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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

天主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舍勒的思想博大精深，尤其

对人的问题的探究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其中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又成为其核心的

核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围绕舍勒人的本质思想进行探析，以期有益于

丰富和发展哲学史上的人学理论。全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具体阐述了舍勒对近现代以来关于人的各种理论的批判。主要包括对

关于人的消极理论和古典理论、自然主义观点(包括形式一机械论思想、活力论的三种

亚类型学说)、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以及克拉格斯的精神与生命冲突论的批判。这些理

论从根本上割裂了理性与本能或精神与肉体(生命)之问的密切关系，都没有抓住人

的最本质的东西，没有看到本真的人自身和完整的人的统一体。

第二部分，系统地梳理了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舍勒人的本质思

想的现象学方法论原则的探求，对人的精神本质的探求，包括精神的含义、特征、精

神与生命冲动(生命冲动的感觉欲求、本能、习惯联想和本质智能四个等级层次)的

关系以及精神与位格关系的研究。并具体阐述了舍勒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发展的

思想。主要包括舍勒对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状态、人的陌化状态

以及人的发展——全人思想的阐释。

第三部分，对舍勒人的本质思想作了评价。首先指出了舍勒人的本质思想在整个

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它使舍勒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它丰富和发展了

西方哲学史上的人学思想。其次指出了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性。它提

出了完整的人的思想，对人的本质精神作了拓展性的研究，指出了人的动态性与发展

性。当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缺乏对人的

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理解与分析。并指出了研究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舍勒人的本质精神 位格全人

中图分类号#B089．3



些奎堕笙查兰堕主兰焦堡窭

Abstract

Max Scheler，the great philosopher， ethician， Catholic thinker

phenomeno]ogy second leading scholar，philosopby anthropology founder in

German．Max Scheler
7

s thought is wide and profound．Especially，the idea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is his whole thought system’s core．Which cause important

influence．The article’s intention is to research the thought．I look forward

to enriching and development the theory about human being by studying this

iden．The atticle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as following：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Max Scheler’s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il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which includes the inactive

and classical theories，naturalism point(form and mechanism，three vitalistic

second typology)，Rene Descartes’body and mind dua]ism，and Kalages’conflict

of spirit and being．These theories dissever the affinity of loges and instinct，

spirit and being，and they can’t find the real oneself and entia of integrate

man．

The second part expounds systemically thelmajor content of Max Scheler’s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which includes Max Scheler’s searching

of method to phenomen0109y and man’s genius spiri t．the latter includes the

meanings and character of spirit，the connection of spirit and being impulse，

and the Person connecting closely to the spirit．This part also expatiates

specifically Max Scheler’s viewpoint about man’s existing state and its

development，which analyses Max Scheler’s explan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and the history，and the god．In the same time，It

interpretate the alienation state of human and the future state of man．The

future state of man i S the perfect man．

The third part appraises Max Scheler’s them‘Y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Firstly，I poiat out the positioil of Max Scheler’s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in the whole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It makes Max

Scheler be the founder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moreover，i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research of human in western philosophy hi story．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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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oint out the theory contribution and 1imitation of Max Scheler’s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It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integrate human，

making an expanding study to human’s genius spirit，pointing out man’s

characteri stics of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Of course．It also exists some

localization，such as the full of mysticism and the lack of comprehension and

analysis to man’s sociality and practicality．At last，it has important reality

meaning．

Key words：Max Scheler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Spirit Person

Ferfeet human

Category number：B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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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

天主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哲学人类学奠基人。他的思想涉及十多个学科领域，

并在每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著名的现象学家倪梁康

先生这样来概括舍勒一生的思维历程：“舍勒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哲学家”，“他不

仅多变，而且涉猎的领域极广”。“3尽管舍勒的研究领域很广，但他自始至终都在关注

人的问题。

舍勒在其临终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前言中明确说自从他的哲

学意识第一次觉醒以来，诸如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等问题就成

为其哲学的核心问题。舍勒传记的作者威廉·马德认为贯穿舍勒思想体系的线索有两

条：“一是他对人的理解，二是他对现象学方法的理解。”。’然而舍勒思想的多变并不是

随心所欲、毫无章法的，综观其著作的论题也可见舍勒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对人的总体

构想，比如《论人的理念》、《人与历史》、《论人的永恒性》、《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

等。而他在其他如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也不乏对人的问题的探讨。

舍勒博大精深的思想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兴趣和注意。尤其是舍勒关

于人和人的本质的问题，在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的今天，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许多研究者对舍勒关于人的思想给予了研究。他们有的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认为舍

勒是现代西方哲学人类学的真正创始人。国外著名舍勒研究专家弗林兹先生(Manfred

￡FrJngs)在《舍勒全集》中专门将舍勒哲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编

撰，并在其新作《舍勒思想评述》对舍勒关于人的情感、人的位格层面及人与上帝的

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佩佛·科尔涅耶夫著的《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东方出

版社1987年版)中有专门的章节对舍勒哲学人类学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河北师范大学

的魏琦和杨赋斌曾有一文“马克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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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第2期)。欧阳光伟著的《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也

有对舍勒哲学人类学的专门论述。还有的学者从价值论的角度对舍勒关于人的问题进

行了探讨，如北京大学的万俊入教授有“舍勒现象学人学价值论掠要” (《社会科学

战线》J991年第3期)一文，浙江大学的余潇枫先生有“人格：价值的‘担负者’一

一论舍勒的‘人格——价值’学说”(《长自学刊》1997年第4期)一文。著名现象学

家倪梁康先生对其现象学的研究，张志平和王建军博士有“现象学：舍勒与胡塞尔的

不同道路”(《复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一文。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舍勒

关于人的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关于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

而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对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论贡

献和局限性以及现实意义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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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舍勒对传统的关于人的各种理论的批判

舍勒详细考察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的各种理论，并将其归纳为三种，即神学的、

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人的本质。第一种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发展而来，即关于亚当

