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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精神生活的思想传统

　　　　及其批判

　　人不仅是感性肉体的存在，而且是有意识的精神性存在。因此，人不仅

要安顿自己的肉体，而且要安顿好自己的精神。人的生活不仅表现为物质生

活，也表现为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前提，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和内在的超越性。精神生活总是要超越物质生活的限制，力求向意识深

处挺进，不断地提升自我，敞开相对自足和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精神生活

在其本质上是寻求意义的生活。它总是试图去寻求对生活的理解，探究生活

的意义，为人的生活提供 “普照的光”。精神生活的意义追求往往为人的生活

提供动力支撑，使人的生活得到充实和丰富。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作为两种内在关联又具有异质性的生活样式，它们

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生活矛盾的基本领域。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之一，

精神生活是人类生命获得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生活样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质、

价值追求、文化教养乃至一个民族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表征。在传统

哲学以及传统社会的视野中，精神生活表现为超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征，

但是二者囿于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层面上的内在缺陷，呈现出抽象性和直观

性的特点，不能真实反映精神生活的真正内容与真实意义。

本部分内容主要梳理传统哲学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观点，着重在思维方

式与价值取向的层面上，对精神生活的理论传统及其存在论基础进行系谱学

分析，阐明传统哲学所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超验主义与自然主义观点，澄

清精神生活理论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批判超验主义与自然主义观点的内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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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指出二者的共同症结及其思想影响。

一、精神生活的超验主义思想传统及其批判

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与身体的快乐，还是追求内心的平静自足和凝神沉

思的生活，起码在古希腊哲人的心目中，纯粹理性的精神生活是更有意义的

自由的生活，它能使生活本身获得内在的坚定性，因而是更值得过的生活。

哲学的思考本身甚至就是古希腊哲人心目中最合乎人性的精神生活的理想方

式。古希腊把精神生活理解为超感性的纯粹理性的沉思活动，理解为不包含

有任何实用目的的 “为知而知”的形上求知活动，同时认为这种沉思包含着

道德的向善的意义。在古代思辨哲学、意识哲学的框架内，精神生活作为超

验主义的神秘活动，甚至表现为像柏拉图所说的 “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

一切置之度外”① 的 “理性的迷狂”。应该说，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奠定了西方

追求超验主义的精神生活传统。

１．超验主义的本体论追寻

本体论追寻构成了西方哲学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总的世界观，西方传统哲

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理论方式，它所秉持的理性精神不断追问和终极关怀

的正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背后，找到一个具有绝对确定性的本体，

借此使千变万化的现象得到解释，也使整个生活世界获得向善的价值依据。

这集中表现为西方传统精神生活的超验主义的本体论追求。

在古希腊，精神生活的指向是对终极本体的认知，并且体现为对人生意

义的反思与省察，进而表现为对感性生活的鄙弃。因此，精神生活只能是少

数人的特权，是有闲暇之特殊阶层的远离日常感性世界的精神活动。按其自

身逻辑的发展，超验主义把精神生活的客观性内容剥离出来，使其仅仅成为

内在论唯心主义的主观性，它将不可避免地把精神生活导向彼岸世界的宗教

２

①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Ｍ］．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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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境域。在传统社会的人的依附性的存在状况下，“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

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超验的精

神生活为少数统治者所控制，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挤压，人的精

神生活只能围绕着物质生活而旋转，“灵与肉”、“理与欲”的矛盾异常尖锐。

传统哲学对精神生活的理解也是建立在本体论立场上的，它以对确定性

和普遍性的本体的追求为目标，理性的超验内涵成为精神生活的基础内核。

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生活的意义在于追求某种最终的远离尘

世的彼岸精神实体的观点，还是历经近代科学启蒙后的贝克莱、康德的本体

论追求，都体现着超验主义的特征。康德虽然在认识论上否定了把握本体的

可能，但同时他又把本体推向了道德实践的领域。在费希特的哲学中，这种

道德实践的原则成了真正现实的唯一基础，而这种现实的本质则是由活动着

的人的理性创造的，是与这种理性相统一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建立在其逻辑

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只有在逻辑范畴和逻辑联系中本体论才能发现其最恰当

的表述方式。所以黑格尔既使逻辑概念承受着本体论内容的过重负担，从而

将本体论的关系建构进逻辑之中，又时常由于把对本体论的认识掺进逻辑形

式中而在许多方面歪曲了它们。这种泛逻辑主义的本体论不是在思维中再现

现实，相反是在歪曲现实。

如何理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精神追求呢？蒯因的说法具有一定

的启发性。蒯因曾经就本体的理解问题提出过著名的 “本体论承诺”。他认

为，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何物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何

