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并

达到顶峰的。他强调以“绝对理念”作为一切存在的木质和根据，它是能动的理
性，一切起源于 “绝对理念”又复归于它。最终黑格尔建立起了绝对同一的 、

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
    以理性的方式为“混沌”寻找根据，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从古

希腊开始并沿袭至今的，黑格尔将其发挥到极致。而老子仅以“观”便体验了物

我同一的超然，达到与“道”与“混沌”的融合。何以有如此大的认识上的反差?

中西文化本质的差异是否与此有关?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黑格尔与老子对“混
沌”的不同理解，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又都具有了同样的启示:本质存在于现象
中，本质在时空中开显自己。存在有认识自身的能力，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原是

冥合的。
    进行黑格尔与老子思想的比较，首先要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他们思想的源

流，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其发展、创新之处，同时也考察了两人对各自文

化的影响;其次要从现象学、时间观、认识论、方法论等角度进行两人思想的解
读，从中发现中西方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最后谈人的道德、人的自由何以可能即

善的实现问题。
    黑格尔作为西方理性的集大成者，他生后的哲学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儿种走

向: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回顾，
发现黑格尔将理性推上绝对高位决非偶然，而老子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
之一，其直观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本文通过比较理性与直观两种认识方式的
J性质和特点，试图揭示中西方文化本质的差异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混沌 ; 存在 ; 绝对理念; 道 ; 思辨概念



Surnrnary

    He罗loccuPlesaveryimPortantposltiQninW七steI’n Phy1osophy.Hereachedthesumnu tof

化centPhyloPhy山ldendeditHeemPhasiZed止口tabsolu协化韶佣的ility istheb出犯即dessence of

all翻5宜enceisthe activereason，仕口tanoriginales五勺mabsolute化土扣n的ilityandbacktoit

Fina】ly址built此的阳】u记lyuni忆dandall一 luded化asonmgsyslem.

    Butthe ideato6ndtheb山姆of的ySSinre创泊nlngway朗d户旧ve阮m如朋lityofexistenc.

began丘omAncientGreecetoHegelwboacc优nP】isbedittoits伴成Ctfoml.But，incbina肠。云

5加Plyex详们encedthe unityofobje比veworld即dself妙ob~ ce，胡d正acbedthestateof

山.jnte笋tionofTao&的ySS.叭币ythe代15批hag叱aldifference加tweentheirunde招tandls

th附 幼yrelationinthe di月免renceofoccidentalandorientalcu】tUre?T七e鸽questiooe招are the

训访妞ofthisthesis.Fromthe perspectiv.ofP卜即伽即ons加dy，thedifferentUnde招tandingof

Hegel&LaO五抽作the.same 耐ightme Ot:Fi口1‘‘Abyss，，ofNatU爬以妇.inPheno服no几比e

比serverand氏object哪山宙ed.刀姆.mPareofHege】&Lao万 山训ght’sshou】d加gnwith

山e扮orig绷 伪nnthe angleofthe his10ryofPhy】oSOphytheyhavebolh此 suc邝ssionof脉
翻‘ientideas，朗dtheir峨ations，翻dinfluen“dtheirown cultur韶作SPective】y.Sec0lld，l

ana】丫比dthe汀thoughts五℃mthe andbeoflime&sPace，the theo叮ofkno.ledge，朋d

methodology， . tohav.aoudookofiLFromthis曲alysislfollndthe simjl画ty抚tween

occidentalandorientalcultU化5，T七亘记，Iwill即ddi价代泊ceta】kaboulmorality一一How丘eedom

cou ld比 阮 几a】iZationof g侧火Iness.丁七巴比允爬，面sarticleiscomPO必dofth拙eP班切:

而鱿.Ualism、山即口of如owledge胡d几幻rality.

    Hesel isan蓝比terofw七歇emrationa】ity， the Phi10soPhica1trelldanerhis deathisasth.

几如wing:ana】尹让alphifosophy、已川即血1‘nland坛ration州扔劝ph丫Throught the化。℃SPection

ofwes鲡 phyI0soPhyhistory)lfoundthatit、not co政idenceforhj1ntoPut absolutetati0nality
totheultinlatepl姗.ButLao以asthesou“姆ofCh的.阴cu】tU邝，itsintUi60ntheoryex.rtedg限at

访月uenceonth.followmgPhi】osoPhe‘11业℃u的比eco。坛astofthe..hJ.&比别旧七t。旧成比.

口如朋lityandintUitI0n，1匀 toexP】ainthe diff改encebetweenonenta】翻dori即ta】cultu化，

originate丘omtheirdifferenlwayofthinking ‘ 为

Ke州。rds:曲ySS:.slence;曲5。址terationality:恤。 ; .nc印t



引言
    众所周知，西方的现代化得益于十八世纪的“启蒙精神”，因为这一世纪的

西方社会的共识是将理性作为人类社会的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启蒙精神
基本上打破传统社会的宗教神话式的迷执，转而以人类的理性为依据 ，以人的
理性作为一切事物的最高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社会政治的合理化使
得西方现代社会机制日益复杂。换句话说，西方现代社会即是理性化的一个成果。

但是，西方强调的却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三个面相之一一 认知工具理性，而将
“道德实践理性”和“美感实践理性”视为附属。理性的偏见和歧出产生出理性
化和现代化的流弊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
和人类自身酿成的种种灾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恶
化;工具理性造成的泛科学主义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 :

    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的今天，不
仅更要强调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同时也要反对和批判对一切价值文化加以消解的
主张。后现代主义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后现代的多元理
论的确有其合理性，它允许多于一个的不同价值标准或意识共同存在或结合在一
起，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促进了各国文化、经济、科技的频繁交流。另一方面，同样不可轻视它的消极因
素。道德价值在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冲击下支离破碎，人类的宗教道德观、
政治文化观念甚至人生观统统面对严峻考验;后现代主张消解、解构T切，反对

理性主义倡导的终极追求，反对同一和中心，导致出现价值虚无和价值混乱，人
丧失其内在超越性。然而后现代却解构不了文化本身和已经内化于人类自身的观
念，生命本身无法解构。 。 少
    本文选取黑格尔与老子思想作比较的目的在于:黑格尔作为西方理性的集大

成者，他的哲学因思辨的张力和独特的思想特性在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老
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两人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忽
视，通过比较两人的哲学思想得到这样的启发:哲学的关注必须从逻辑概念的王
国转向人本身，转向事物本身。 小
    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家和学者大多批判他将理性绝对化、逻辑本体化，对

于黑格尔辨证法的正反合三段式及其否定之否定，绝对同一等，也认为是黑格尔
哲学里的“死东西”，是糟粕，必须加以抛弃。笔者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极具
张力。他的思想中所谓的“局限”和“糟粕”包含了深刻的内容和合理的因素，
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中的关联，自然对黑格尔不能做其他角度的沉思和研究，而且
对他的某些评价也有失公允。笔者试图在吸取前辈们己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从存在论的角度，将他的思想的合理之处挖掘出来。另外将黑格尔哲学与老子思
想同现象学的暗合加以展示，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笔者尝试对东
西方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之一的思维方式做了比较，正如一般认为的，文化本质的
差异取决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本文还比较了黑格尔理性思辩的认识方式和老子的
直观认识方式，并分析了两人的认识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各自文化造成的影响 。

    无论是对黑格尔哲学还是老子哲学的解读都不可能有终极的结论，文本意义
的显现和解读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新的意义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对话中不断地
生成。本文对东西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还仅是一个开始，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有
所提升，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此行列。



第一节 黑格尔和老子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

    正如许多比较哲学所面临的困难一样，中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其核心概
念能否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笔者认为除了对它们本质内涵进行澄清外还要比
较它们之间的异同，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探索。戴上黑格尔式的眼镜自然
会否认中国有哲学。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黑格尔的体系建构在逻辑
概念的推演之上，通过纯粹思辨的概念的演化导出大全的宇宙。中国哲学的“道，
不是靠概念推理就能把握的，这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关。“道”除了作为
最高的指导原则规范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人生的行为之外，同时它也作为“人生
境界”需要为人体悟，向往和追求，“道”因此具有伦理意义上的价值，它扎根
在中国人惯性思考的模式当中，作为源起性的概念在随后的文化进程里延续和沉
淀。如果非要用当今西方的术语和观念企图诊释老子之“道”，充其量得到一部
西方观念包装过的老子思想。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讨论中国有无哲学，而在于搭建
一个能让老子和黑格尔对话的平台，对话的前提源自两人体系中对人和宇宙的思
索，对善和如何实现善的途径的探究，对人的自由和道德何以可能的发问。这些
疑问贯穿了两人的体系，并在深层挖掘中显示了惊人的相似。

一、黑格尔的思想来源及其影响

    黑格尔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正值欧洲现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
的繁荣时期，从古希腊到黑格尔时代哲学己有两千余年的发展史，这期间人类创
造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黑格尔哲学形成于近代理性衰落，哲学面临非理性主
义挑战的时期，他要重振理性的权威。 泛，‘
    黑格尔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找到了灵感，看到理性新的出路。康德认为在我

们认识“存在”、“本体”以前，首先得就我们的认识能力做番考察，我们只有知
性范畴作为认识工具，没有相应的直观去认识物自体，这样的认识原则导致的结
果即:我们所得的知识是现象的知识，缺乏理智直观便无法认识物自体。本体只
是我们的理想和观念，理论上无法得出关于本体的知识，它仅仅是实践理性的公
设。因为物自体不可知且超出“我思”的范围，我们所得的便不是先天综合判断
而是先天的独断，进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和谬误。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成
立与否完全取决于“先天综合命词是怎样可能”0的，康德确信人的理性只适用
把握现象界中可经验范围内的事物，纯粹推理的方式于认识物自体毫无作用。可
以说康德界定出了理性的限度，在他那里理性和直观这两种认识方式被截然分
开，康德并未真正解决如何证知物自体或者“本体— 存在”的问题。他否定了
理性有认识自在之物的可能性，这使后来的谢林和费希特改变了他们的哲学理
路，他们以为世界的本原是理性，自然和精神不过是这一本原演进过程中导出的
现实存在，以此证明理性逻辑与实在的同一。他们看来一切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
精神的哲学，其中以形式和范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实在是个动态的发展的

0〔韧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



过程，不存在不可知的“本体— 存在”，只要把握了动态的理性活动及其范畴
和概念的演变，并运用逻辑方法力图揭示经验赖以构成的条件，用以解释经验世
界，存在是能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黑格尔赞同两人的观点，他也认为实在是个
发展的、活生生的过程，他认为自然、精神或理性是同一的，一切的实在和理性
同一，自然从属于理性。黑格尔又在谢林和费希特的理论基础上有所推进，在他
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整个自然界和经验世界并如实地反映出来，在于研究
和了解理性活动的规律和必然的形式。理性不是肤浅、暂时和偶然的形式，而是
规律，永恒的本质，体现出和谐的宇宙精神。事物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是理性
的呈现。

    如果说康德自划地盘，他要的是高高在上，不搀杂任何感觉经验的理性，形
成“人神相隔”的局面，那么黑格尔的工作就是把“先验片拉回“经验”。康德
和黑格尔都在进行着改造传统逻辑的工作，他们认为注重形式忽略内容的传统逻

辑不能认识真理的存在。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在黑格尔那里，引
进了一个概念“绝对理念”，他说:“这种 ‘理念，或‘理性，，是真实，是永恒，
是绝对有力的存在”，“它自身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限素材与无限形式
— 即推动该内容的东西。理性是宇宙的实体。”这似乎是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上
帝”，是具有能动力量的理性的上帝，它本身却离现实世界很远。黑格尔认为“绝
对理念”经历了从逻辑— 自然— 精神三阶段后终于通过人这个绝对精神的产
物认识了自身，返回到自身。黑格尔通过他的辩证法，使“理念”认识到自己有
能力在异己的世界里不让自己泯灭，正是由于有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同在，“理念”
才能获得现实的存在，具有真实的实在性。如果“理念”仅仅认识自身与现实的
区别，停留在单纯的形式阶段，或者内缩于自我里缺乏充实自己的能力，丧失了
争取“内容”的机会，“绝对理念”仍然只是空洞的形式。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对他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探索是认识整