与夏娃，关于创世、天堂与堕落等的思想；第二种是希腊——古典文化的思想范围，

即“理性”是宇宙之基础，而万物之灵中只有人才f具有理性等；第三种属传统的自然

科学和发生心理学思想范围，即人是地球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人与动物只在能量

和能力的复杂程度卜有所不同。这三种观点各自为政，并以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形式，

使人的问题扑朔迷离，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彼此争论不休，却不能揭示真正的入的

本质。舍勒说“研究人的各种学科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科学如何有价

值，它们却掩去了人的本质，而不是去照亮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当前这

样，人对于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3所以舍勒企图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探求真

正的人的本质，给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形象，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舍勒充分利用

现代医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逻辑学、

人类学等广博的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种关于人的理论进行了详尽地考察，并给予了

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

(一)对关于人的“消极”理论和“古典”理论的批判

1、对关于人的“消极”理论的批判

人的消极理论主张精神本身因生命而产生，意味着生命是精神的起源，生命是第

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生命决定一切，即生命决定论。其主要代表是佛陀的解

脱学说、叔本华的意志论、弗罗伊德的后期思想。佛陀认为“人的此在的意义一旦把

自身当作欲的主体而使之泯灭，人的此在的意义就完结了，也就是说促成了一个只被

观赏的世界——空或涅盘。””’释迦牟尼无论在论到人，还是世界的本原时，都没有提

到精神的积极作用，他唯一认识到的只是因果秩序。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的本质特征，

意志决定一切。阿尔斯堡扩展了叔本华的学说，他坚决反对用理性和精神来定义人，

他认为人性原则产生的原因就是人体器宫很难适应外界的能力。J下如奥地利精神病学

家阿德勒说：“精神是人作为一个种系在构造上器官缺陷的超级代用品。“61而弗罗伊德

则强调和夸大本能冲动。

舍勒指出这些消极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对以下问题给予丝毫的回答——“人

身上是什么在否定，是什么否定求生意志，是什么在压抑本能?受压抑的本能能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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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成神经病，而有时却升华为创造文化的行动，造成这个事实的不同的终极原因何

在?升华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精神的原因至少在局部上与存在原则一致?最后一

问：本能受到压抑、升华，求生意志被否定的目的何在——是由于那些终极价值和终

极目标的缘故?”⋯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舍勒认为是精神，是精神在压抑本能或升华意志。

那么消极理论的缺陷就是对精神的忽略。

2、对关于人的“古典”理论的批判

“古典”理论主张理念或精神尽管以各种变化形式出现，如万能的神、绝对理念

等，但其宗旨始终认为精神或理念具有一种原始的力，是创造力量并指导着人的一切

行为。主要代表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舍勒认为古典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整个世界

观的原则性错误，这种世界观假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其秩序自世界产生以来就

～成不变地是这样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存在的形式越高，就越有力量和权威，就能

成为较低级形式的原因。所以值们构造一种精神或理念的存在作为世界和人的最高的

形式决定着世间的一切。舍勒说这种想当然地认为是错误的，不论是较高的形式还是

较低的形式都不能成为彼此的原因。所以精神不能决定一切。

(二)对“自然主义”观点的批判

1、对“自然主义”观点中形式一机械论思想的批判

“自然主义”观点及其形式一机械论思想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指始于古希腊罗

马，出自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学说，在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中得

到最完备的表达。他们一般用有机体内支配一切的物理——化学法则来解释心理现象，

却不把心理现象与精神作区分。另一种形式在英国感觉论中表现尤为突出，即感觉数

据和观念联想的法则是第一性的和起决定作用的。舍勒认为这两种机械理论的失误，

都在于忽视了生命的特性和生命自身固有的法则中的生命的本质，并误解了精神，将

精神等同于心理现象。

2、对“自然主义”观点中活力论的三种亚类型学说的批判

“自然主义”观点中活力论者把生命的范畴作为全面理解人及其精神的元范畴，

即他们过高估计了生命原则的能力限度，而人的精神只能从人的本能生命及其生命产

生的产品来理解。舍勒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认为人吃什么就是什么，典型的

代表是德国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第二种把人看作是一种由力本

能和权威本能统治的存在，代表人物是尼采和叔本华。第三种把人当作一种性力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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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形式，而人类文化就是受压抑并升华了的性力的产品，代表人物是弗罗伊德。总之，

这些理论“不但想从本能的力中推导出精神及其观念和价值的行动和力量的获得，而

且还要用本能的力按照这些观念的内涵的意义状况来解释这些观念，进而从本能的力

来推导出精神的法则和精神的内部生长。”“’也就是说，这些观点过分夸大了本能或者

生命冲动方面的作用，面忽视了精神的意义，认为精神是生命的力的产物。

(三)对笛卡尔和克拉格斯的人类学理论批判

1、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批判

笛卡儿把一切物质分为思维着的和广延着的，含勒认为他的这种划分在人的主体

方面灌输了大量的错误，在人的肉体和灵魂之间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舍勒用大量

心理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指出了笛卡儿身心二元论的错误性。身心关系实际上也就

是生命与精神的关系，尽管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的差异，但“这两个原则在人身上却是

互为依托的：精神把生命观念化；而只有生命才有能力把精神投入到行动中，并把精

神变成现实，无论是从最简单的行为刺激起，还是一直到完成一件我们认为具有精神

意蕴的产品上，都是如此。”。1舍勒反对将精神与生命放在同一层次上的二元论。

2、对克拉格斯的精神与生命对立关系理论的批判

德国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克拉格斯认为“精神与一切生命及～切属于生命的东西，

与一切表现为简单的、机械的灵魂生命，处在一种原始的对抗状态，而不是处在一种

相互补足的关系中。在这个对抗状态中，精神却似乎成了在人类历史的延续中愈来愈

深地摧毁着生命和灵魂的原则，使得人类到头来仿佛是在堕落，是显现在人心中的生

命一直在不断延续着的病相。”“”精神只是人类发展到某一历史时期而突然产生的东

西。舍勒批判了克拉格斯的这种将生命与精神处于对抗状态的观点，认为精神根本就

不具备任何摧毁生命的威力与强力，精神与生命不是一种敌对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

成的关系。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以上各种理论尽管形式繁多，但其实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