物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他看来，本体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问题，我

们对本体的追求，并不是真的有本体这个东西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本体的

存在不过是我们 “说”出来的，“说”即是一种承诺，但承诺仅仅是承诺，它

并不等于事实。虽然蒯因的 “本体论承诺”直接针对的是经验主义的实证性

原则，但他对本体的理解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蒯因本体论承诺命题的提

出，是在语言学的语境下做出的，“说”的问题在他那里直接表现为 “语言问

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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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语言所包含的语义虽然不一定都能够证实，但每一种言说都体现为一种

承诺。本体问题既然是承诺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我们为何要

承诺本体？我们为何要 “这样”承诺本体？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完全在蒯因的

理论兴趣之内。但我们也完全可以从中引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答案：我

们之所以要承诺本体，是因为我们 “需要”对本体的承诺；我们之所以 “这

样”承诺本体，是由于我们 “需要”“这样”的本体承诺。既然本体问题不是

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 “承诺”问题，那么，“承诺”只能是出于 “需要”，

“承诺”问题只能是一个 “价值”问题。我们之所以要 “承诺”本体和 “这

样”承诺，乃是由于这样做对我们有价值。尽管这种对本体的理解具有实用

主义的色彩，但它却为我们彰显出一种有意义的结论：所谓本体，其实就是

人的一种价值承诺。人的价值承诺是关乎人自身的，是关乎人自身的生存的。

所以，本体论的实质就是一种生存论的承诺。每一种哲学理论对本体的设定，

不过是先在地承诺和认定了这一本体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最高价值和意义。

或者可以说，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认为对人的生存最有价值的东西承诺为

本体。因此，对本体论的理解，必须立足于生存论的立场上来进行；本体论

的意蕴，需要在生存论的视域内来理解。这样看来，传统哲学的理性本体论

或知识本体论承诺的乃是：理性和知识对人的现实生存具有最大的价值。

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其实有着深层的生存论根据和逻辑，那就是

人的本性和人的生活 （包括精神生活在内）只有找到一个可靠的基础作为依

据才能在根本上挺立起来。在传统哲学超验主义的语境下，只有获得关于本

体的知识，人的精神才能找到自身可靠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

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支配下的人的精神生活才奠定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把对

理性的理解置放于关于本体的知识论立场上，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时代的人

们希望以关于本体的知识挺立人性，以理性维护生存的内在渴求。人们希冀

困窘的精神状况能在对理性知识的追求中获得改变，人的依附性生存状态能

凭借知识的力量得到解除。于是，理性自然而然地被提升为人性的本质，人

的精神生活自然也被定位于理性的思考。在人的理性能力尚不发达，人的生

存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时，知识只能体现为抽象的知识，超越性的理性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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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只能表现为纯粹理论的生活，即抽象化的精神生活。当人的理性能力得到

强化，人的生存获得了较为可靠的物质基础时，理性的抽象超越性便会让位

于现实的实证性。知识作为人的生存本体，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和确证，

知识也由抽象的、超验的知识转变为现实的、经验的知识。显然，在传统形

而上学的知识论立场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超验主义的生存论立场。在这

种立场中，理性的知识充当了生存的本体，理性被等于了生存，成为了人的

生存的全部规定性。于是，传统形而上学也就表现为追求超验本体的精神生

活。超验理性被作为人性的本质，人的精神生活就在传统理性观及传统哲学

的支配下得到了超验主义的诠释。这样的精神生活必然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

它在根底处指向纯粹理性的生活理想。

２．纯粹理性的精神生活理想

实现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性自觉是人的存在的内在要求。正是因为人是超

越性的存在，所以人类才不断地在精神领域反思自己的存在。“领悟一种状况

是导向支配该状况的第一步，因为，审视他和理解他唤起了改变他的存在的

意志……一旦成为这种状况中的一个主动参与者，那我就自然地想要干预这

种状况与我自身生存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也就是说，人们一边在生活，一边

在思考对生活的意识，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质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