个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也不能回避的，诸多哲学问题在此汇合、聚集、、激荡又从
这里展开、转折，在他之后的哲学分支即存在主义、现象学、非理性哲学和分析
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发展。他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完
成者，遭遇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猛烈攻击，一度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不可否认，黑
格尔哲学以思辨的张力，以独特的思想特性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
视。

二、老子的思想来源及其影响

    道家创始人老腆著《老子》5千言，他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自然之道
概念的人。老子生活于春秋大乱之时，“春秋之中，轼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被者，不可计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史记·太史
公自序》)封建侯国争城夺地，战争不断;贵族们横征暴敛，滥用特权，对内榨
取，对外掠夺;王朝内部互相倾轧，不得安宁;对奴隶的任意杀害导致奴隶经常
起义、暴动;礼崩乐坏，宗法制度崩溃，礼法再也不能稳定民心。老子对“失道”
的社会失望至极，“朝甚际，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



有余，是谓盗竿，非道也哉。”。老子希望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以百姓心为心”。的原则为民、利民。老子主张“法自然”的重要原因也基
于此。

    如何对老子哲学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一则必须立足于文化背景，从社会
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老子的思想渊源做哲学史的追溯，才能了解老子哲学自身的
独特之处;二则需要了解老子哲学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影响。从先秦开始，
中经两汉、魏晋直至宋明，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学派都不同程度地从老子哲学里获
得启发，可以说老子思想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只有结合两方面的
考查，才能正确评价老子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
    首先探讨老子哲学对上古文化的承继问题。通观《老子》全书，基本上都是

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其思想的，没有明确地引用他人的著作，我们很难断定

究竟老子吸取了前人的哪些思想，笔者只是试图在考察老子思想的渊源方面作一
些探索的工作。据考证，老子思想中的“贵柔”、“无为”、“崇尚节俭、清心寡欲，
等观念均出现在《老子》成书之前，老子的辩证法是对春秋时期的矛盾观念、矛
盾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等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而老子思想里的“阴阳”、“五
行”、“天道”等概念在西周末年就广泛使用了。凡此种种都为老子哲学的建立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老子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对自然、人生、社会问题的
思考提升到宇宙的高度，并依此建立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在《老
子》一书中，‘道’字前后出现了七十三次”，。可见其重要性。“道”贯穿老子的
整个思想，老子也由此展开了他的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的论述‘在中国哲
学史上，老子首先提出“道，健一哲学范畴，并把它作为世界的本质和根据。“道”
的提出说明老子不满足于如古人一样笼统地谈“天”的问题，而是要找寻世界的根
源。老子在认识论上，主张“涤除玄览”、“塞兑闭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
并作，吾以观复。’健种直观的认识方法也是老子第一个提出的。除此之外，老
子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老子运用他的哲学力
图向人们提供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法，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除道家直接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儒、法、名等各家对老子思想也有一定的吸
收。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从未间断，其思想的影响存在于中国哲学
和文化的全过程中。

第二节 简述两人的哲学思想 :

    一般认为黑格尔哲学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组
成。“逻辑学”阶段是“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它的各个环节即范
畴的推演。“自然哲学”描述了“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后在自然界中的发展过
程。“精神哲学”讲述了“绝对理念”摆脱了自然界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意识

第 五十三章

第十章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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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回复自己，认识自己。
            马克思评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体系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绝对理念”按照逻辑规则演化的结果。“绝对理念”源于一
      种高度抽象，纯粹思辨的概念体系— 范畴(它的外延无限广阔，内容极其空疏)，
      范畴不仅作为精神过程也是客观实在，是独立于思想个体的存在，它按照特定的
      规则运动演变导出宇宙大全。如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我们经验它时所发现的共
      相，也即是我们对该事物所有观念的总和。观念的相互联系或共相的混合便是我
      们对事物所知识的，不存在不可知的物自体。范畴可以独立于思想主体的存在，
      但为了获得现实性，它们不会单独于主体而存在。
          黑格尔在 《逻辑学》展现了这样的情形:“绝对理念厅在逻辑阶段表现为范

      畴的推演，他称这些逻辑范畴叫“纯概念”，是不沾染任何感性和物质成分的纯
      粹的思维形式。也可称为“纯思”，范畴是“绝对理念”的各个规定，是“绝对
      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阶段。“绝对理念”本身是个由各种范畴组合的
      有机系统，离开了这些范畴，“绝对理念”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名词。各种范畴既
      然是“绝对理念”某一方面的规定，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如果一个范畴离
      开了与其它范畴的有机联系，同样是无意义、抽象的。黑格尔对范畴采取了动态
      描述的辩证法方式，发挥了康德的“三一式”思想又综合了费希特的正反合思想，
      提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把大大小小的范畴综合起来构成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统
      一体。黑格尔的正反合思想还具有螺旋式上升的意义，处于纯概念阶段的“绝对
      理念”通过经验内容的进入充实了起来，经验进入理念不等于理念降格为经验，
      理念在经验中仍保持了自己。经验内容与理念的交融使理性获得现实性，此时的
      经验世界等同于黑格尔认为的理念的世界，但理念的世界又维持着自己的不同意
      义，理念在他者中保持了自我，经验使它充实但理性的辩证法让它在经验中坚持
      了自己。要了解“绝对理念”如何具有现实可能性就不能脱离黑格尔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存在让理念认清了自我的存在的前提是有他者与自我对立，所以理念不
      会满足与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它让自己把握必然，争取自由。理念必须外化获
      得现实性，每一次的外化对理念来说都是一次“异化”或 “堕落”，即理念的纯
      概念形式如果是理念的自我形式，那经验充实后的理念、获取了现实性的理念意
      味着理念会将“异己一 非我的领域”转化成“自己— 自我的世界”，黑格尔
      认为理念的自我形式表面上似乎与异己的理念表现形态相同，但理念的发展使它
      不会满足停留在实现了它的异化形式，外化、异化对于理念来说意味着堕落，它
      要“休整、提高，自己，实现认识自己，回归自己的目标。 二·
          人是“绝对理念”自我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它的最高产物。人是如何能

      认识和把握“绝对理念”的呢?黑格尔对人的意识发展和心灵机制做了一番描述，
      它由最初的感性确定性发展为自我意识，经过异化发展成为普遍意识，然后进入
      理性、精神、宗教，最后到达到绝对知识。在绝对知识领域，人达到了对精神概
      念式的理解，这是人能发现“绝对理念”体系的前提。随后，黑格尔利用“外化”
      概念，使“绝对理念”从逻辑学又经过“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学”阶段，最后
      回复自己的过程。并对应产生了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从而建构了存在与思维
      的绝对统一。自然哲学讨论的是自然，精神哲学讨论的是人，描述的是“绝对理
      念”通过自己的最高产物— 人认识了自己，回复到自己的过程。人是拥有自我
      意识能进行独立思考的精神实体，是能摆脱物质束缚实现独立自决的自由人。在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巧，页



这一角度看，人是精神，精神是人。克罗纳说“黑格尔的基本观念最清楚地表达
于 ‘精神户概念中，他的体系的一切环节都浓缩到这个概念中·⋯ 上帝是精神，
这个圣谕立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入口处。”。黑格尔对人的理性，人的自由，人的
崇高何以可能的追问是通过“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运动来实现的。黑格
尔整个哲学体系体现了思辨概念的认识论、主体本体论和辩证法合一的特色。他
自己说得清楚“照我看来— 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
以说明— 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
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实体就是主体，主体通过外在化活动成为对象并
且由对象的认识达到对自身的认识，主体体现了自我认识的圆圈活动。所以说主
体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概念实体自我构成，自我证明，自我展开的过程。绝对理
念要自我认识，它必须通过辩证法意识到自己必须外化或异化获取现实意义，因
为自己的存在要有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自己生活在异己之中，并且还需要有能力
在异己的力量中保持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辩证法的正反合的动态结构，使自己
不断摆脱不适宜发展的旧的异己的躯壳，休整后去迎接下个异己，将它转化为自
己。只有看见了与异己的区别差异，还能保持自身，才是实现了真正有内容的自
己。

    黑格尔相信通过人的理性的力量可以达到事物的绝对本质。绝对在他看来是
真正的实在，绝对并非独立于人和自然界而存在，它在对自然的揭示和人类心灵
的认识机制中得以展现。思想本身把绝对、自然和人类心灵联系了起来。绝对通
过自然的结构表达自身，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思考自然就是绝对在自然中表达自
己的方式。换句话说，绝对就是精神。绝对不是实体，而是主体。既然自然从属
于理性，那么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及其运动形式不过是逻辑规律的展现，‘它们服从
思维规律，宇宙本身即是和谐的逻辑体系的展现。而且自然中的规律越多，它的
活动越合理性。发展中的绝对活动目的趋向是自我认识，在最高的发展阶段即真
和善的实现中，不仅认识了宇宙的意义和目的，也使绝对与宇宙精神同一，实现
了理性精神在现实历程里的全部意义。 厂
    与其它概念一样，科学技术水平、人类思维深度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哲学

思想的发展趋向，哲学家个人的学识和理论水平又丰富了它的内在性。老子哲学
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将他对自然、社会、政治等的反思表达出来，’那么他建
构以“道即为最高范畴的哲学思想的主旨何在?又是怎样围绕这一主旨展开其思
想的?

    《老子》一书分上、下篇，分别讲道和德，又称 《道德经》，似乎老子的哲
学思想可以归结为“道”和“德”两个命题，从排列顺序看，“道片先“德”后。
上篇是老子对宇宙来源的探寻，卞篇是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老子认为“道”生
万物是“德、 万物遵循“道”的法则与他物和谐共处，也是“德”的表现，所
以老子提出“德”的概念表达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和谐状态。笔者认
为既然老子主张效法自然的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那么老子思
想的主旨不会如有的学者认为的“孔子、墨子着重考察了人道，而 《老子》着重
考察的是天道。”。或者认为“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老子哲学思想的
主旨在于天道与人道合一。老子先讨论了天道，然后以天道作为人事的法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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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天道的讨论是为了明人事，而人事则要以天道为基础。可见，老子哲学不仅
仅探讨“道”衍生了万物又从万物回归于自身，一切有名有形的东西都从“道”
而来又回到 “道”中去，“道”有自己的法则。更重要的是，人必须以“道”的
法则行事，效法自然。老子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审视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关
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涵盖作为本源的双重含义:一是指世界的起源，

世界的原始，二是指世界的凭借，世界的依据。前者可以称为世界的本始，后者
可以称为世界的本体。”。前者可理解为世界起源于一种东西即道，道派生出万事
万物，以一生多;后者体现了道对万物的统摄作用，万物必须依赖于道而得以存
在，所谓“器不离道”。从本始的意义上说，“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物”，它“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从本体意义上说，离开了无名无形的“道”，天地万物就不能生成
和发展;相应的，有名有形的万物才能将“道”显现出来。“道”以万物为实在
内容，万物以“道”为存在和变化的根据。
    无形的道，不能脱离万物的形体而存在。无名无形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

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和说明;它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而不得”，也不像万物有具象母本。老子将“道”
形容为“无”，所谓“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这里所说的“恍惚”是一种“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气“从‘道生一’和 ‘无生有’来看，⋯ 是说宇宙由混沌状态
而成为有形、有象的天地万物的发展过程。”。总之道是不可言说的，无形的客观
存在。它的运动永无止息，它的存在形式无限多样，自然万物都是相互作用的，
互为因果的，万物是以道为本始的万物，以道的法则为法则，道不离开万物，它
又以自然万物的法则为法则，它们是浑然一体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高亨来看应该断句为“人法地、
法天、法道、法自然。”。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然”这个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
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它是天地万物的来源，它们由
“道，产生并且从“道”那里获取自己的形态和功能，因而具有与“道”一样的
本性，此外，万物必须以“道”的法则为法则。关于“自然”的解释在老子的思
想中显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事物自然而然的本然状态，可以理解为“本来如
此，就是这样”。自然存在于一切经验事物之中，自然无所不在，则 “道”因效
法自然必定存在于万物中。
    既然万物同源而生，万物之间一定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吮 “有