在对入进行探讨时，总是将精神与生命割裂开来。要么忽视精神的重要作用，要么忽

视生命的本能作用，要么将精神与生命截然对立起来，都没有对人作出一种本质上的

全面把握，而这恰恰是舍勒批判他们的共同原因。舍勒认为：“迄今为JI二的各种宗教和

哲学论断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解释人是什么，毋宁说是解释人是以何种方式，从何处

起源的。“⋯舍勒概括了以往关于人的论断的根本错误，即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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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呈现给我们，都只是围着人转圈子，都没能抓住人最本真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

舍勒的整个思想的根本目的之所在。舍勒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

样人对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

二、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舍勒研究人的本质思想的现象学方法论

舍勒研究人的本质思想的现象学方法原则，实际上是对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方法

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在欧洲兴起的这种现象学方法，其一般作以下的理解。现象学方

法不是象演绎法和归纳法等的科学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摆脱传统和现有的理论、学

说的影响，相信自我直观的可靠性。现象学的‘直观’既是自由的想象，但又没有主

观任意性。直观具有明晰性的标准，那就是对概念意义的细致分析和明确表述。这一

方法要求在事物、观念和语言三者关系中全面地理解事物自身或本质。”“33

舍勒从发表《先验的形式与方法》到著作《自我认识的偶像》(1911年)历时l 1

年之久，一直在默默探索，除了几篇应景之作外，-都未曾轻易走进他哲学的主题——

人的问题之中，方法论的欠缺是一个首要的重要的原因。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说：“现

象学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他达到将来目标道路上的踏脚石。州“1那么，舍勒一经发现现象

学这一有效地方法，就迫不及待地将现象学这一有力工具运用于对人的问题——这一

他最关心的问题的研究，它包括人的本质、入的价值、人的情感、人的信仰、入与历

史、人与社会等～系列问题，而人的本质问题是舍勒思想的核心，是其整个哲学体系

的基石。

舍勒将现象学看作是对传统的世界观进行改塑的工具。他说：“这一改塑将犹如一

个成年累月蹲在黑暗牢房的人踏进万紫干红的花园时迈出的第一步。这一牢房是那指

向单纯机械事物和可机械化事物的知性用其‘文明’给我们限定的人类环境。而那一

花园将是上帝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还遥远，却已看见它在为我们打开大门并向我

们致候——那么明媚的世界。牢房里的人是今天和昨天的欧洲人：他叹气、呻吟，在

他自身机制的负担下蹭步，眼里只有地球，步履沉重，至于上帝和世界，他早已忘了。”

f1日

舍勒兴高采烈地拿着现象学这一重要的工具迈入了自由的花园，对各种问题进行

研究，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研究也好不例外。舍勒将现象学运用于对人的本质的分析是

哲学界一支亮丽的奇葩。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现象学在舍勒的人类化过程中获得了其

广度，在海德格尔的本体化过程中获得了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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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舍勒对现象学，在其运用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深刻理解。他说：“现象学首先既

不是一门科学的名称，也不是哲学的代词，而是精神审视的一种观点，人们在此观点

中获得对某物的直观或体验，没有这个观点，这个某物便隐而不现，它就是特殊类型

的。事实’王国。我说的是‘观点’，两不是方法。方法是一种目标确定的关于事实的

思维方式，如归纳、演绎。但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那些先于逻辑确定新的事实本身，

其次在于一种审视方式。”“”

由此可见，在舍勒那里，现象学同样不是一种具体的像归纳和演绎等的单纯方法，

这一点与其他现象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特别强调现象学是一种审视世界的态度

或方式。弗林兹将舍勒对现象学的理解归结为七点，．其中有两点在舍勒对人的本质思

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一是“现象学不是基于一种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

需要运用方法。其二是现象学基于纯粹直观。“”1其实这两点都遵循了对现象学方法的

一般理解。这种审视态度或者方式实质上就是对现有的理论、观念或学说的考察，然

后摆脱这些理论、观念或学说，而是相信直观的可靠性。也就是弗林兹所说的第二点，

基于纯粹直观，而这种直观实际上是对概念意义的细致分析和明确的描述。这个过程

就是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分析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现象学直观实际上是从专注于现

象的某一点开始而生发开来的自由联想，直到对这一现象一切可能的方面、性质和形

态都获得清晰的观念。它不仅起综合作用，而且强调自由的想象。现象学分析是把呈

现于直观中的各种观念加以分类的过程。分类需要概念名称，这里包含着从个别到一

般的过程。现象学描述即使用分析中获得的概念、名称对直观内容进行描述，也要在

语言中把思想观念明确化、固定化。”“o

舍勒无意如胡塞尔那样将现象学建立成一门严格科学，而是运用现象学这一审视

世界的态度审视一切，包括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的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本质问题。通

过现象学的态度以达到对某物的直观或体验，具体地说就是达到对人的本质精神的直

观和体验。“舍勒没有建立像现象学这种新科学的抱负，舍勒以为这样一种科学至多是

帮助找到解决危机和继续多年的问题的答案的方法。“州舍勒为自己的现象学提出的任

务是“借助现象学的审视，批判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结构。“2”刘小枫先生指出

“现象学本身就是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是双重意义上的：首先对现有的一切知识理论

实施方法上的批判——现象学还原，随之，从由现象学还原得到的纯粹意识域中寻得

确实存有的本质——本质还原。””“

舍勒首先运用现象学的审视态度，对近现代以来关于人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全面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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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批判。包括对关于人的消极理论和古典理论、自然主义观点(包括形式一机械论