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

界与人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

神状况”②。黑格尔在 《小逻辑》中谈到，“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

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③。回

归家园就是回归精神生活的内在性，就是回归精神生活的形上性，也就是人

应以纯粹理性尊重人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对人而言，生

命活动的较高的开端必然始于人的精神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信仰、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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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道德伦理、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正义感与生命激情的内心涌动，才能

使人以高尚的开端创造真正属于人的生活。”① 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

生也有言，“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成为 “大写意义上的人”，而

“大写意义上的人”就是不断追求并践行崇高的人，亦即成为坚守精神生活内

在诉求的人。

追求本体的精神生活在西方传统社会表现为纯粹理性的精神生活。理性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一向居于核心地位。在传统哲学中，理性被看作是整个世

界的本体，是人性的本质，是精神生活始终的向往和追求。在对理性的历史

考察中，我们能够把握到精神生活具有超验的理性化特征。黑格尔在 《哲学

全书》中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人们总是经常对理性说的很多，并诉诸理性，

却没有说它的确定性是什么，它是什么。”② 无论我们怎样理解理性，对理性

的理解都不可能脱离理性的传统。实际上，当苏格拉底试图以 “精神接生术”

来瓦解日常意识中已被直接接受了的各种观念，并力求从具体的事例中发展

出普遍的原则时，他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初步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寻求普遍性

的思想传统。如果说，苏格拉底凸显了理性对逻辑普遍性的追求，并试图建

构起一种达到普遍性的途径和方法，但他对这种逻辑普遍性自身的意识尚不

够明确的话，那么，柏拉图则沿着苏格拉底指引的方向，进一步追溯出一个

由纯粹思维和抽象概念构成的理念王国。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作为世界的本

体，它是普遍的共相和抽象的实体。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具有认识理念的能

力。他首次对人的灵魂做出了理性、激情、欲望的三重划分，并把理性视作

灵魂的最高原则，认为理性是不朽的，与神圣的理念相通，它使人与动物区

别开来。在 《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把人的灵魂比作双轮马车，把理性看作

是马车的驭手，激情和欲望则分别代表比较驯服和桀骜不驯的两匹不同的马。

他认为激情和欲望都需要理性的控制和支配。在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把理

性赋予了人的面目，而激情和欲望则以动物的形象来代表，理性与非理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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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分裂，它们对于人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理性成为了人性的象征。

“在柏拉图的神话中第一次出现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成了西方必须长期承

受的重负，直到二元论在现代文化中以最强烈的形式使人感受其存在。”① 同

时，在柏拉图那里，理性作为对感性生活的抛弃和对善的理念的趋赴，已被

抽象化为一种神圣的境界。柏拉图把理性的生活看作是人的最高级的、至善

的精神生活，看作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人沿着理性达到至善，在

对个体感性生存的消解中追求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成为人成神至圣的精神生

活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柏拉图进一步发扬了理性最初所具有的逻各斯内涵，那么，亚

里士多德则把理性所具有的努斯传统加以发展。亚里士多德引入 “隐德来希”

这一概念对理性本身进行了深入的目的论分析，他得出了 “理性和它的对象

是同一的”这一命题，认为理性追求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理性自身。理性

成为理性自身的目的，这一内在的目的论结构使理性获得纯粹的能动性。亚

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把人的存在问题归

结为人的本质问题，进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理性被看成了一个人真正

的自我，成为人存在的中心。他把求知看成是人的本性，为人的理性确立了

鲜明的知识论立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不仅是具有内在目的性的世界

本体，而且还是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既表现为人特有的超越感性

事物之上的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思辨能力，也表现为人控制自己的欲望以使其

向善的规范能力。前者称为 “理论理性”，后者称为 “实践理性”。在亚里士

多德看来，理论理性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把握可以使人达到至善，理性的生活

是合乎道德的幸福生活。人的德性只不过是与人的理性相适应的自然禀赋。

当然，这种倾向于获得德性的自然倾向最终实现为道德活动中的德性，需要

一个从潜在到现实的过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纯粹理

性的生活看成是最高尚的生活，视为最合乎自我本性的生活。这一点无疑是

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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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古希腊的发展脉络，使其具有的逻各斯和努斯的两种含义在发展