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同时万事万
物又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反者道之动”强调了老子是从事物运动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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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0物
的运动是以物的本质的对立统一为动力的运动。“道”是万物运动生生不息的动
力来源，
    老子认为有价值和无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的相对关系。“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上，而恒自然也。”②道
生成万物，不占有、宰割万物，万物又归回于道。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
的价值不在于获取贵重之物，不在于“驰聘吠猎令人心发狂”。，而要“塞其兑，
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人要认识道的本性，
必须“涤除玄览”。，才能“为天下贵”。，成为四域之一。

第一章 存在与开显

第一节 从存在论看“绝对理念”和“道”

    西方哲学从开端以来就一直将存在视为世界最终的本质或根据，存在论成了
追问万物本原的哲学。最早提出“存在”观念的当属巴门尼德，他认为“只有 ‘存

在’是存在着的，“一 ‘存在’不可能有一个开端或终结，它是连续的和不可分
割的。”⑧海德格尔曾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说:“自哲学开端以来，存
在者之存在把自身显示为根据，“二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
。存在就是世界的来源、根据和原理。关于存在的追问不止于西方，道家创始人
老子以“道”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并认为 “道”即是万物的来源和根据，
这与古希腊哲学的“混沌”观念不谋而合。本章通过“混沌”观念搭建一个老子
和黑格尔对话的平台，展开“道”与“绝对理念”的比较。尽管黑格尔与老子的
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以及知识素养都大相径庭，两者的差别至为明显，但无法掩
盖他们的共通之处:即对存在的思考和探究。

一、从“混沌”的角度看老子的“道”

0 ‘老子)第十二章
. 《老子》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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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古代希腊赫西俄的 《神谱》，‘馄沌，是 ‘最初’‘产生，的，这就是说，
  ‘现实世界’‘最初，是一片 ‘混沌，，‘天地万物，皆未 ‘分开，”。于是 ‘世界，
  ‘最初’的 ‘问题’，乃是 ‘合’和 ‘分，的问题，‘合’是 ‘混沌，，‘分’则为

  ‘万物’。”。“馄沌”是最初的，是“合”，合又是什么呢?字面解释可以有“综
合”“混合”，“不可分割”，“一”，“混在一起”等等，既然暂时无法给出确切的
意义，则需要回顾古希腊哲学才能把握其涵义。
    古希腊早期哲学寻求的是不生不灭，永恒的那个“一”，这无论是作为万物

的“始基”、“水”、“气”以及 “种子”、“存在”，还是原子论者的 “原子”等都
可视为对“最初”那个“一”的追求。万物变动不居，可以被分解、会消失。从
万物中是无法抽象出那个“一”的，所以“合”指不可分割的那个“一”，“馄沌”
自然也是 “不可分割”，它不是简单地混合，这个“一”之所以不可分割的原因
在于它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割后边不是 “合”、不是“混沌”了。“混沌”
因其不可分而为“一 ”，又因为“一”作为世界的“始基”不灭从而“混沌”不
灭，“一”的永恒也使“混沌”永恒。于是得出“混沌”为不生不灭、永恒的不
可分割的“一”。人仅凭外在的感觉经验无法体认“混沌”。“混沌”无法以事物
的具体形态形容，有形的万物只能产生于无形无状之“一”。“混沌” 既然是最
初的“一”，则“混沌”就是世界的来源和根据，那么与“混沌”相通的概念有:
“本质”、“本体— 存在”、“一”、“合万等。则与之对应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是
“多”、“现象”。

    “本质”和 “现象”是欧洲哲学传统最为核心的问题。“现象”指现象界、
万事万物，“本质”则是现象界的来源。整个世界的基础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
不生不灭的“一”。“混沌”是“一”，它蕴藏于“多”，是“多”的本质:现象是
“多”，本源是“一”。现象是“一 ”的“多”、是“一”的开显.
    “道分作为老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被认为是万物的来源，是真实的存在。

《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寞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
万物之宗。”。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无形体，
先于天地而生，是万物的来源。道无形无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视之不见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
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诸，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嗽，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
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有，随之不
见其后。”。从老子对“道”作的描述中，他用“夷”，、“希”，“微”表示“道”作
为“无物之象”，“无物之状”具有的性质和特点，“道”超越于感觉经验，必须
用“观”的方式体认:他用“恍惚”说明“道，无形无体;用“天下母分、“万物
之宗”说明“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万物存在的依据，它同样是不生不灭的、
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道生万物，“道法自然”，道衍生万物又通过万物表达自身，
即道将自身开显于现象中，道就在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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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得出“混沌”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来源，衍生出万物并作为万物
存在的依据。是超越于外在感觉经验的“无物之象”，“无状之状阶，却是浑然一
体的、永恒的存在。内蕴于万物之中并通过万物开显自身，或者说“一”蕴藏在
“多”中，“多”是“一”的开显。
    问题还可进一步追问:“混沌”和“道”开显自身于“现象”中，“现象”是

本质的开显，更重要的是“本质”要向人开显，人对于“本质”的开显的把握能
力和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对“本质”的不同认识，“人是“混沌”开显的关键.。
关于黑格尔与老子认识方式的根本差异，将在本文的第二章详细论述。人要对“混
沌”，对“道”有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混沌”、“道”里头，
与 “道”合一。

二 、 黑格尔哲学中的“混沌”问题

    前一节谈到人是“混沌”开显的关键，这涉及两层问题:其一人是能认识，
把握“混沌”的开显;其二“混沌”必须在“现象”中开显自身，尤其要向人开
显。也就是说“混沌”的开显是面向人的，人因认识、把握“混沌”的能力和方
式的差异使人理解的“混沌”各有不同，但 “混沌”终归还是“混沌气不因人
对它的理解产生偏差而改变。“棍沌”是人生命的源头。 {
    “黑格尔将 ‘混沌’理解为 ‘精神’、‘理性’，将 ‘混沌’开显的过程理解为

  ‘意识— 理性’认识‘自身’的过程.”。“混沌”在黑格尔这里被他从活泼的
形式抽象成了“理性— 精神”，“意识一一理智”。人从“混沌”中抽象出来成
了纯理性的产物，人生命的来源从“混沌”变成了“绝对理念斤。不仅如此，黑
格尔将“混沌”定位为“理性— 精神”，则“混沌”的外化作为一客观过程也
被黑格尔视为精神外化的过程，高居一切的“绝对理念”取代了“混沌”。“理性
— 精神”反倒作为万物的“始基”，作为本体而存在。黑格尔哲学存在的问题
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人的意识和精神，理性只能帮助“混沌”更好地被人们理解，
它不能取代 “混沌气

    黑格尔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原因在于他看 “混沌”的角度。“混沌”
作为永恒的、不生不灭、无形无象、超越外在感觉经验的“一”，“不过就德国古
典哲学来源，‘混沌’在某种意义上或可理解为 ‘矛盾’。”⑧在黑格尔这里，“矛
盾”并非指自然界，现象界对立的事物，而是众多相互对立的概念混在一起，不
为知性所理解。“对于 ‘混沌’一加分析，‘矛盾’立即暴露出来。··一哲学的知
识并不同于一般经验知识之处，正在于把握矛盾，认识矛盾··⋯”。众多矛盾即
许多相互对立的概念不是简单地混合于一起，它们本身就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整
体，“混沌”是诸多矛盾的和谐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绝对的、自身同一的，所
有对立的其他都被它自身包括了，它是和谐的“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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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视“混沌”为诸矛盾的和谐统一体也有积极的一面，“即在原本是‘和
谐夕的现象界看出 ‘矛盾’来，在 ‘宇宙— 和谐，中看出 ‘混沌，来，以保持
这个和谐社会的世界原创的能力，使世界在运动发展之中··⋯”。因为相互对立
的因素存在，为了达到自身的绝对同一，概念必须不断的运动，也使整个世界因
概念的不断外化而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混沌”作为诸矛盾的和谐统一体，
是集矛盾于一身的大全，是绝对的、同一的。老子理解的“混沌”在黑格尔看来
是“绝对理念”，是“本质”、“本体一存在”，是最高的理性。黑格尔是从相互对
立又和谐统一的观点来讨论“混沌”的，因此我们说黑格尔的哲学并不封闭:说
它自由在于它是理性概念自己构造自己，并不依赖外在感觉经验，来源于自己:
说它不封闭在于黑格尔保留了对立统一原则，从而使辩证法贯穿于整个体系，使
运动发展成为可能，因而黑格尔的理念又被称为能动的理性。

三、黑格尔和老子对“混沌”的不同认识

    “混沌”在希腊哲人和老子的视野里指的是:不生不灭、永恒的、不可分割、
原初的“一”。它作为万物的来源同样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是超越于外在感觉经
验的“无物之像，无状之状”但却是浑然一体，永恒真实的存在。它内蕴于万物
并通过它们表达、显现自身，“棍沌”在现象中，现象是“混沌”的开显。黑格 、‘
尔将“混沌”理解成诸矛盾的和谐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绝对同一的，他强调差
异和矛盾，强调“馄沌” 能导出宇宙大全，是个有始有终的过程，不是静止不
动。“这个 ‘全’也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同一。”。它并非没有矛盾、差异，
但他者与自身能保持平衡、能和谐同一。“混沌”这个思辨概念的统一体并不是 ，
在“相对”之外另设一个“绝对”，不是与他者对立，而是“绝对，就在“相对”
之中，就在他者之中。同一也不在矛盾、差异之外，绝对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不
仅统一于“全”的过程而且同一于它。 “绝对”作为“同一”，是消融了与他者
的差异、矛盾在更高的阶段合一。“绝对”将众多对立的矛盾综合了，“绝对”作
为理性的最高原则，“绝对”是诸矛盾在最高阶段的合一，是他者与自身、主体
与客体最高形式的综合。将整个宇宙大全置于理性的原则之下的确是黑格尔对
“混沌”问题的解读方式，老子与黑格尔对“混沌”的理解有根本的差异，这差
异使两人的认识方式呈现根本的不同.
    老子和黑格尔将“混沌”视为“一”，但问题在于:(1)老子说“混沌”为

“道”、为“一”，是站在存在论的层面追问世界万物的来源，他认为“一”是超
越外在感觉经验的“无状之状”，是“惟恍惟惚”、真实不虚、浑然一体的，它不
生不灭 ，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原。即它是大千世界的无形母体，衍生万
物，万物又“复归”于它;理解黑格尔认为的“棍沌”是把握其哲学思想的重点。
他将“一”视为宇宙大全，作为对矛盾的综合体，作为矛盾的和谐统一体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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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的。“一”自身包含“绝对”与“相对”，“绝对”就在“相对”中，“一”是
包含了差异和矛盾的“一”，因而“混沌”在黑格尔看来就是思辨概念的最高统
一体，他要求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内容和形式、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和同一。“一”是“全”、绝对、矛盾。(2)“一”是“多”的“一”，“多”是“一”
的“多即。老子认为“一”是“混沌”，它的显现为“多”，大千世界及万事万物
作为 “一”的开显是“多”，“多”就是 “现象”，也可理解为 “绝对理念”的外
化形式。黑格尔认为“一”是整体、综合体、同一体，诸矛盾为“多”。不同性
质的矛盾相互纠结在一起，在他者中实现自身的同一。