思想、活力论的三种亚类型学说)、笛卡儿的身，C,--元论以及克拉格斯的精神与生命冲

突论的批判。这些理论根本上的错误是把人的本质力量建立在实在性的根据上——生

物本能、劳动工具等。通过这种审视，舍勒摆脱了近代以来的各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

论和学说。而对各种理论的分类其实也存在现象学分析和描述的过程。毕竟，现象学

直观、分析和描述的过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没有～个明确的界线。

舍勒运用现象学的直观与体验达到真正的人的本质。于是舍勒对人的属性，首先

是生命原则的各个层次(感觉欲求、本能、联想记忆和理智智能)进行了研究。这一

过程实际上就是现象学分析的过程，在这种分析中舍勒把各种名称加以分类，通过考

察，舍勒发现感觉欲求、本能、联想记忆和理智智能都不是人的本质，于是将这些属

性加以现象学的悬置，进一步接近人的本质。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舍勒将人的本质引

到“精神”上来。然而现象学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精神的本质还需要界定。于是

舍勒对精神绘予了进一步豹还原，即本质还原。通过本质还原，体验到精神的本质特

征——开放性、无力性与发展性。看到了精神与生命原则的不可分割和相辅相成，指

出了与精神有着密切关系的位格范畴，并对人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关注，从而放眼未来，

对人的未来图景——全人给予了描绘。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分析、

现象学描述以及现象学还原的过程。

(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

1、精神的含义

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一节中舍勒指出：“人的本质

及人可以称作它的特殊地位的东西，远远高于人们称之为理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舍勒作出了深刻的揭示，他说“我们宁愿用一个更全面的

词来形容这个未知数。这个词-N也包容了理性的概念，而同时除了理念思维以外也

包括一种既定的观照——对元现象或本质形态的观照；再者，还包括了确定等级的尚

待说明的情感和意志所产生的行为，例如善、爱、悔、畏等等——这就是精神[Geist]

一词。””3弗林兹先生认为舍勒的“Geist的用法不仅包含理性的意思，而且也包含意

志之意，同时包含了人的情感层面。”。”显然舍勒拓展了精神的单纯理性内涵，精神还

包含了意志和情感因素。但要注意，舍勒的“精神”理念所包含的意志和情感等非理

性因素，绝对不同于动物那种完全单纯而盲目的无理性，它超越于动物的完全非理性，

可以这样说，它的非理性因素中存在着理性因素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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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的特征

舍勒在指出了精神的内涵后接着分析了精神的本质特征，包括精神的开放性、自

我意识性、可分离性、个体性、无动力性和发展性。

第一，精神的开放性。舍勒说“精神本质的基本规定便是它的存在的无限制、自

由——或者说它的存在中心的——与魔力、压力，与对有机物的依赖性的分离性，与

‘生命’乃至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也即与它自己的冲动理智的可分离性。这样

一个精神的本质不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而是，而是不受环境限制的，如同我们所

要说的，是对世暴开放。这样一种本质拥有世界”。”“开放性是指‘糖神本身不构成

对象，精神接受对象7。所谓精神不构成对象，精神本身不是作为实在领域的事物，不

是某种实现了的或完成了的事物，从而它也不为静态事物所处的封闭式的周围环境所

局限。所谓精神接受对象，是指它作为一种思想着、期望着、意欲着、领悟着、体验

着、爱恋着的意向性活动，一种刨造之源，一个动态的倾向和开放的态度从而构成人

的本质。由于精神的意向性活动，使个人能超越自在世界达到自为世界，能超越自己

的生命领域以及心理的存在达到个人的精神存在，从而构成了精神的个人所具有的开

放性特征。”m1

精神使人类生命能摆脱冲动和环境的制约，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对象世界。而动

物环境中的事物则是中性豹，它们不能被感知为这样那样的特殊事物，只熊通过不同

感觉的经验来感知，人类世界中的事物则被客体为这样那样不同的事物，而不是单凭

感觉经验。“动物生活在它们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只限于生物体的组织、结构及自然

配置相关的环境。“2”本书作者弗林兹先生举了猫和老鼠关系的例子，生动而形象地探

讨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猫必须捉老鼠，不管这只猫是不是饿了，因

为在猫的世界中，老鼠总是扮演着一个固定的角色，这只猫不可能超越猫的世界。即

动物的生理形态特点与环境结构是协调一致的，动物与环境融为一体，动物在它的环

境中能抓住和注意到的一切，都存在于它周围环境结构的安全界限以内。人的活动受

不可抑制的盲目冲动的促使，就必然受某些因素的限制，而具有精神本质的人却不再

听从于冲动和刺激，而是超越任何环境而面向开放的世界。人用自己的精神活动将现

实“非现实化”，使他变成不现实的东西，为自己创造一个崭新而特殊的世界，在那里

一切凡俗的忧虑与恐惧都会消失。换言之，“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的未

知者，动物则没有对象，它只是亢奋地生活⋯⋯转化为‘对象’。”“”

“人在质上高于动物，不是一种景致的存在、一种事实，而只是一种可能的‘过

12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程’方向。同时对于自然物来说，人就是一种永恒的使命，一个永放光辉的目标。””’

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作为恒常的物的现成的人，而只有一种永恒可能的、在任何时候

都能自由地实现的人化，一种在历史的过程中永不静止的人的生成。由于精神的存在

使人具有了一种发展性与动态性，而这种发展性和动态性为我们将在后文中提到的全

人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二，精神的对象性或自我意识性。即精神能够自己把它自己的生理的和心理的