的过程中逐渐趋于融合，理性对抽象普遍性的追求与理性的能动超越性日趋

统一，西方理性在抽象化的路途中不断实现着能动的超越。同时，理性的存

在论内涵和价值论内涵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真即是善”成为理性的本然法

则。理性的认识论内涵则成为沟通存在论内涵与价值论内涵的桥梁。

古希腊人对于理性生活的渴望终于在中世纪蔓延成了 “无边无际的理性

主义”。上帝作为绝对理性的象征映衬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面对神圣化的上

帝，人们最终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性而以信仰的方式去膜拜它。虽然，在这一

时期，信仰也寻求理性，但信仰的绝对先在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经院哲学

家安瑟尔谟看来，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

是疏忽。但是，以信仰为前提的理性只能使自己屈从于信仰之中。实际上，

作为信仰对象的神圣上帝不过是人的理性的异化形式而已。它只是以一种异

在化的方式，表达了人对拥有绝对完满的理性的内在渴望。但这种绝对完满

的理性一旦被实体化，并成为外在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时候，人们便只能通

过信仰和神秘的体验与之进行沟通，只能在 “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中臣服

于这种神圣形象的统治。

１５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１６世纪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

运动，抹去了笼罩在世界之上的神秘面纱，启蒙理性把人从蒙昧的信仰中解

放出来。理性的启蒙使理性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思想家卡西尔在概括 “启蒙

时代的精神”时指出： “所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一个共同的力量中

心。形式的差别和多样性，只是一种同质的形成力量的充分体现。当１８世纪

想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力量时，就称之为 ‘理性’。理性成了１８世纪的汇聚

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

的一切成就。”① 理性从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反过来审视和动摇着信仰

的权威。人通过理性把从自己身上异化出去的本质力量还给了人自己。于是，

对理性的崇拜成为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普遍意识。在近代思想家们看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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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可以怀疑的，唯一不可怀疑的就是人的理性。现实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

法庭上接受质询和审问。人的理性既是揭示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某种绝对的认

识能力，又是衡量世界的普适性尺度。理性作为达到客观真理的可靠手段，

它使人从愚昧和落后状态中解除出来，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根本保证。

人凭借理性取代上帝而成为世界的主体，也凭借理性剥去了中世纪在自然界

上的神圣投影，把它变成了科学和技术可以控制的中性客体的领域。近代理

性主义的奠基者笛卡尔把知识和世界的确定性基础奠基在理性的 “我思”上，

康德则进一步把人的一切知识和实践的基础放在理性上。在他看来，人的理

性不仅可以为自然立法，而且也给人本身立法。给自然立法的是理论理性，

给人立法的是实践理性。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不是不同的理性，他们只

是同一个纯粹理性在自然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不同运用而已。作为整个西方理

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代言人，黑格尔克服了康德所发现的所谓的 “二律背反”

的限制，把理性发展成为集实体、主体、本体于一身的 “三位一体”的存在。

“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

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① 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被描述为

超历史的普遍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由此，黑格尔把近代理性推向了 “绝对

理性”的巅峰。

近代西方的理性观更加凸显了理性的认识论意蕴，张扬了理性的主体性。

“１８世纪在一种不同的、比较朴素的意义上看待理性。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

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 ‘天赋观’的总和。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

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

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② 理

性不再被当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被当作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同

时，近代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使人的理性拥有了外在的表征。它使人的理性

从形而上学的纯理论形式转化为工具理性的可供操作的实践形式。近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善，使理性作为人