    黑格尔认为“一”就是自为存在的东西，它绝对的同他物相区别。“自为之
有的观念，作为总体，首先转化为实在，而且转化为最牢固、最抽象的实在，即
  ‘一’”0，又说“‘一’的原则完全是观念性的，完全属于思想，·一我们不能
看见 ‘一尹，因为它是思想的一种抽象·，·⋯”。由此可知，“一”作为哲学范畴，
是“绝对理念”在逻辑阶段发展到“自为存在”时出现的、“绝对理念”为“一气
相当于存在论意义上的“馄沌”和“道”，但与 “混沌”和“道”还是有所区别，
这部分将在后文中详尽阐述。理念不经过矛盾斗争，不发展自身，不经过在现象
界的异化，不让自己充实，具体获取内容，它永远是空洞、抽象的形式，它必须
在大千世界中开显自己，将其理性的过程显现出来。理念作为黑格尔眼中的“混
沌”，蕴藏自己于现象中通过万物的开显表达自身。那么理念不是静止的。作为
活的精神，能动的理性存在，以达到“绝对理念”即诸矛盾的最高和谐体为目标，
它依靠自身，因而自由:它把握矛盾，因而运动不止。理念于现象中的开显合乎
“理性”，是 “合理化，的要求，它蕴涵了“时间”、“历史”和 “过程”，是有
始有终的“全”，是活泼的理性精神，黑格尔的哲学以“矛盾”为切入点，通过
用现象学开显学的视角，可以启示我们“哲学的重点不在于理解世界，而在于改
变一一吃d造世界。”。人无法回避矛盾，却能以最大限度的将其积极的因素发挥并
与此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通过万物的开显，人能够认识“混沌”、“道”的规则。
人有能力认识其中的规则，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同一的原则。以和谐为目的，在
矛盾中实现和谐。不仅整个世界在运动发展中达到了它的和谐，理性最终实现对
自己的认识，返回了自己的“家园”，诸矛盾也和谐地统摄于“绝对理念”之中。

第二节 “绝对理念”和 “道”的开显

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是要回到事物本身，面向事物本身。“现象学就是按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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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身显现的方式去看待并描述事物，让事物按本身的方式显现出来”。.它的
意义在于不是在现象之外另外有一个与之对立的本体存在，这个本体永远不开显
自己，而是本体就在现象中，它开显出现象。

一 、存在开显现象

    就存在论的层面，“绝对理念”和 “道”的意义相当。哲学面对的对象是一
个“人”，回到形而上学讨论人是什么、人生命的源头问题，自然也回到哲学讨
论的根基。黑格尔与老子分别将“绝对理念”和“道”作为对“混沌”、“一”的
理解，体现了对“存在”的追求。“绝对理念”和“道”作为本质必须内蕴于现
象中，通过现象开显、表达自己。本质在这里指 “混沌”、“一”、“绝对理念气
“道”，现象指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它是本质的外显、外化。既然本质与现象
合一，区别只在于分与合，开显与内含，则是否可以追问:本质有自己认识自己
的能力，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本是冥合的?换句话说，本质本身就有认识能力即
“绝对理念”和“道”自身有认识能力，能认识自己。从“绝对理念，与“道”
的角度看，对象与认识能力本是冥合的。 ;

    “绝对理念”在逻辑阶段表现为范畴的推演，这些逻辑范畴的“纯概念气
是不沾染任何感性和物质成分的纯粹的思维形式，即为 “纯思”。理念并不满足
于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它让自己把握必然、争取自由，因此，理念必须外化获得
现实性。理念要进入现实，必须经过变化发展，一方面理念为实现自身的现实性
不断“异化、外化”，获得内容 ，充实自己后实现由“异己- 非我的领域”转
化成“自己— 自我的世界”;另一方面，理念的发展使它不满足于停留在实现
了的异化形式上，它要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 “绝对理念”，通过“绝对理念”
的最高产物— 人，认识了自己，回复了自己。人的产生是理念认识自己的关键，
这与“混沌”(向人)的“开显”，人是关键一样，都说明人有认识“混沌”、“本
质”的能力，现象作为 “混沌”、“本质”的开显面向的对象为人，本质的开显、
现象的显现只有面向人，或者说本质只有面向人才 “开显”出“现象”，却因人
对“本质”的认识与把握能力的差异开显出不同的世界。人的问题 ，尤其是关
于人的来源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只有回到人生命的源头，回到人的来源才能回
答 “本质— 存在”何以能认识自己，认识能力与对象何以是冥合的。·

二、存在有认识自己的能力

    黑格尔对人的意识发展和心灵机制做了一番描述，它由最初的感性确定性
发展为自我意识，经过异化发展到普通意识，然后进入理性、精神 、宗教最后
到达绝对精神，人对“绝对理念”的哲学认识使人的精神同整个世界合而为一，
这种认识是人的精神本质和自由本质的最高、最后的实现，也是人的最高、最后
目的的实现。“它 (指精神)是它 (指意识)的稳定的艺术品，存在着的宇宙和
世界历史。哲学外化其自身，又回到自己的开端，回到直接的意识，而此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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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同样也是分裂了的东西。因此，它 (指整个世界)就是人一般;人的问题是

  如何，世界是如何，人就是如何。”①人实现对“绝对理念”的认识不如说是绝对
  理念对自己的认识，人由“绝对理念”产生，作为认识者的人与“绝对理念”开
  显出的现象原都“住”在最初的 “混沌”、“一”中，“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对
  “混沌”与“一”的认识，通过理性自身的能动使精神活了起来，展现出现实的、
  具体的、有始有终的宇宙大全。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思路，“‘思想’认知 ‘只能够被思想，的 ‘本质’，亦即
    ‘思想，认知 ‘思想，的对象，‘思想，认知只对 ‘思想’开显的 ‘本质’”。于
  是“‘思想的材料，是 ‘思想’自身发现的，‘思想，为 ‘自身’提供 ‘材料’气
  0“也可以说，‘思想’的‘概念’乃是‘思想’之‘对象，的‘反映，，亦即‘思
  想’自身之反映，‘对象— 客体’与 ‘思想— 主体’原本是同一的。”.存在
  在黑格尔看来就是能动的理性，自由的精神，它由空洞的形式阶段，经过辩证、
  否定自身以获取概念的现实内容，从而导出宇宙大全，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就是
  思想、理性，认识存在不过是思想认知思想，理念开显出的现象能被人思考和认

  识，人要认识的对象是“理性一存在”，而理念对自身的反映过程和认知过程也
  是人认识理念的过程。
      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真理，是事物本然如此的根据、凭借，它造化出事物

  并通过内蕴于事物表现自身。黑格尔将“混沌”、“一”、“本质”开显自己的过程
  理解为一个理性意识的过程，为“思想”对自己的认识过程;老子视“道”、“混
  沌”的显现为一客观过程，理性认识只能帮助加深对过程的认识，“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片。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冲，而用
  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其谁之子，像帝之先。”0“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
  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上种种描述可以总结出“道”具有如下的特征:(1)“道”作为“混沌”“一”，
  是万物产生的根源，是人生命的源头。它 “先天地生”，为“象帝之先”，“可为
  天下母”，“渊兮似万物之宗”。(2)由“道”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认识道不可
  能停留在感官的外在经验上，必须以“观”的方式认识。“道”既然 “生万物气
  它是人生命的来源，人依靠“观”的体证方式回到与“道”合一，“复归其根。”
  人与万物“住”在“道”里头，“道”不是躲在大千世界、万物之后的“本质，’.
  “混沌”和“一”，它通过万物向人开显。“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万物自生自灭、自自然然的本然状态，“道”流遍于自然
、界的万物中，人从“道”中产生并能认识道的开显。“道”和“绝对理念”通过
  自身的开显，通过向人开显，重点不仅在于它们就在现象中，通过现象表达自己;
  还在于通过人这一中介使我们认识到“本质”有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对象与认

陶秀傲 :《黑格尔认识论研究》，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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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力是冥合的。因为现象和人都“住”在 “本质”、“混沌，里。

第三节 存在与时间

一、 关于时间问题

    黑格尔认为“绝没有任何研究时间的科学，有对应于研究空间的科学，即几
何学。”。他是说研究时间本是哲学的问题，没有“时间”的科学。古希腊人注意
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前者无法量化，时间只能说明此次，不能说明下次，故有
“不能两次涉经同一条河”之说.后者可以量化，也易有外在的对象与之相应。
由于关于时间的研究困难重重，时间进入哲学的思考乃是近代的事情。古希腊人
将时间问题悬搁起来，专门研究空间并形成发达的几何学科。“‘康德’将 ‘时空’
拉回到‘感觉经验’的世界里来，使它们重新成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他认为空
间是外感官的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空间和时间都是感觉经验的形式，但
它们却不能从感觉经验中“概括”出来，时间是我们认知可知世界的必然条件。
柏格森提出时间为不可分割的“延绵”，“延绵”就是时间本身，从而使对时间的
理解摆脱了传统几何空间观念的影响，深入对时间本原性的理解。海德格尔受康
德时空观的影响，不再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本质”、“一”看作超时空
的抽象，他将时间带入“本体”，即将时间引入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气“混
沌”中，这一工作使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生‘
    传统形而上学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讨论本体问题，讨论“混沌”、“本质”问

题。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依照此方法，将“本质”、“混沌”从时间中分离、
抽象，并认为抽象出来的若干属性是事物的本质和根据能为人的理性心意识所把
握。当形而上学的“存在”、“混沌”一旦从时间中抽象出来，它只是 “存在者”
不是“存在”了。“存在”、“混沌”本身是丰富、圆融、立体的 ，却被抽象分离
作为人类意识的对象。“混沌”、“本质”变成了概念，被人所思想。“存在一本体”
为动态中的“存在一本体”，而不是一种固定的东西。“·⋯即是说，“‘不存在’
‘绝对的存在’，即没有 ‘超时空’的 ‘存在’”。。
    时间本是“混沌”，它是“绵延”，不可分割。时间进入“存在气

在”开显出现象，一切现象变动不居，唯时间永恒，时间本身不变。

    卜

“本体一存

  二 黑格尔和老子关于时空的不同认识

    老子与黑格尔如何看待时间和空间的，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为何会有如
此的差异?

    “从现在欧洲哲学的眼光来看，亦即从现象学一显现学视角来看，‘时间’

1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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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是 ‘空间户的基础 ，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空间’原本是为 ‘时间’的，
  ‘空间’为 ‘存放’‘时间’”。0时间既是空间的基础，空间“储存”着时间的演
变并同时将其开显出来。从时间— 历史的角度看时间在空间中得以展现，此时
的时间呈现出时间性即时间的演变，表现了万物具体形态由盛到衰的过程，万物
有生有死，流转不息;时间使“混沌”、“本质”在现象中开显，并通过万物的生
与死同时反映了自身.时间由此具备两种特征:(1) 从时间的“延绵”、不可分
割来看，它就是“混沌”;(2)从存在论角度看，时间进入“本体~一一存在”，使
“本体— 存在”有能力开显出现象，混沌开显出了宇宙。时间是存在的本质，
它使存在有能力开显自己。现象的流转证明了“本体— 存在”使“本体— 存
在”具有时间的特征，使现象的开显不再是抽象的形式，而有了具体的形态。时
间使“本体— 存在”的开显呈现出此时— 彼时的差别。也既是说，时间的流
动性体现在 “本体— 本质”开显中，“本质— 存在”的开显是丰富的、多变
的，具体的却也是有限的、会死的。此时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有限就在无限的“延
绵”中，尽管时间在“本体— 存在”中的表现有了具体的形态，时间仍然还是
时间，不是流转不居的现象。时间的有限与无限共同存在于时间中，时间作为空
间的基础。时间“延绵”、“混沌”的一面，是其无限;它的“此时— 此地气
“彼时— 彼地”便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时间与空间是统一的，同一
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存在通过时空开显自己，它就在有限的时空里‘时间是空
间的基础，但不是对空间的否定而获得时间的。 。

    黑格尔通过空间得到时间，他正是从对 “寂然不动”“彼此并列”的空间的
否定得到时间的。他认为“空间就是这种自身具有否定的矛盾，但这种否定却分
裂为许多漠不相干的持续存在。由于空间仅仅是对其自身的这种内在否定，所以，
空间的真理就是其各个环节的自我扬弃。现在时间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扬弃
的存在，所以在时间中点具有现实性。从空间中产生了差别，这就意味着空间不
再是这种无差别性，空间在其整个非静止状态中是自为的，不再是无能为力的、
停滞不动的。”.由此，可以看出连空间都产生了差别，表现为理念对各个环节的
自我扬弃，它不是寂然不动的，也不能彼此并列。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空间
到时间的发展过渡就是一种 “否定气