状态与任何单个的心理体验重新作为对象来看待，并将它的生活从它自身中抛离出来。

动物对外界的反应只是“简单反馈”，它不占有自身，不能支配自身，因此也无法意识

到自身。动物不能体验自身，不能和环境分离，不能将自身从环境中脱离出来并反观

自身的行为活动。而具有精神本质的人却有自我意识，他能够跳出周围的环境站在一

定的高度，在新的领域以自身为对象觉察自身，以便更好地占有和认识自身。舍勒说

“人是在自身中超越于一切生命与价值，即整个自然之上的生物。人是这样一种生物，

其心理己从生命的依从升华和解放为精神。出于这一精神。现在生命既是客体又是主

体心理。”。”即精神使人自身既是主体又是一定的客体。

第三，精神的分离性。即精神具有将本质与此在分离开来的特征。为了迸一步揭

示什么是精神，舍勒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此时此刻，我的手臂疼，那么这种疼

痛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消除它呢?确定这样一个问题是实证科学的任务。但这同

一个疼痛我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世界存在着疼痛、不幸和恶俗的表现，然后我以另一

种方式来问：不论我现在是否感到疼痛，只问疼痛本身是什么——万物的原因究竟处

于何种状态之中，疼痛究竟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点在数学上表现为人能够把某些物

体的数目从他们本身脱离出来，按照数字的规律性把这个数当作特殊的对象。所以，“观

念化就是，不依赖我们所观察的数量，不依靠归纳的结论，从一个有关的存在域得出

世界的本质的构造形式。”o”也就是说，精神将本质与此在分离开来，而舍勒认为这就

是精神的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是精神的一切其他特征的基础。

第四，精神的个体性。舍勒指出“精神在其本身中已经个体化了。精神的个体化

并不是由于其偶然的外在或内在经验的内容，或者由于其身体和遗传的关系。人类中

的位格(位格的具体内涵我们将在下面论述)是神性精神个体性的唯一性的自我集中。”

。21即精神并非是无条件的存在的，他只是对于特定时期、特定状态下的个人才是可能

的。精神既不是理性或意识，也不是普遍的认识活动或知识的逻辑主体。既不是黑格

尔的普遍理性，也不是康德的先天逻辑结构。对对象的所有认识、理解和体验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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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精神活动中才是可能的真实的，即精神与个体紧密相关，精神存在于个体之中。

第五，精神本身的无力性。舍勒说“无论在个体还是历史中都一样，在这个进入

和闯入的过程中，生命本能赋予精神以力一一但是精神原本是天生没有自己的能量

的。”8”舍勒认为，越是高级的形式、存在或价值范畴，越是孱弱无力的，而必须依靠

较低级的形式、存在或价值范畴提供给他力。“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

的则是孱弱的。”””而精神在他那里就是最高级的形式，生命冲动是低级的形式。精神

自身是没有能量的，它是软弱无力的，而生命冲动作为低级的形式恰恰可以为精神提

供精神所需要的能量。而这就是精神离不开生命冲动的重要原因。

最后，精神的发展性。舍勒在其重要哲学人类学著作《知识形式与教育》中指出

了精神自身的发展性。精神的发展即精神在思想和价值偏好等形式中的发展。具体来

说，就是在思维和直观形式中发生的变化，从原始思维向人类思维的文明状态的过渡

等等。也就是精神在意识领域中的发展，从低到高，从不文明到文明，从混乱无序到

清晰有序。舍勒指出要正确理解精神的发展原因，须注意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人所特有的知识，原初对象化的本质知识，在其中功能化，或者如我们也能说的

范畴化。一般说来，这也许是对象性知识转化为新的活力和功能，转化为按出于首项

知识行为及其对象的把握和选择形式、内容而寻求常新的东西，并将其纳入知识财富

的力。简要地说：懂得把知识的质料转化为力——即认识过程中精神本身的真正功能

化的增长。”⋯1精神的发展性，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理解为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的

发展或提高。它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和功能，从而增强人的认识能力，

使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财富。也就是说，正因为人具有了精神的本质，人才能不断

认识新的事物及其本质，不断获得新的有效而真实的知识。

3、精神与生命冲动的关系

舍勒对人的问题的探求目标，就是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与世界、人与

动物、人与历史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最终确立人的完整形象，并理解人在宇宙

中的地位。舍勒通过对生命冲动和精神本质的深刻分析与研究，指出了生命冲动的各

个层次和特征，指出了生命冲动尽管不是人身上本质性的东西，但却是人作为完整的

人不可缺少的东西。而精神是人的本质，精神使人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使人与环

境、人与世界以及人与社会有了不同于动物与环境、世界和社会的关系。精神使人向

世界和环境开放，使人具有了历史性与社会性。而动物对环境和世界是封闭的，是不

自由的。精神与生命冲动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既有斗争，又相互补充，在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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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统一起来，精神的无力性需要生命冲动给予力，而生命冲动的盲目性又需要精神

的指导，二者使人成为完整的统一体，从而确立了人的完整形象。

生命冲动，舍勒所用的德语词是Drang，英语被译成Urge或Urge—forward。生命

冲动存在于有机界的植物、动物和人的身上，它具体表现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感觉欲求。舍勒指出“没有意识，没有感受和想象的‘感觉的欲求’，

构成了那个客观上(向外)表现为‘生物’、主观上(向内)表现为‘灵魂’的心理现

象的最低一个等级。“州可见，感觉欲求是心理现象的第一个阶段，它是没有意识、没

有感受和想象的，它是一种纯粹向外的倾向性，是有机体自身某种无规定的东西的运

动，如植物的趋光运动。它的存在使有机体得以滋养、生长、繁殖和死亡。它表现为

生命无意识的需求，无对象的趋向，无客体的感觉，它不是外界刺激的结果，而是一

种原始的向外的运动，是有机体内部状态的表现。

第二层次是本能。“在生命的客观次序中，继极度亢奋的感觉欲求而来的，是可描

述为生存的第二级、灵魂的形式的本能。”o”舍勒认为具有下列特征的行为称作本能的：

首先这种行为必须是合逻辑和合目的的，其次，它必须按照一定的节奏进行，比如，

一种动物为了越冬或产卵而作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它是先天的和遗传的。“这种行为

