄悄地隐瞒起来，或者被视为洗澡水，倒进下水

沟里去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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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同一性的三种形式中，正是直接同一这一式，最能充分显示

出对立的同一来；其他两式，对立的色调似乎更浓些。这也许又是直接

同一之招来阉割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在观感上，给人以放弃对立模糊对

立的印象，而这一点，正是某些主流意识所绝不容其自由存在的。

阉割了直接同一性，只留下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两条，其带来的直

接观感是，一分为二的架势因之突出出来了，而二合为一的险象则不再

存在。因为联系与转化，是以对立的存在与确认为条件，即以分为二为

前提的；没有分立的二，何以联系与转化？而直接同一一条，则势在消

解这种对立，趋向合而为一；所以它之遭到偏爱对立斗争者的刀斧，原

是命中注定之事。其实，同一性之三式中，分与合之如此交叉并存，本

是辩证法之所以辩证的得意之笔；只是对那些惯于直线思维的脑袋来说，

方才成为难以理解的纽结和难以容忍的异类。多年来一分为二之所以当

令、同一性之所以肢解者，盖由于此。

对立同一理论之不被理解，还表现在 “同一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 “统一

（Ｕｎｉｔｙ）”混乱不清上。在许多涉及辩证法的著作或言论中，同一与统一

都是被当作同义词，随便使用的。至于其确切所指，则需视上下文义而

定。其实严格说来，或就其本来的意义说，所谓对立同一，是说对立者

具有着与其对立面同一的属性 （表现为上述的三种形式），因而虽然对

立，却不曾分裂也不可分离。而所谓的对立统一，说的则是对立者如何

统合成为一物，如何曾经是统一物，以及如何将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物的

问题。同一在于性，所回答的是对立何以或为何不可分离的问题；统一

归于体，所回答的是对立如何或怎样不可分离的问题。分不清同一和统

一，也大大有损于对对立同一规律的认识。

对立统一，或对立者统合而为一物，也有三种形式。它们分别是：

包、超、导。

所谓包，是说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Ａ，Ｂ），以肯定的方式统合为一，

组成一个新的有异于对立二者的统一体 （亦Ａ亦Ｂ）。当代英国科学哲学

家卡尔·波普尔 （Ｋａｒｌ　Ｒ．Ｐｏｐｐｅｒ）的世界３的理论，可以视为一例。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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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以区分出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

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

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①。他所谓的第一世界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物质世界或客观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主观世界。这

些都没有什么新鲜。波普尔的发明在第三世界或如他后来爱说的世界３

即客观意义的主观世界上。他认为，世界３ “只是在它的起源上是人造

的，而理论一旦存在，就开始有一个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会产生以前

不能预见到的结果，它们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他断定，从 “本体论方

面来说，世界３是自主的”，它们是没有认识者的认识，即没有认识主体

的客观意义的知识或观念②。或者不如简单点说，世界３既是物质世界又

是精神世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精神化的物质世界或物质化的精神世界。

波普尔相信，他的这个理论使他打破了 “西方哲学的种种身心二元

论”的格局；这种格局，除柏拉图、斯多噶派等少数哲学家外，一直困

扰着整个西方哲学③。同意或者不同意波普尔的世界观，在此无关紧要，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个以包含的形式将对立双方合

而为一的绝大事例。

类似的现象到处都有，常为人们乐道的中国政治文化面貌，所谓的

“阳儒阴法”，便是其一。据说西汉宣帝时，太子认为皇帝 “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皇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

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王道、霸道，本是儒法两家所

倡导的两种对立着的政治哲学，各有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合则两美，离

则俱丧。汉宣帝所说的 “霸王道杂之”，便是熔化二者于一炉而成一新的

统一体的意思。此后至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状况一直如此。

这些大的事例之外，再如交响乐，便是统合丝竹鼓钹疾徐低昂种种

６

①

②

③

见 《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学术文库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９页。

同上书，第４１２、３７０、３１２页。

同上书，第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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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而成的浑然一体；庄子所倡的游世，或后来所谓 “世出世”，便是兼