    “这种作为点使自身与空间相关联，并作为线和面在空间内部发展出自己的
各个规定性的否定性，也同样在己外存在的领域中是自为的;不过，它同时在空
间中也把它的各个规定性建立在己外存在的领域中，因而它就对于寂然不动的彼
此并列的东西表现为漠不相千的。否定性这样被自为地建立起来，就是时间。”西
自为建立起来的否定性就是时间。现在我们可以得到黑格尔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

念，时间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扬弃的过程，是自为建立起来的否定性;空间则是
理念各个环节的现实存在。然而，黑格尔认为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是有限之物，所
以他说:“空间的真理性是时间，因此空间就变为时间，并不是我们很主观地过
渡到时间，而是空间本身过渡到时间”0。空间的真理是时间，通过对空间的否

0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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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到时间。虽然我们说黑格尔非常注重现实性，但是他认为实在的东西是有限
制的。在他的哲学中，理念、概念是绝对在先的，是最初的东西，理念不会满足
仅仅停留于现实阶段，理念要超越有限的时空达到无限的绝对，黑格尔的理念是
能动的理性，是自由的精神，必然要超越有限的时空回到无限的精神，回到“绝
对理念”这个“理性— 存在”，也就是说，有限要回到无限，但他忽略了无限
的精神就在有限的时空中。

    “在这个论题上，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对于)黑格尔— 存在 (无限)是
时间的本质，(对于)我们— 时间则是存在的原始本质。”。按照海德格尔的意
思，黑格尔将存在和时间的关系弄颠倒了，时间应该是存在的本质，它使存在成
为存在，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认为时间是自为地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绝对理念”的本性。他

认为自为的否定性即时间来源于“绝对理念”。这样，理念成为时间的本质和根
据，存在成了时间的本质，是支配时间的力量。他说:“理念或精神凌驾于时间
之上，因为这类东西是时间本身的概念;它自在自为是永恒的，没有被卷入时间
过程中，因为它没有消失于自己的过程的一个方面”@。又说:“只有理念才永恒
存在着，因为理念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也就是说，是返回自身的存在。自然在时
间上是最先的东西，但绝对的东西却是理念;这种绝对的东西，是终极的东西，
真正的开端。起点就是终点”气 理念不仅凌驾于时间之上，而且凌驾于整个自
然界之上。这和老子的时间观有根本的不同。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可以给我们如下
的启发:(1) 生是造化，是开显，是“本体一存在”、“道”具有的能力。“道”
不是躲在现象背后的且必须经人的理智抽象分析才能获得的那个东西，它活泼地
在现象中开显，呈现具体的、丰富的形态。道在动态中显现的，不是固定不动的
东西，更不是黑格尔理解的理性一意识层面的“绝对理念”。作为实实在在的“本
体一存在”，“道”区别于可为理性把握的概念，“道”的开显是一客观的过程。
它遵循和效法自然的规则与秩序而非效法某思想性的法则。(2)生是开显 ，是
“有”，“道”没有从时间中抽离出来成为思想性的抽象存在，它当下的呈现即为
“道”本身，“道”生万物乃是一持续不断的动态，道的开显没有终点，它不仅
包含了人的历史也包含了整个自然世界的历史。老子则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
表现为此时— 此地、彼时— 彼地，“道”的显现是具体的、有限的，在时空
中的。时间是“道”存在的本质，它使“道”有能力开显自己。“道璧在有限的
时空中开显自己，在这一点来说，老子关于时间的观点与海德格尔更为接近，“时
间就是此在”，“此在不仅仅在时间中，此在就是时间本身”。。

    老子的时间为“延绵”的“永存”，“道”并没有从时间中抽象出来，相反“延
绵”的时间开显出具体的形态，时间进入“道”，使道有能力开显出现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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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现在当下，此在“道，没有终点，周流遍布于万物，是“天下母厅、“万物之
宗”，道体现出时间的无限。“道”作为“混沌”、“本体— 存在”开显出大千世

界，开显出“道”的丰富和具体，从现象的流转，会“死”性来说，时间是有限
的;从存在论的角度看，“道”并没有从时间中抽象出来，它不是一个抽象存在，
它的开显又是“当下”的“此在”的。而黑格尔与老子关于时间的观念最大的不
同在于:前者将“本体— 存在”即“绝对理念”从时间中抽象分离，“绝对理
念”由“存在”变为孤立的实体，变为 “存在者”;后者没有使“道”从时间中
抽离，它的存在表现是当下的、具体的，“道”的开显遍布于现象中的每个而不
是一个;“绝对理念”开显自己的过程有始有终，而 道“周行而不殆”，是“绵
延”的“永存”。“绝对理念”的开显作为一个“理性— 意识”的过程通过人类
历史时间表现，“道”的开显体现在当下，“道”在自然万物中。

    通过对比两人的时空观发现:黑格尔否定空间得到时间，而老子则在有限时
空中把握时间的“延绵”。黑格尔的时间观已经使 “本体— 存在”、“混沌”从
时间中抽象出去变成“存在者”，只是“一”个、而不是每“一”个，变成了孤
立静止的实体。存在本身就在有限的时空里，人类无法超越有限的时空把握无限，
时间是存在的本质，它使存在有能力开显自己。尽管本质在有限时空里的开显是
变动不居，流转的，但是无限的“本体— 存在”恰恰就蕴藏在多变的现象中。

第四节 自在的“道”和自为的“绝对理念”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发展的过程和逻辑理念的推演过程都是“绝对理念”
自身发展的过程。“绝对理念，本身是理性的、普遍的、无限的精神。哲学是用
唯一适合 “绝对理念”的方式，即用概念形式把握“绝对理念”。人类认识真理
的过程也就是绝对理念通过人的理性、概念认识自己的过程。绝对理念从逻辑学
出发，经过自然哲学，达到精神哲学，并在哲学中回到了家。自己认识了自己，
意识到自己要认识的不过是自己，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

    “绝对理念”是具备能动性的主体。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不过是“绝对理
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它们只是“绝对理念”的外壳而已，“绝对
理念”每发展一步就会为实现自己的现实性产生出该阶段具体的事物，该事物必
然符合“绝对理念”在此发展阶段的要求，它是必然的、现实的。但随着“绝对
理念”进一步的发展必定会打破不符合要求的此阶段的事物的支配，投入到更能
适应发展需求的外壳中继续发展。理念永恒不息地变化，一切具体事物都是有限
的存在，消亡是必然的结局。自然仅仅作为理念对象化、客观化的结果，现实统
一了自然和观念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事物。黑格尔认为，理念外化为自然是不得已
而为之的“堕落”过程。普遍的，自由的，不断超越自身的绝对理念与有限的，
会消亡的，受偶然性、必然性支配的自然事物之间的落差被黑格尔形容为“异化，’o



在他的哲学中，“异化”，“外化，，“对象化”有相近的意指。他说的异化大致包
括3层含义:1自然是理念的派生物:2自然为隐藏在其中的理念所主宰;3自
然是不符合理念本性的力量。自然界是理念的表现，理念主宰着事物的发展变化，
理念自在自为的本性与自然界的自在状态不合，理念不会停留在自然的阶段上，
它要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一切与自己的本性不符合的异己力量。从“自然哲学”
到 “精神哲学”的过渡，体现了理念要求从 “异化”走向“同一”。“绝对理念”
由自然阶段的自在转化为精神阶段的自为，“绝对理念”为避免自身的抽象性，
外化为自然并在自己的最高阶段— 人的意识中认识自己，回复自己。“绝对理
念”实现自己的过程体现在“绝对理念分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和环节所变现的具
体事物上，充分体现了“绝对理念”自为的特征。 ;

    黑格尔把实体当主体，使认识过程实体化，他把人当成自我意识，自我意识
通过认识和实践达到自由，人类追求自由的历程不过是 “绝对理念”实现自己。
主体如果没有最终认识自己，如果没有扬弃的阶段便无法论证“绝对即精神”的
目的。体系的终点就是认识返回自身。

        理念是绝对的，完美的，创生万物又先于万物而存在，能独立于有形之物，
    作为本体同时又是主体的理念需要实现自己，认识自己，回复自己。与黑格尔“绝
    对理念”的运作规律和轨迹不同，老子之“道”不是理性预设的概念，·它派生万
    物，内蕴万物并不脱离万物的存在，道的发用产生了具体的各种事物，孕育了世
    界却不主宰它们，让万物按照自然的法则生长。“故道生之，德畜之，长而育之，
    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道”的品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
    法则不去千涉、破坏事物发展的规律。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与他们各自对存在
    的界定及思考方式的不同不无关系。黑格尔的本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它的自
    在自为体现人的崇高:老子把 “道”作为世界的本源，它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通过其生长变化表现自身的力量，“道”并未脱离万物而独存。它不需要打碎束
    缚自身发展的外壳，也不必寻找新的外壳，道的自在规定了它不干涉自然的变化，
    一切由自然规律支配。

        “道”是世界的本原，而不是世界本身，是创造者而非被创造者，它不为人
    们外在感官所把握，必须为心灵所观照。“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作为世界终极的存在，它是具体实在的“规定者”，具备化
    生万物的功能。它周而复始地运动，循环往复，运行在整个宇宙空间内。它以自
    满自足独立自在之自身为原则。整个世界就是在“道”这普遍绝对的存在中创造
    诞生的，绝对、永恒和无限是“道”的属性，整个世界的一切存在物无不在它的
    支配与掌握之中，当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道”保持一致时，在成就整个世界的
    同时也就成就了自我。

        “道”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朴散为万物，万物又复归于它。它派生万物却不
    主宰万物的生长，它的意志和目的在于界定出自然的规定及秩序，使万物的成长
    能以此为据，由于并非以概念形式就能把握创生万物的 “道”，因而依靠理性的

《老子，第五十一章
《老子，第二十五 章

《老子， 第二十五章



推理逻辑无法体认 “道气

第二章 黑格尔与老子在认识方式上的反差

第一节 黑格尔的思辩逻辑

一 、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改造

    “黑格尔为纠正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为遏制谢林 ‘直觉
主义’的趋向，其重点放在了“科学性”的一面。黑格尔的这项工作，对于 ‘哲
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可以说是挽救哲学于颓亡之中。·”，..他的工作目标是要
建立一个超越的，但又涵盖了‘知性科学’的‘哲学理性的科学知识体系’”。0如
何建立这样的科学体系?需要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做怎样的改进呢?“使‘哲学’
成为 ‘科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哲学’要保持住康德以来的 ‘超
越，性，不使其 ‘降格，为一般的经验科学，同时为使 ‘哲学’成为 ‘科学夕，
就不能拒绝 ‘知性，的手段，不能拒绝 ‘逻辑范畴’和 ‘逻辑推理’。，户
    无论是古希腊哲人还是欧洲哲学家，都想要为证明“本体— 存在”、“混沌”

寻求充足的理由与根据，论证其合理性使其为人类所理解。比如，柏拉图认为:
“作为多个的东西，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而不是思想的对象，但是理念只能是思
想的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万。古希腊数学家力图从几何学入手，通过推理和论
证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些推理只有感觉的“形式”，并无感觉的“内容”。这些推
理过程将“本体— 存在”引向概念而不是将概念引向存在。
    到了近代以后，哲人们不满意于用纯粹形式的方式研究哲学，培根提出“归

纳逻辑”，把逻辑推向有内容的“知识论”。后来的哲学家一直进行着改造传统逻
辑的工作，寻找着更高层次的逻辑，即科学的逻辑、知识的逻辑。逻辑包括了概
念推理、判断，逻辑不允许有矛盾的命题产生，康德认为“无内容之思维为空虚，
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④但是因为对“物自体”和“经验界”的划界，认为
理念超出经验层面找不到相应的经验对象进行理论验证，因而出现自相矛盾的命
题无法解决，他否定了理念可以成为逻辑的可能性。如何克服康德理念在现象界
出现的逻辑矛盾问题，黑格尔提出了“思辩逻辑”，即将“矛盾— 辨证”的思
辩思想引入逻辑学，使逻辑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逻辑。
    什么是 “思辩逻辑”?黑格尔说:“思辩逻辑，包含有以前的逻辑与形而上