并不依赖于动物为应付一个环境所作的尝试的次数。””1“本能是一种绝非经由经验、

学习和习惯可获得的，而只是专门化的生成于机体结构中天生的和遗传的能力。””1

可见在舍勒那里本能不是因后天的经验或学习而得到的，而是动物内在的能力即本能

是天生的和遗传的能力。舍勒认为本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但动物本能的目的性又绝

对不能与人的目的性相提并论。

第三层次是联想记忆的能力。舍勒认为，从本能的行为方式中产生出两种行为方

式，即合习惯的行为和理智的行为。前者就是这第三层次的联想记忆能力的表现，舍

勒说：“所有记忆的基础，就是如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只有与条件反射相

类似的心理状态，才是所谓联想法则。”“”这种能力并不为一切生物所拥有，植物就没

有这种能力。联想记忆促使动物在其行为中，更经常地重复那些成功地积极地满足了

动物的冲动的行为，以便使这些行为在它身上固定下来。这是动物在变化了的环境中

得阻定位和行为必须具备的能力。

第四层次是实践智能。实践指出了这种能力是通过动物或人的某种活动而获得的，

理智指这种新的适合生物目的的活动，不是为本能和习惯所制约，而是直接实现理智

所操纵的某个任务。舍勒说：“实践智能这一概念在此要客观的理解为这样一种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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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没有新的尝试和错误练习因素的情况下，就在生物学意义上知道合理地对待新

出现的情况。“⋯可见，在舍勒那里实践智能是心理活动的最高形式，它表现为行为中

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行动。舍勒认为在实践理智范围内，人与动物只有量的差别，没有

质的差别。

舍勒认为一切生命冲动无论怎样表现自己，怎样自我扩张，由于它受到实在环境

的制约，最后总是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果人是以生命冲动为本质来维持自身的生

存，那么人必将随着生命冲动的灭亡而灭亡。然而，事实证明，人类不仅没有灭绝，

反而比任何的物种生活的更长久，而且比任何物种生活得更丰富多彩．当然也更痛苦。

那么生命冲动绝不是人最本质的东西，在舍勒那里，人的本质远远高于人们称之为理

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它不是继感情冲动、本能、联想记忆和实践理智之后的更高级

的生命形式，它完全超出生命原则之外，甚至是与生命原则相对立的东西。那么，他

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精神使人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

掰。精神具有自由、对象化存在和自我意识等特征，它与生命冲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

人。
‘

舍勒明确指出“精神与生命是相辅相成的，把它们放到一个原初的敌对或对抗状

态中，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首先，精神与生命是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精神的人不是现实的人，人就

会沦为动物。而没有生命冲动的人不是实在的人，只是幽灵或鬼怪。精神与生命都通

过人体现出来，人既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又是生命冲动的体现，人是精神与生命冲动

之间张力和运动的中介和纽带，它不栖居于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两者缺一不可。“人

的存在既是小神，也是涌向上帝的首选途径。这种永恒行为既包括创造理念的精神活

动，也包括我们生命本能中显而易见的冲动力量。‘人’本身就是该双重属性所共有的

终极体现。”“”

其次，精神离不开生命冲动。舍勒说“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

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正在演变着的使隐藏在万物的表象后面的

压抑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

精神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作为～种动态性倾向，需要有实在的内容来充实，而作为

一种软弱的无力的存在形式，又需要生命的激情与能量。精神只有在生命冲动的推动

下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达到自身的完美。这就是精神的生命化。

最后，生命冲动离不开精神。生命冲动尽管具有无穷的激情与力，但它具有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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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作用的有限性。生命冲动作为一种盲目的欲，需要精神的引导和限制，“精神有着

自己‘有序的活动结构’，能够协调人的各种欲望和需要，引导生命摆脱有限的困境，

使其丰富的样式成为现实。”“”这就是生命的精神化。

总之，在舍勒看来，人就是精神生命化和生命精神化的双重过程。但在舍勒的思

想中他最强调精神，因为在他看来，生命只是使人与动物具有了程度的差别，而只有

精神才使人具有了本质的差别。舍勒之所以在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又不忽视生命，是因

为他吸取了以往对于人的观念的片面看法的教训，他企图摆脱这种片面的人的观念，

从完整的人的角度，给人重新定位。他认为“精神与生命这两个原则在人身上是互为

依托的：精神把生命观念化；而只有生命才有能力把精神投入到行动中，并把精神变

成现实，无论是从最简单的行为刺激起，还是一直到完成一件我们认为具有精神意蕴

的产品上，都是如此。”“6’刘小枫先生指出“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舍勒才从生命与精

神这两个不可互逆的范畴中确定了生命给精神以力量，精神给生命以形式的中介点。”

[4U

4、位格

(1)“位格”的译法

目前，许多研究专家都对舍勒的“person”这一概念给予了重视，但在翻译上有的

译成“人格”，有的译成“位格”，著名现象学家倪梁康先生在其新译作《伦理学中的

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著)中翻译成“人格”，并作了这样的译注：

“person”一词在德文中具有“人格”(位格)和“人”(个人、法人)两层意思。这

里只能统一取第～层意思翻译为“人格”。“”杭州大学的余潇枫先生也翻译成“人格”。

而国际著名舍勒研究专家弗林兹先生和国内对舍勒思想有深刻研究的刘小枫先生均翻

译成“位格”。那么，根据倪梁康先生的译注以及研究者们对“person”这一概念的解

释，我们可以肯定“人格”即“位格”，二者只是名称的不同，无实质区别。在本文中，

除了引用的部分外，我一律用“位格”这一译法。“位格”(person)这一范畴在舍勒

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中更具有不可替代

的位置，它与人的本质、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要真正探究舍勒关于入的本质思

想的实质，对于位格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舍勒在其重要著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