取入世、出世而得的第三种处世态度；感性认识的具体，知性认识的抽

象，统合而成抽象而具体、具体而抽象的理性认识；一阴一阳之谓道，

允文允武颂其德，意味着亦阴亦阳的宇宙之道，又文又武的其人之德，

是包容了对立两者而成的统一体。如此等等。

其实说穿了，“一切事物都是将普遍与个别结合起来的特殊。但自然

软弱无力使得它自身不能够纯粹地表述出逻辑的形式”①，有待于人类去

予以表述而已。黑格尔于是证明，一切事物都是三段式推论的中项，或

者说，是一个包容了普遍与个别的特殊统一体。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话

来说，那就是，是一个包容形式的对立统一。

如果对立着的两个方面，以否定的形式统合为一，构成一个新的统

一体 （非Ａ非Ｂ），那便是超，超越对立双方而成的统一。

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转述柏拉图关于事物之数学性质的观点道：“‘事

物的数学性质存在于单纯的感性事物与理念之外，存在于二者之间。它

与感性事物有别，因为它是无限的 （一种非感性的东西）和不动的 （不

变的）。它与理念有别，因为它包含着多，因而彼此能够相似；每一理念

（普遍，类）对于自己都只是一’，———但数是可重复的。因此数不是感

性的，但是也还不是思想。”②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数学性质，

都是可数的或可图形的；这一性质，不同于可感的感性性质和可思的理

性性质，它是二者的否定，超乎二者之上，并正以此而与二者相联，成

为二者的统合。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阵营之内，尔我惺惺

相惜，如手如足；阵营之间，彼此眈眈虎视，如鬼如蜮。半个世纪来，

这种内我外敌格局所结成的后果，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痛苦，让人们积累

了不少教训。直到世纪之末，一些有识之士方才终于在结盟与敌对之外，

７

①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４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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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另一种国家之间彼此相处的方式，那就是伙伴关系———一种超乎

敌我之上的合作互助的朋友关系。本来，人群分为敌友我，乃是人类早

已熟知的常识。但在２０世纪末叶，政治家们重新知道朋友关系的意义，

却是用鲜血和苦难换来的，是通过对敌我对峙局面的否定而省悟出来的。

因而，朋友在这里，便成了超乎对立的第三者，或者说是对立的否定的

统一，一个新的一。

佛学爱用 “双照双非”来表述绝对。所谓的双照，如亦有亦无，亦

是亦非，即对立的肯定的统一，有如我们这里所说的包。所谓双非，如

非有非无，不生不灭，即对立的否定的统一，有如我们这里所说的超。

双照和双非，也是对立面，也还有一个再照和再非的问题。如此在无限

演进中存在着的绝对，便是翼于对立者的或包或超的第三者，是对立的

两种不同形式的统一。

对立统一的第三种形式是导，统一者主导着对立的两个方面 （Ａ统

ａｂ）。最简单的例证莫如硬币。硬币有两个面，字面和图面，或正面与反

面。此两个面统一为硬币之体；此硬币之体便主导着或统摄着字图两面，

而构成对立的一种统一形式。

亚当·斯密爱用 “看不见的手”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来说明市场机制。

这只手使资本家把追求自己利益与促进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使生产者和

消费者在产品多寡、价格升降、利润增减等方面达成一致。这只看不见

的手，便是这些对立面的主导者或统摄者。没有这只手，整个经济生活

和社会生活便将崩溃。

与看不见的手相映成趣的，我们先秦名家有一个看不见的脚的论题，

叫做 “鸡三足”。其说曰：“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

龙子·通变论》）所谓的 “谓鸡足”，是说名义上的鸡足，或足之名，或

足之所以为足者，或看不见的足；所谓的 “数足”，则是实际上的足，或

足之实，或足之为足，是看得见的足。这看得见的左右两只足，无疑是

对立着的；而协调它们指挥它们给它们以方向的，则是另一只看不见的

足。这是以夸张手法谈论对立之主导式统一的绝妙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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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善与恶，这个最与人类相关的对立两方面，既为对立，当然也

有一个统一的问题。只不过这一统一，既不应该是亦善亦恶的包容形式，

也不可能是不善不恶的超越形式，因为那样的既为善又为恶，或不为善

不为恶，都是人之作为社会存在所不应从事和不能忍受的。于是，善与

恶的统一，便只能统一于它们的主导者或统摄者，即人们所追求的至善

境界。

最能恰当表示主导式之对立统一者，莫如宋儒之 “心统性情”说。

性静情动，性体情用，性内情外，这是历来公认的对于性与情的了解；

至于二者之此等对立格局能否统一，如何统一，统一成什么，直到北宋

张载提出 “心统性情”说，方才圆满解决。张载说：“合性与知觉，有心

之名”（《正蒙·太和》），“心统性情者也”（《拾遗》，《张子全书》卷十

四）。就是说，心以知觉为特质，同时还统摄着性与情。朱熹对此有着很

好的发挥，他说：“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

也。”（《元亨利贞说》）“性只是理，情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

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答潘谦之》）“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

物而不分别也。”（《语类》五）这就是说，心、性、情是三件物事；其中

性与情，是对立的两面，心是性情的主宰和统一。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他

们对心性的具体规定，但对他们就其规定而安排出三者关系的方法，则

无可挑剔。因为这个方法本是现实辩证法的忠实反映。

关于对立统一的情景，大体如此。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如此这般

的统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都是否定之否定。而对立与统一，勿论其

形式如何，都是二与一，都是三，这便是世界的基本面貌。

我读了 《“三分法”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角研究》一书的清

样，更深感 “三”便是世界的本来面貌。王征国同志这一可喜的研究成

果，是 “十年磨一剑”而铸成的精心之作，特推荐它出版。我相信，这

本书的出版将为我国 “三分法”理论研究的深化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

学新视角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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