学，保存有同样的思想形式、规律和对象。但同时又用较深广的范畴去发挥和改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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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它们”。①他认为理念不仅仅是“理想”的，而且他是现实的、真实的。哲学是
唯一适合“绝对理念”的方式，即用概念形式把握理念。他以理念为对象进行思
维，可以说哲学就是对思想自身进行思维，概念是思想自身的反映，思想为自己
提供材料，思想自己认识自己就是思想向自己开显其自身的本质。哲学的“概念”
是事物完整本质的反映，且其本质只向思想开显，既然对本质的认识就是对事物
真理的认识，则逻辑不仅关乎思想也关乎事物本身。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改造，
使逻辑不再是形式的科学，而是有内容、充实的科学。

二 、逻辑学与现象学— 显现学同一

    哲学用概念形式把握理念，概念被黑格尔称为思辩概念，它是“自由的概念气
体现了思辩的优越性。“绝对理念”源于一种高度抽象，纯粹思辩的概念体—
范畴，黑格尔称这些逻辑范畴叫“纯概念”，“绝对理念”在逻辑阶段表现为范畴
的推演，为思辨概念的推演.本节重点主要阐释逻辑学与现象学— 显现学的同

    “概念才是真正的在先的。事情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内的概念活
动.”。又说“概念乃是内蕴于事物本身之中的东西，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即由于
其中包含概念，因此把握一个对象，即是意识着这对象的概念。”⑧概念是在先的，
是事物的本质，真理在于对象和它的概念的符合。概念在黑格尔哲学里指的是思
辩概念，概念的运动和进展即是逻辑学的方法，也是逻辑学的内容，黑格尔的逻
辑学就是按照这个“唯一的真正的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来陈述的。他将“否定
— 思辩”的思想带入逻辑学，思辩概念不是静止不动的 ，它要对自己进行否
定扬弃达到同一，“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或者说互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
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 这
个否定是一个规定了的否定，它就有了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
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丰富了，所
以它包含了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

物的统一。”。思辩概念超越自身，要进入更高的层次以克服自身包含的矛盾.
    思辩概念还要进一步具体化，要反映出事物的变化发展，反映事物发展的全

过程，所以概念必须要有内容，用具体性充实自身。概念自身发展的过程是逻辑
推理的过程，也是概念实现自己的内容的反映。“概念无疑是形式，但必须认为
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同时又不为内容
所限制或束缚— 概念同时仍然是真正的具体东西。这是因为概念是 ‘存在’与
  ‘本质’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0

。【甸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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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是充足的概念，即客观的真或真本身。”0“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
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思辩概念使自己具体化，因而成为了先行的概念
的否定或使对立面更加丰富，概念自在自为地实现着事物的真理，事物的本质。
概念自身的发展阶段就是逻辑推理过程，因而概念要实现“存在”与“本质”的

统一。概念与客观性的绝对统一也要分阶段，它的运动经历了主观概念、客体和
理念三阶段，最后在“绝对理念”阶段实现了它的绝对统一。“绝对理念，是逻
辑发展过程的最末一个阶段，但它是之前一切逻辑范畴的“真理”和根据，它是
完全展开了的最初的存在概念，“绝对理念”是对此前一切概念包括最初概念的
论证和说明。由此说明，逻辑推理的过程就是“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绝
对理念，、开显自身、是真理开显自己的过程，是“全”导出自己的有始有终的
过程，同样也是概念自身发展的全阶段的反映。概念要实现“存在”与“本质”
的统一，它通过“思辩— 否定，的方式不断超越自身，通过它的具体化反映事
物发展过程的全部真理，最终完成对事物本质的开显。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
逻辑学与现象学— 显现学同一了。

第二节 老子的“观”

  ‘老子的直觉思维方法是与它的认识对象“道”密切联系的，论文第一章做了
说明，“道厅是 “混沌”，是“一”，是万物的来源和是存在的根据。既然 “道”
不可言说，道无法凭借理性逻辑思考的方式加以认识，唯一的途径只能 “观气

“观”从字面解释为看，但不是普通的“看”，是“静观”，“玄览即。老子说:“致
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又说:“归根
曰静，是 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观，必致“致
虚极，守静笃”，“虚”至极、“静”至极才能“观万万物 “复归其根”。“虚”和
“静”又该如何理解?老子是否要超越外在感官去认识“道”，或者说他要超越
感觉经验以先验一先天的认识方式认识“道”。如何能 “归根”、“复命”?老子
主张“知常”、致“虚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
为而无不为。”.又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
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为道”在老子看来其出弥
远知之愈少，求“道”不在外而是“反求诸己”，在自身的“静观开，竺玄览”中
获得，才能“归根”、“复命”。因为“道”不外求，必须依靠人以“心”来观，
消除心灵的蔽障，用清虚的心来观照。老子并不主张去除五官的感觉经验，而是
用更深的感觉经验，即用“心”来观照“道”。“心”的活动仍然为人的心智活动，
但它不是理性逻辑的推演，而是理智的直观，是打通了先验与经验的认识方式。

    “观”首先要致“虚静”，人的心清静下来以便“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
物并作” 是万物生长发展的客观现象，它是 “道”的开显，对它进行“观”表

。降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贺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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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观”作为理智的直观、作为“心”的起用是不离“存在”本身、不离“道”
的。只有在对 “道”的开显进行“心”的观照，人的认识即气心”的活动才能与
万物冥合，即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通过“心”冥合了，与“道”同一了。此
时的“心”己消解外物的遮蔽，与自然、与宇宙契合，故能“玄览”。人的心“虚
静”下来才能真实不虚地对“道”、“存在”做观照，才能观“万物并作”、观“道”
的开显。此时“心”的起用，观照是无错谬的，单纯的五官经验不足以认识“道，’，
必须将五官感觉经验导向更深的认识功能即“心，，它是无错谬的，因而是理智
的直观。“心”观照“道”的开显，它不抽离于“道”本身 ，因而它能认识“道”。

    “心”观“存在”的开显，使万物与人的认识能力在“心”中冥合了。“心”
对“道”的开显的认识也是当下的，此在的。“万物并作”里的并，意即同时。
万物同时都在按各自的生长规律发展，“道”的开显将万物生长的这一过程向人
展示出来，这为一动态的过程。“心”作为人的认识能力此时在“观”道的开显，
在“观”万物并作的动态过程，“观”是当下的，此在的。“观”是以“心”来看，
“心 ”是“观”的a心”，“观”是 “心”的 “观”。

    “观”作为老子直觉思维方法，不是逻辑推理的。“观”作为“心”的“观气
“观”“道”的开显，而不是干扰 “道”的显现，而不是将这一客观过程抽象为
一“理性— 理智”的过程或逻辑感念的推演过程。老子认为“前识者，道之华，
而愚之始.，。主张“绝圣弃智，。。还说“慧智出，有大伪。”.“智”，“前识”，
都指对事物错误的看法，偏见。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的看法，原因就在于企图将“本
体— 存在”、“道”理解为一固定实体，以为从中抽象出若千属性便能理解它的
本质，忽略了“道”本身就在“道”的开显中，“本体— 存在”就在现象中，
这一动态的开显过程并非理性意识所能把握的，也绝不可能凭借逻辑推理的方式

将“本体— 存在，、“道”从其现象中加以抽离。“本体— 存在”、叮道”作为
“一”蕴藏在“每一个”之中，若要从“每一”里抽离出“一”来无疑是老子认 ·
为的“道之华气
    老子的认识途径再一次应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象形思维”，这种思维蹂合

了感性、情感和理性，中国哲学讲的理性决非概念性的思维方式，应该理解成理
智直观，对事物本质当下的把握和体悟，它是靠“省身”，‘嗯心、知性、知天，’，
“思诚”、’‘静观”，“玄览”、觉悟去认识存在的。老子用“观”作为对“道”的体
认方式，认为是“涤除玄览”的必然途径。“观”照自身，反‘观”本心，‘获得精神
上的自由，和谐地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体现出中国哲学特有的注重“象”的认识
’倾向。这表明了中国哲学重体悟而忽视论证的特点。正如张岱年认为:“中国哲
学不注重形式上的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
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 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
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

0 ‘老子》第三十八章

. 《老子》第十九章

. 《老子，第十八章

.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B2年版，第8页



                          小结

    比较了黑格尔和老子的认识方式后，它们的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还得
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源头开始梳理。西方的理性精神发源于古希腊，哲人们力图

证明存在的合理性，“古希腊哲学把理性解读为合理产。他们相信唯有人的理智
才能揭示宇宙和谐的奥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腊科学是有价值目的的，··⋯
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
活的标准”。。后因为中世纪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出现使理性的发展遭遇断裂，
又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连接起来。西方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自苏格拉底之
后建立起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使人相信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能够对
自然、社会、历史和个人的生存环境进行理性的管理。西方理性主义不仅强调人
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把自然作为对象加以客观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将人自身当
做对象或客体对待，也就是把主体客体化。在西方人追求客体精确化和细化的过
程里锻造了他们追逐强大、扩张和征服的心理，发展出了工具理性、民主和科学
精神。西方人培养出审视一切，怀疑、批判的特质，体现出强烈的反省意识，同
时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找到滋生的沃土。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是自然的一部

分。中国哲人和其体悟对象是融会为一的，表现出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
一的整体性的境界，因而中国的直觉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它注重的不是获
得某一事物或事物某一方面的认识，而要求当下进入事物的本然状态，直接体证
“道”与心，天与人的浑然一体的境界。这也导致中国哲学里缺乏审视和批判，
科学和民主精神不发达。而 “仁义忠孝”、重亲情、重血缘的伦理观，追求闲适
高雅、无为清净的生活态度表现比较突出。“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她的主
要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稳定、和谐和有序的社会理想;二是修齐治平或
清净无为的人生理想;三是情景合一和物我两忘的审美情趣。这三个层面都由天
人合一的源头生发而来。”。中西方文化本质的不同取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
同，因而我们应以公允的态度对待世界不同文化和学说，就这些文化和学说来说，
其揭示的都是人类思维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它们有客观和合理的部分‘但我们的
认识不能止于此，以审视和批判的精神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观照，有助于文化之间
的整合。盲目地抹煞中西方思维的特点并不能达到交汇和互补的目的。哲学面对
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人本身，只有立足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
谐关系的背景之下思考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交流，探讨思维方式的差异和互补才
不会流于表面。

0许为勤:《价值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芬兰」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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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知识之树，，陈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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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知识与方法》，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5页



第三章 两人在方法论上的差别

      第一节 黑格尔的辨证法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

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

    从西方哲学传统看，辩证法并非黑格尔首创，最初使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拉底，为驳斥对方的论断而运用的一种对话的方式或方法。柏拉图在《巴门尼
德》篇里论述了“一”和“多”，“有”与“非有”，“同”与“异”等对立的统一。
古希腊智者派根据某些外在的理由，或抽象出对象的个别方面来进行辩驳，却被

认为是“达不到内在本质的反复推论”。。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歪曲利用形式
逻辑，特别是其中的三段论，“哲学思考沉降到一种抽象的理智的形而上学里面
和形式的辩证法里去了.”。“他们的这类研究已经蜕变成为一种完全空疏形式
的无聊争辩。礴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揭示概念自身的运动的，他提出辩证法是“思
辩的或逻辑的哲学，·“·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 是逻辑理念的运动气
.真正的辩证法“在于揭示纯概念的必然运动”。。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绝
对方法”就是关于概念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由于这一矛盾进展而扬弃自身，达到
新的统一，从而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概念因自身的内在
矛盾必须扬弃自身，以达到新的统一。而新的统一体中包含了对立的两个方面，
除了过渡到对立方，事物并不静止、停留在对立方里，为了调和矛盾，产让一切
本来分裂、对立的东西，都还原到高一层的绝对的统一 ”.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认识主体的“绝对理念”经过了“异化— 堕落”实现