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本书是舍勒在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它共分

两卷，于1993——1996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要采取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的

方法看待周围的世晃和我们自身，并着重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伦理学。)中对位格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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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阐述，并在本书的标题下附加了一个小标题“为～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

尝试”，足见他对位格这一概念的重视。

(2)位格的本质

在由倪梁康翻译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F册，也就是第

六篇中，舍勒详细研究了位格这一范畴，由于本文旨在探讨位格与精神的关系，所以

不可能对舍勒的这一范畴作非常深入的研究，只是对与本文主旨相关的部分稍作研究。

舍勒首先分析了康德关于位格的观点，他说康德认为“人格不是别的，就是一个

理性的、即遵从那些观念法则的行为活动的各个逻辑主体。或者简短地说：人格在这

里是某个理性活动的‰”“”舍勒认为在康德对位格的规定中，“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即：人格永远不能被想象为一种事物或一个实体，它具有某种能力或力量，其中包括

理性的‘能力’和‘力量’等等。”o”也就是说舍勒认为位格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或

者实体，在此，实体可以理解为柏拉图的理念或某种抽象物。旌太格穆勒曾经指出“舍

勒在位格这个问题上，既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实体观点，也反对康德。康德认为，

人格只能被认作是任何一个理性活动的不确定的x，舍勒尔认为，康德的这个定义中正

确的内核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格既不意味着是物，也不意味着是实体。反之，它

的错误则又是提出一种空洞的、形式上普遍有效的图式，并且把人格和这种图式等同

起来。”。”弗林兹对此也有明确说明，“舍勒在有一点上同意康德，即，位格不能被看

成‘物’，位格的层面也不是一种实体。”””

舍勒认为“位格并不是一个事物，一个‘具有’或者‘实行’某种意向的实体”。

”1那么位格究竟是什么?舍勒是从行为理论的角度去定义位格的，他说； “我们现在

可以陈述这样一个本质定义：人格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自身本质的存在

统一，它自在地(因而不是为我们的)先行于所有本质的行为差异(尤其是先行于内

感知和外感知、外愿欲和内愿欲、外感受和内感受以及爱、恨等等的差异)。人格的存

在为所有本质不同的行为‘奠基”’。”1在这个定义中，首先要明确，存在着不同种类

的各种行为或者说有差异的各种行为，舍勒认为对于那种只从事一种行为的主体来说，

就不存在位格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以一种行为，比如‘思’这种行为去

考察人，那么，也就几乎谈不上是关于人的存在问题了。”“”对此施太格穆勒也指出“对

于那种只从事一种同样行为的个人来说，就完全不存在关于‘人格’的问题。””。位

格是为各种不同本质的行为或者有本质差异的行为奠定基础的东西，因为它是使各种

行为具体化的前提，也就是浇，位格是使各种行为过渡到存在的前提。位格是将各神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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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统一在一起的东西。没有位格，我们便无法真正完整地把握一个具体的行为。舍

勒说：“整个人格都隐藏在每一个完整具体的行为之中，并且人格也在每一个行为中并

通过每一个行为而‘变更’——同时，它的存在却并不消融在它的某个行为中。”“71

位格决不是超越于行为之上或者处于行为背后的某种东西，而只是存在于各个行为的

具体实施过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体验着自己的东西。舍勒认为像“在⋯⋯之上”，

“在⋯⋯之后”，“在⋯⋯下面”，“在⋯⋯背后”等类似的词并不能适用于对位格的描

述。

(3)“位格”和“自我”(the I)的区别

“‘自我’在任何一种词义上都还是一个对象：自我性还是无形式的直观的一个对

象，个体自我是内感知的一个对象。与此相反，一个行为永远不会是一个对象，”“1

他认为被体验的自我就实质而言，只是我们思维的一个客体，它作为一种东西，对于

我们的内在体验来说是被给予的，而且我们根本不能把一种行为客观化，一个行为永

远不会是一个对象。它对于我们的内在体验或外在体验不是被给予的，因为我们只能

在进行中来体验它。既然一个行为已经永远不会是对象，那么存在于行为之中的位格

就永远不会是对象了。

位格的行为不同于属于自我的诸如视觉、听觉、味觉等各种身体感觉的单纯功能。

舍勒认为，功能首先都是自我功能，而永远不是属于位格领域的东西。行为是被进行

的，功能是自身进行着的。功能意味着一个身体和世界的预设，而位格和行为没有这

种预设。功能是心理的，行为是非心理的。“位格逃避心理学研究的干涉。舍勒认为，

决不能把位格的存在看作是某种心理的东西，因为心理的东西总是可以客观化的。宁

肯说，位格在心——物关系上是中性的。””3弗林兹先生也指出了位格的这一特性。“位

格7超越了‘你～我7关系和‘我——世界’的关系，也超越了所有的‘心——物’

关系。”8”位格脱离了传统的一种抉择：即所有的东西要么是心理的，要么是物理的，

位格超越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成为中性的东西。

(4)位格与精神的关系

舍勒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精神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

对象化存在与自我意识。而位格又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统一，是为各种有差异的

行为的本质奠定基础的东西，它是使各种行为具体化的前提。位格又与人的本质有着

密切的关系，那么，位格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舍勒这样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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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我们或许会用‘精神’这个术语来表达行为的总体领域(根据我们前几年的进