９

①

②

黑格尔 ．小逻辑 ［Ｍ］．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８０．
卡西尔 ．启蒙哲学 ［Ｍ］．顾伟铭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１．



!"#$%&’()*+,-./

的本质力量得到了实际的确证。经过对中世纪 “信仰主义”的 “拨乱反正”

之后，近代启蒙理性开始真正对自己持有内在的确定性和无限的优越性意识。

尽管近代理性主义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质，但仔细追究起来，它与古代理

性观仍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与价值信念：世界是理性的存在；人的理性

是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人能凭借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把握而达到自由。在这

种理解中，理性本身展示出三种含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理性表现为一种

特殊的本质性存在，这种存在常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的

意义上，理性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它是一种与感性认识相区别的、

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认知能力；在价值论意义上，理性承诺着善的价值，

它本然地与善相通。理性的生活即是善的生活，是有道德的和自由的生活。

理性的三种含义在传统的理性观中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理性的存在论

内涵是其认识论内涵的基础。认识论内涵既体现了理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

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又为理性的存在论内涵提供了认识论根据。理性的价值

论内涵与认识论内涵是内在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价值论内涵是理性认识

论内涵所指向的必然结果，也是理性存在论内涵所具有的应然的价值取向。

传统理性观关于理性的理解，既体现了理性的普遍性特点，又体现了理

性的超越性特征。理性的普遍性是以超越的方式实现的。“理性是共相，共相

本身超出特殊，也超出一切特殊，理性只能是对限制的超越。”① 理性的超越

以普遍性为指向，不断向普遍性趋赴。理性的普遍性体现出强烈的逻各斯倾

向，理性的超越性则表现出鲜明的努斯精神。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统一，

在黑格尔那里终于演化成一个 “绝对的理性”。总体上看，追求纯粹理性的生

活，成为西方传统哲学所表达的精神追求。

３．超验主义精神生活传统的抽象性之批判

超验主义的精神生活是以追寻超验理性这一形上本体为指向的精神生活。

在西方传统社会，超验主义的精神生活是由传统形而上学支撑的，它一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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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又反过来成为支配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主导精神。

超验主义对理性本体的追求，首先是以对这一本体的先在设定为前提的。

它总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之外，去设定一个超越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本体，

并把这一本体作为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终极根据。古代形而上学理论

往往从对某种感性现象的直观中直接设定这一理性本体，近代形而上学理论

常常以理论推理的方式去推论出这一理性本体的存在。实际上，无论传统形

而上学理论以何种具体方式去设定这一理性本体，这一理性本体的存在都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先在的性质。超验主义不仅先在地承诺了理性本体的存在，

而且规定了理性本体相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现实的生活世界作为

理性本体的变体，需要通过理性本体来获得理解。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变动不

居的、个别性的、表象性的存在，是由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本体决定和制

约的。现实生活世界必须以理性本体为价值指向，不断向理性本体超越。对

理性本体的接近，便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提升。理性本体成为现实生活世界

的出发点和归宿。

既然理性本体的存在是先在设定的结果，那么超验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具

有抽象的性质。超验主义对理性本体的抽象设定，造成了二元对立的知性理

论格局。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现象、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感性等彼此对立，

并且在前者与后者之间形成了一种 “形而上学的等级秩序”，前者对于后者具

有先在的决定地位。为了实现对终极理性本体的追求，超验主义还以抽象的

方式去实现世界在形而上学理论中的统一性。它通过抽象的理性推论和非历

史的逻辑构造去整合二元对立，以还原主义的同一性思维去实现统一的 “理

性王国”梦想。在人的感性世界向这一 “理性王国”的趋赴中，人的生活世

界的感性特征被蒸发和抽象掉了，人的生存活动在抽象理性的超越中沦为

“无人身的理性活动”。

超验主义的理性观就其理论功能而言是解释性的，它对理性本体的承诺

是为了实现对世界的理性解释。在超验主义的理性观看来，现实生活世界的

改变，必须经由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解释来实现。解释是理性所具有的独特功

能。正是出于解释世界的需要，由超验主义理性观所主导的形而上学理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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