自身的物质性后，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原因在于理念通过辩证法意识到它生活
在它的对立面中并与之既要保持其区别和界限，又要实现和谐的统一，即在与“异
己”的斗争里，理念必须不断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他说的“思辨概念”即为获
得现实性意义的概念，概念经过尘世的轮回后不再仅仅表现为空洞的形式，它是
实现了自己的概念，具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思辨概念”作为“绝对
理念”认识逻辑上的一个环节，成为认识的主体并且也是实体。黑格尔一再强调
他的认识论、本体论和辩证法是合一的，忽略辩证法的背景意义，单纯地概括为
正反合的表现形式或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则相当片面。
    辩证法为“绝对理念”提供宇认清自己的机会，并且作为方法使抽象的理念

概念实现了自己的现实存在。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

0陶秀傲:《黑格尔认识论研究》， 人民大学出版社，1臾均年版，第155页
.陶秀傲:《黑格尔认识论研究，， 人民大学出版社，19卯年版，第 1仍页
.陶秀傲，《黑格尔认识论研究》. 人民大学出版社，】9卯年版，第 ”0页 ’

。降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51年版， 第204页

.[德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81年版， 第199页

.1德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389页



    在中国古代没有“辩证法”这个名词，但关于矛盾的说法已不少，有如孔子
讲“辩感”庄子讲“反衍”，《易传》讲通变，荀子讲“解蔽”等等。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反”有两种含义:一是对立的含义;一是转化的含义。老子的哲学思想里不
仅显示了他对事物矛盾普遍性的认识，而且也认识到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相
互依存.。在 《老子》中用“有无、多少、大小、长短、轻重、高下一一”等概
念说明事物的矛盾关系，并且他对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
析，“三十辐共一辙，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值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
户煽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以为用。”。有.、无本是矛盾
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

    矛盾不仅相互依存，而且互相转化。“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又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
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矛盾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是
合乎规律的，是 “道之动”，也既是说矛盾的相互转化是 “道’的规定。

第二节 绝对同一与矛盾共存

    黑格尔与老子肯定了矛盾的存在，认为矛盾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黑格尔认
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
有动力和活动。老子认为因为矛盾的存在导致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事物因为

矛盾而运动，矛盾的运动转化是符合“道”的规定的，故而提出“反者道之动、
但是矛盾运动的方式在两人看来又是不同的。 · 圣
    黑格尔认为“辨证的运动乃是产生其自身，发展其自身并返回于自身的过

程”。。根据这种方法，“在科学中，概念是从它本身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纯粹
是概念规定内在的前进运动和产物.”⑧概念自身的内在矛盾要从对立达到统一、
必须扬弃自身做“内在的超越”，一切的矛盾在“绝对理念”阶段都不复存在，
“在最高的真实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自然，知识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
立都不存在了，总之，一切对立与矛盾，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失其为对立
与矛盾了。一切本来分裂对立的东西都还原到高一层的绝对的统一。”0他将否定
的否定看作是矛盾的进展即对立统一的进一步发挥，矛盾进展的过程是“肯定一
一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通过否定的否定返回到开端，整个发展过程不
是单纯地由此及彼的流动，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前进的发展过程.辨证发展不
是直线式的而是圆圈式的，概念在离开开端前进的同时，又向开端返回，达到结
果与开端的辨证统一，从而形成圆圈式运动。“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

。《老子》第四十章
. 《老子，第十一章

.《老子》第二十四章

. 《老子》第五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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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单纯的规定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了它的
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阅概念因辨证的运动丰富了自己。
全部哲学史的发展是一个合规律的发展过程。只有在哲学中，精神才以它的真正
形式即纯概念形式表现和认识了它自身的绝对本质。“有了这种概念辨证法，理
性与世界的对话便演绎成理性自身的外化、现实化、客观化，进而在对话中理性
化外物为自身，使之内外、回归于理性自身。⋯⋯理性演绎、生化出外物也就是
理性自己产生自己。”。辩证法在于揭示纯概念的必然运动，概念是运动自身由潜
在，抽象变成现实，因为贯穿于全部精神哲学的基本矛盾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
对象，思想与存在的矛盾，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诸矛盾的统一体，它开显自
己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也是“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矛盾成了“理念的
本性，。矛盾是概念自身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思想与思想者之间的矛盾，概念的
抽象形式与具体内容之间的矛盾。

      黑格尔将“本体— 存在”、“混沌，理解为诸矛盾的最高和谐体，是绝对
同一的概念 ，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也是揭示概念自身矛盾的运动。与他不
同的是，老子的“道”不是理性的预设而是流遍于万物之中真实的存在。老子看
来，万物是运动的，但这种运动是循环往复的，事物的运动最终要回到它的原点，
即回到事物的根源，“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③天下万物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是
普遍存在的，“反者道之动”说明“道”的运动表现为矛盾的对立及矛盾的相互
转化。 冬t

      老子认为对立面是事物存在的条件和依据，矛盾双方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泯
灭”与对立物的“界限— 差别”，而是在 “他者”中保持了“自我— 自己".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因“他者”存在‘自我— 自己”能存在，不存在矛盾的最
高统一体。矛盾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

第四章 善的实现

    哲学伦理学整个面对的对象就是“人”，通过对黑格尔与老子哲学思想的比
较，最终的落脚点还得回到人的道德上，关注善的问题。善的实现意味着道德价
值的实现，意味着人才是完整的人，自由的人，人的生命才能立体，丰富和圆融。
正如康德认为:“道德法则之所以被思想为客观必然的，乃是因为它对每一个具
有理性和意志的人应该都有效。”。

第一节 黑格尔关于善的理念

一 善是自由

。【甸黑格尔:《逻辑学，，贺麟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第，49页
.章忠民:1黑格尔的当代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加3年版，第3。页

. 《老子》第二十五章

.〔甸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页



    黑格尔:“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人的本质是精
神，因为人是“绝对理念”的产物，而精神是自由，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下人的本
质才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的。实行自由的过
程，归根结底就是人类的一切实践都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在他看来，自由不是为
所欲为的胡作非为，因为任意违反了理性，任性不仅不是自由，而且是受非理性
支配的不自由的表现形式。黑格尔强调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也是人和动

物的本质区别。人由于有了理性才能自由地意识和行动。黑格尔注意到人类有了
思想和意志并不代表人就有了自由，理性提高了人的自由但同时也造成人的异
化。人类靠理性建构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并用法律规章约束人的行为以维持社会
稳定和他人的权益，它们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它也可能会反过来压抑和控
制人。人要实现自由必须最大限度地克服异化。 “自由首先在于主体和它自己
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
发现了它自己.”。认识必然并且通过对必然的把握改造客观世界，通过认识必然
和实践对必然的认识，主体和客体同一了，也实现了自由。黑格尔认为只有以实
现人的自由为目标，摈弃异化和对人的压抑，通过人的实践，人才能发展成为全
面的人和真正的人。 . ;

二、善要实现自己

    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善的概念出现在理念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作为
理念发展的不同环节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它包括了作为实现的理念或理念的实现
活动的善，作为道德，行为的普遍价值的善.本节主要讨论善的第二个阶段即道
德，行为的普遍价值的善。 二
    “为善而善这样的空洞的东西在生动的现实中一般是没有余地的。人们要行

动，不仅必须求善，而且必须知道这样或那样是不是善。”。人作为一个对善的希
求者来说，必须知道何为善，何为不善。“人类的绝对最高的规定的印记就在于知
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而这个规定就是对于善或恶的意象。，④可是人又根据
什么做善或不善的判断呢?“善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1)善对于我作为一个希
求者来说是特殊意志，而这是我应该知道的;(2)我应该自己说出什么是善的，并
发展善的特殊规定;(3)最后，规定善是本身，即把作为无限的自为地存在的主
观性的善，可以特殊化。这种内部的规定活动就是良心。”。善需要意志对它做规
定才能够实现。意志根据自身对善作出规定，使善成为“应然的善，成为现实的
‘种力量。”@善不是概念，不仅是应当，它有绝对卖现的资格。当“绝对理念”
回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整个世界实现了它的最终目的即导出宇宙大全，使之成
为诸矛盾的绝对同一体，此时的“绝对理念”实现了自身的自由，实现了世界的
绝对和谐，善的实现成为现实。善没有能力直接进入现实，“善也只有以主观意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 三联书店，第67页

.1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56年版， 第7’7页

.1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 第75页

.1德1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7，年版，第133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141页

. 〔德1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133页



志为中介，才进入到现实。”。人的主观意志使善的实现成为可能，此时的人不再
是理念的抽象形式或是符号的象征。善要实现必须依靠人进入人的现实世界。人
只有实现了善“才具有价值和尊严”。。“绝对理念”实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人的自
由，人的善何以可能.当人在现实中实现自由，成为有价值，有尊严的人，同时
他实现了善。“绝对理念”的自由不凭借任何外在，它不断创造其自身，实现“是
如此”与“应如此”的统一，实现“存在与应当”的符合。人作为“绝对理念”
在精神阶段的最高产物，也必须充分实现其自由。善的实现因而也是有过程的，
它在理念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但善在现实世界的实现最终需要由人来
完成，而实现了善的人也实现了其自由，其价值，其尊严。

第二节 老子的惟“道”是从

    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是万物之本根，人类只有与万物
一样，“莫不尊道而贵德”，。效法道自然无为，才能解决社会和人自身一切问题。
“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0，“德”从属于“道”，“道’是统摄万物
的总根源，“道法自然”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无为而
无不为，无以偏私的德性何其崇高。那么何以有“德”呢?在老子看来“道”永
远是最根本的，它效法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人只要与道“玄同”，在 “道，的
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与宇宙的和谐，‘功成事遂’”.。老子主要是从修身和治国阐述
道之玄德一 “自然无为”在现实中的贯彻和起用的，并从中表达了“尊道贵
德”的思想。遵从道的原则向来就是最大的德，最大的善。

    首先老子在谈人的品格时多次讲到处下、不争和谦柔。他说:“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
王”。。他认为人应该像道那样保持谦退不争的德行，则不会出现与人相争破坏社
会和谐的局面，反对人为的、违背道的规律所做的种种干预。此外，与之相应的
提法还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甚爱
必大费，多藏必后亡。知足不辱，知行不殆，可以长久。””强调人保持情静无
为、谦让的重要性。

。1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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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对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无为的主张。“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提出
“无为”的主张原因有:一、认为应顺应自然，不做种种违背道的规律的干预，
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无为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③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有为”，这一
结果基于“我”无为.无为而治，则能“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
然。”④对老子哲学颇有研究的刘文典说:“老子政治哲学的精意⋯ 据我看来，
只有三句话，就是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从上述关于修身之德、治国之德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人的生存方式与
状态要与“道”的根本规律保持一致，人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现实一切，老子说: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道，道乃久，段身不殆。”0人能从“道，的运
行规律中了解自然规律，进而将其作为人生规范，行为规范。老子认为人类和自
然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人更不可
能去控制和征服自然。人也不同于万物，万物只能顺应自然，其生命的运动方式
只能按照自然的规定进行，而人却可以法自然，人能学习和认识自然的法则与规
律从而认识自身的不足，
    老子提出了人类价值的三个层次:人— 圣— 王，其中老子关于圣和王都

有明确的说明。人即是自然世界的自然人，普遍意义上的人;王是法自然，具有
德的人，虽然很难做到但最终还是可能实现的;圣人以道的法则为行动的准则，
处处以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老子指的圣人与儒家讲的圣人不同，儒家的圣人必
须具备仁、义、礼、智四个条件，老子则认为圣人是从事于道，同于道，以百姓
心为心的人。他说“圣人无为”0，“圣人不积”。.“圣人无恒心，以百姓心为
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
善渊，与善天，言善信，政善治，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0可见，圣人是
专门为人，毫不利己，具备才干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带领百姓。“是以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1平凡人可以通
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圣人，按照自然的原则要求自己就是圣，人类永远地效法自然
就可以转圣为王。法自然是人类道德和智慧的源泉，仅仅让个体成就了善还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善，当众多个体的善造就了善的社会时，整个社会才是 “甘其食，
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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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绝对理念”得到自由发展和实现的体系，他的精神哲
学更是以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为主题，他曾说:“通过把自由理解为所谓的灵魂
的本质和实体，对于哲学的绝对根据就得到奠定了。网黑格尔的自由不是先验的，
自由的实现需要现实的内容和客观的条件，我们应该肯定黑格尔推崇的自由其能
动的、积极奋发的、有创造力的自由，它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绝对无限的
自由只有通过现实的、有限的自由显现。
    老子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效法道的规则，才能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人的自由

不是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而是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生共荣。不
是消极的散漫，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学习和实践道的规则，达到民自化、自正、
自朴、自富的理想社会状态，实现人真正的自由。

                    结论

    在工具理性的偏差和歧出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
方强势文化冲击的背景下谈论中西方文化，探讨文化之间的通约问题，是很有价
值的。尤其面对这个时代的多元论引发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的情形，促使我们
对这个时代的种种文化现象作思考和回应。后现代主义通过解构本质主义和“元
叙事，元话语”，消除了现代文明的种种神话和虚妄，对现代社会的弊端和危机
做了深刻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反思和反省。与此同时，它抛弃了永恒和终极，
超越与神圣。取消了对真理、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人面临精神的荒野和
内在的沉沦，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哲学面对的对象是“人”，如何成就人的
自由和道德，是任何时代的哲学关注的主题。
    本文通过黑格尔的思辨概念的微观研究，梳理了理性的由来及黑格尔时代的

理性问题，并与中国的直觉思维相比较，分析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本研究
从西方哲学史中的“混沌”观念出发，然后比较了黑格尔和老子对“混沌”的不
同理解，展开了两人体系的阐述。同时将两人思想中与现象学— 显现学的暗合
之处揭示出来:本质只存在于现象之中，本质向人开显自身。任何思想的产生和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诸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尽管黑格尔与老子的历史背景、知识素
养、个人经历存在根本的不同，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存在的追问和探究，对人的自
由和道德何以可能的发问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点来自人类思维的必然性和共同
性。

    本文通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老子的“道”进行比较，揭录了东西方
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文化本质的不同，本研究最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在
面对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学说时应该以公允、客观、全面的态度对待，分辨出不
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点。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互补已经
成为必然，只有立足于“人”的完整和自由，探讨文化之间的交汇才有最终的意
义和根据。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咖年版，第25页



                        致谢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辛苦研究和写作，本论文即将完成，掩卷静思，思绪万千。

对于这些年在我求学期间，给予我帮助的恩师、长辈和朋友们，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

激之情。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良范教授，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和学术上的开明，让我

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写作，有助于培养个人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王老师在

我平时的学习当中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与关怀，特别是在本文的初稿出来以后，他在百忙

中抽空审阅了整篇论文，凭借敏锐的洞察力，针对本文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提出了中肯

的意见及修改方案。使我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锻炼，受益非浅。

    我也要感谢徐析教授和陶渝苏教授，尽管他们的工作忙碌，但是从未放松对我们的

教育，严厉中带着慈爱，感谢他们对我多年的培养。

    许为勤教授和张年顺教授同样是我满怀感谢的老师。在读研究生期间，‘他们给予

我学习上的帮助和鼓励，对我的学业和生活有莫大的帮助。在与许老师平时探讨问题的

过程中，她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还给予我思想上的启发。

    我还要谢谢培养我的母校一 贵州大学，我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了年，感谢哲学系所

有的老师，谢谢庄勇教授、青敏教授对我的培养。

    我会将所有的感谢化为行动，踏踏实实做事;把教诲铭刻在心，象我的老师一样做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的同窗好友陈龙、罗迅、李霞、顾泉给予了我很多有启发的建议，我的大学同学

帮助我查找资料，在此我对他们的帮助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谢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对我的养育，没有他们对我的悉心照料，我的学业

将会是困难重重甚至难己继续。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是我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王静

200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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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文 献 综 述

一 目前国内外对黑格尔的研究状况

    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黑格尔之后，无论是反对黑格尔，还是

赞成黑格尔，都不断地受到黑格尔的启迪。而20世纪的哲学都表现为或修订或拒斥黑格尔

哲学，他之后的西方哲学有如下几种走向: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再就是分析哲学和现象

学。

    国内对黑格尔的分析和研究也持续近60年，但其侧重点多在他的《精神现象学》的本

体论及《逻辑学》中关于逻辑自身的辨证法运动。我国的研究还过多地强调黑格尔所处的时

代背景，特别是强调阶级与政治状况，导致教条化地看待他的思想，没有重视其思想价值的

研究，尤其把认识论和辨证法脱节的现象严重。或者用割裂的眼光对他的体系进行过滤，认

为辨证法是空架子，主张要么用本体论反对认识论，要么抛弃认识论。最近几年一批学者尝

试从认识论、时空观、哲学史观，自然哲学等角度探究黑格尔哲学，大大拓展了其哲学研究

的思路和方向。尽管有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考察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老子的“道气

尤其从存在论和时间纬度及与现象学的某些暗合方面做比较的不多。

    目前国内研究黑格尔的专著有:柯小刚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同济

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邓晓芒:《思辨的张力— 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等等。以我收集到的黑格尔哲学为主题的有:刘敬东:《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

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载于《中国哲学》，2005年第8期:王福生:《论黑格尔辩

证法的本体论性质》，载于《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陈也奔:《黑格尔哲学的一般

方法》，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陈挺:《黑格尔哲学视阐中的“反思”及

其效应 兼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载于《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

    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就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著的《黑

格尔》在西方被公认为一部巨著。代表着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语世界研究黑格尔的

最高水平，堪称对黑格尔理解最深、研究最透的著作。国外对黑格尔进行专题研究的很多:

    据我所收集到的国内涉及黑格尔的汉译本有:《青年黑格尔》(卢卡奇，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黑格尔认识论与当代哲学》(汤姆.罗克莫尔，人文科学出版社，1996)、克罗齐 《黑

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克罗齐，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黑格尔哲学》(司

退斯，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黑格尔的几本重要著作也被翻译过来了，它们是:《精神现象学》(贺麟译 ，商务印书

馆，1986)、《自然哲学》(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哲学史讲演录》 (贺麟

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 第一卷)、《美学》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 ).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 ，1956年)、《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

《，J’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二 目前国内外对老子的研究状况

    老子是一位世界级的人物，是当代世界百位名人之一，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老子。而这里

更不应忽略的，是《老子》本身:其一，《老子》言简意深，哲理宏富，它虽然只有区区“五

千言”，但它浓缩了大量的人生智慧和至理名言，而且它的诗化哲学的话语表达式往往寓意

隐晦，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给后人的无限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二、《老子》的精神特质

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

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

    目前国内研究老子的专著有:《老子与中国文化》(张智彦，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



年版);《大道运行论》(司马云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自1999年以来国内公

开发表的论文，我收集到的以老子哲学为主题的有，它们是:陈鼓应，《论道与物的关系问

题(上)、(下)—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载于《中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刘笑

敢:《老子之人文自然论纲》，载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罗传芳，《老子生存论哲

学辩证发微》，载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何时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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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中国哲学》，2005年第10期;

陈红兵:《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载于《中国哲学》，第2006年第6期等。

    国外研究老子已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科学家对于老子有普遍的关注和赞同。在近

邻日本、韩国，老子具有巨大影响，西方文明从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

时，就开始注意道家了，说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道就是道路、

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气从而给予很高评价。黑格尔此处体现出

的自然是西方的学术立场，但是其观察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据西方学者统计，从

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

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

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

    老子的相关资料有:《老子生存论哲学辨证发微》(罗传芳，原载《哲学研究》，2005
年2期)，《老子与中国文化》(张智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老子的道在先秦
两汉魏时期的发展》(王德有，引自博士硕士论文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老
子通》(古隶、周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民出版社，2003)

《老子·庄子》(唐忠明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 ，

《道不远人—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安乐哲

    《大道运行论》(司马云杰 ，陕西人

2加4)

  赫大维，学苑出版社 ，

《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澹剑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中华书局， 1984)
《道家的直觉与现代精神》哪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直觉与东西方文化》(周春生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娜)

三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本文从哲学史上对黑格尔与老子两人思想的渊源及其影响出发，以他们对“混沌”的不

同理解展开论述，并从现象学、时间观、认识论等方面进行比较。因此本文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哲学史上对“混沌”问题的理解，及其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老子的“道”做比较

2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改造

3对老子直觉思维的理解

4西方哲学史上对时空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5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老子的矛盾观

因此，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小逻辑》、《哲学全书》、《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哲学

史讲演录》、《美学》、《历史哲学》

②关于老子的著作:(老子通》、(大道运行论)、《老子·庄子)、t道不远人一 比较哲学视

域中的老子》、《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老子注译及评介》、《道家的直觉与现代精神》、

  《直觉与东西方文化》等等

③哲学史的相关著作:叶秀山 、王树人的 《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策勒尔

的 《古希腊哲学史纲》等等



附 录 二

黑格尔生平年表

1770年8月27日

1777年
1788年0月27日
·1790年9月27 日
1793年9月29日
1793年10月
1795年

1799年1月14日
1801年1月

1802年

1803年

1804年
1806年10月14夜
1807年

1808年
1809年

黑格尔生于斯图加特 (埃贝哈德街)
进入文科学校
考取图宾根神学院
答辩哲学硕士论文
神学院毕业
在伯尔尼施泰格尔家当家庭教师
撰写 《耶稣传》 ;
父亲去世
  《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
  讲授 《逻辑与形而上学》和 《自然法》小
  讲授 《逻辑与形而上学》和 《哲学全书》
  任大学讲师 ，。
  《精神现象学》完稿 夕

  任日报编辑，《精神现象学》出版 ‘郊
  任纽伦堡文科学校校长 5‘
  发表学年年终讲演 卜。

铸

"衬
，
旷

1811年9月16日
1812年

1813年

1814年

1816年

1817年

1818年3月12日
1820年10月
1821年

1822年

1827年7月
1828年4月和6月

与玛丽·冯·图赫尔结婚
  《逻辑学》第一、二部分出版
  黑格尔之子卡尔出生
  黑格尔之子伊曼努尔出生
讲授《哲学全书》和 《哲学史》
  《哲学全书》出版
  普鲁士国王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教授
  《法哲学原理》出版
  讲授 《美学或艺术哲学》和 《哲学史》
  任大学评议会委员
  《哲学全书》第2版出版

公
生.‘

‘屯}

      ，

1829年

1830年IC
1830年
1831年11月 14日

在 《年鉴》第77-一80和10乡一n4期发表 《论哈曼
  .的著作》

在魏玛和歌德最后一次见面
《哲学全书》第3版出版
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
逝世



老子年表

公元前576年

鲁成公巧年

老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81或571年

公元前551年
鲁襄公22年

孔子生

公元前522年

鲁昭公20年

老子为周之征藏史。孔子适周，盖往见老子

时孔子年三十

公元前5加年

鲁昭公22年

周景王死，王子朝为争夺王位，发动大内战

公元前516年

鲁昭公26年

王子朝失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因

“免而归居.

公元前505年
鲁定公5年

老子在鲁，孔子“从老腆助葬于巷党，日有

食之，

公元前501年
鲁定公9年

老子居沛。“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见
老腆”

公元前492年

普哀公3年

老子居陈。孔子在陈闻鲁有火灾。孔子年六

十

公元前491年
鲁哀公4年

老子居陈。“孔子自陈迁于蔡，。孔子居陈时

间颇久，老、孔有经常碰面的可能

公元前478年

鲁衰公17年

楚灭陈。老子遭遇亡国之痛，可能逃亡异国

公元前? }‘老耽死，秦失吊之，
备注:关于老子生年，系据马叙伦的考证及老子大于孔子而做的假设。

老子在鲁之年，乃据曾子问及鲁定公五年日有食之而订定。

    附 录 三

                发表论文目录

《重建生活世界 挣脱交往异化》载《社科前沿理论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1拓
  年4月第4辑，
《直观与美》载于 《贵州大学学报》2006年增刊第5期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

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文中所注明引用的内容

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它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

科研成功，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

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街 日期:2006年4月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贵州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

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

件和电子板，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贵州大学可

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输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

索;可以采用影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

文。

(保密文件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嗬导师签名落浓夕期:2006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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