程)，只要我们这样来称呼所有那些具有行为、意向性和意义充实性之本质的东西——

无论它们处在何处。这样，从以上所说便无疑可以得出：所有精神都本质必然地是‘人

格的’，一个‘非人格精神’的观念是‘背谬的’。但一个‘自我’绝不属于精神的本

质；因此，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区分也不属于精神的本质。毋宁说，只要事关具

体的精神，人格就是精神的本质必然的和唯一的实存形式。”””可见，舍勒把各种不

同质的行为限定在精神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分析位格的本质定义中所提到的各种有

差异的行为具体地说应该是精神性行为，这样位格与精神就联系在了一起。

弗林兹指出：“位格是一个具体的统一体，是所有精神行为的中枢(包括情感的和

意志的行为)，同时又渗透着个体的特定的质的主导行为。位格的存在并非诸行为的起

始点，它的存在也并非从诸活动中衍生出来的。不言而喻，在每一个行动中都存在着

一个整体的位格，尽管这一整体位格从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不断地变化，但不会在

它可能的变化中灭寂。这个由全部的精神性行为构成的统一体仅仅能在位格层面被认

知。“6”位格是各种精神性行为的中枢，也就是在精神性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二

者之间不存在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位格是各种精神性行为的统一体，没有位格，各

种行为就无法统一在某个个体身上，也就无法实施各种行为，正因为位格，人才具有

了各种精神性行为，两位格又存在于各种精神性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所以说，二者是

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

(三)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

舍勒在考察人的本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进行了探究，

因为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是人的本质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正是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

生存状态与发展。

1、舍勒对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状态的阐释

舍勒是通过人与动物的比较来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这在前面我们已经有所提

及。舍勒说：“环境结构与动物的生理，间接地说，即与动物的形态特点，是协调一致

的；此外，与构成～个紧密的功能性整体的冲动和感官结构是完全吻合的。””“他认为，

动物的任何行为都源于动物的神经系统的状态，而它们的神经系统在心理范围受本能

冲动所支配。对动物而言，它们的世界只是引起它们的生物心理兴趣的对象和环境，

动物与环境是相适应的、浑然一体的，动物的世界是封闭的、狭隘的。而具有精神本

质的人，他与环境的关系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人通过精神抑制和引导欲望与本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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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从欲望和本能中解放出来，打破环境的束缚，构成人对世界的开放性。使人不再

是一种现成的或固定的物，而是～种意向性的朝向未来的x。这～思想与海德格尔及萨

特关于人的思想一致。

舍勒从人是精神与生命的统一体出发分析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既是生命冲动

的历史，又是精神发展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的双重

过程。人的欲望、本能和激情等生命冲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动力促进作用，

它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舍勒认为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存在于纯粹理念的阐释

之中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卡尔·马克思的原理在此完全成立。舍勒说：“正如我在

我的《知识社会学》中深入揭示出的那样，卡尔·马克思的原理完全成立。马克思认

为，没有经历过兴趣和激情的观念——即产生于人的活力和本能区域的力——在世界

历史中经常不可避免地‘出丑”8”丽人的精神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无限开放的可能

性。精神本身的变化以及它所思想、体验和领悟的内容的变化，使历史发展没有预定

的目标和计划，精神只为历史提供一个无限复杂多样的发展样式，它引导生命冲动由

低向高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结构就是精神的结构。历史就是生命和精神协

调作用的过程。

由于人是生命与精神的统一体，它就打破了过去信仰的超验、绝对、全知全能的

上帝的宗教观。舍勒认为，上帝是精神与生命的统一，人与上帝既相互包含又相互独

立，上帝通过人的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不断趋向自身的完善，历史只是精神与生

命暂时的统一，只有在完整的人和上帝那里，两者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人通过上帝

看到自己的完整性，上帝通过人看到人的完整性。人不是上帝的创造物和奴隶，也不

是上帝的敌人，人与上帝相互依赖。舍勒说：“人的生成与神的生成从一开始就是互为

依存的。” “人是在他的发展过程和他的不断增长着的自我认识当中，才意识到他原

来也是一起在奋斗着的，他也一同得到了‘神性”’。“”“作为自然完善的存在，人不

断地超越自我，使自我神圣化，或类似于神。”呻1可见，在舍勒那里，人和神或上帝是

紧密联系的，人接近上帝，上帝接近人。

2、舍勒对人的“陌化”状态的阐释

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舍勒指出：“各种征象表明，生活秩序在衰亡，而我们还

在这种生活秩序的力量和方向之下生活。在这许多征象之中，我看到，最令人确信无

疑的恐怕莫过于深深的陌化这一征象了。”时1舍勒用“陌化”一词来表示与某物的陌生

感和格格不入感，相当于我们一般所用的“异化”一词。舍勒对战争、科技和文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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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陌化状态作了分析。

舍勒早已意识到战争造成了人性的分崩离析，使人的肉体与精神都陷入了深刻的

危机，使人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与绝望之中。“战争状态——姑且不论战争是怎样和由于

谁的‘过错’引发的——使一切‘生活共同体’，即一切在其不可割裂的生命进程中感

到是‘一体’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巨大的统一现实出现。它使个体生命英雄化了，同

时却使所有精神个体堕入沉沉梦乡。它消除了人们对肉体自我状况的一切烦恼，同时

却解除了精神人格并剥夺了它的权利!革命群众及其运动显现出同样的总体迷狂状态；

在这种状况之下，身体自我和精神自我同时沉沦，堕入一场激越的总体生命运动之中。”

【翻J

舍勒认为科技与文明造成了人的陌化。舍勒认为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受苦更多也更

深，而这些更深重的苦，形成于文明人身上，首先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自己负责，

自己所创造的科技与文明，无论带来怎样的后果都是人类自己来承受；其次是由于孤

单、寂寥和不安，与群体、传统和自然疏离，使自身封闭起来，与自然越来越疏远，

自然成为了单纯的客体对象，而忧心和生存恐惧，必然伴随着脱离像母亲一样庇护的

怀抱而出现，人类在情感上陷入了孤独无助的无奈状态。舍勒在其著作中对此作了沉

痛的描述：

“十八世纪对人类幸福增长的梦想已经被物质的进程残酷地毁灭了，如此残酷地

梦想破灭实在罕见。工具、机器、组织，为了增加幸福而采取的这些手段，已经将人

的活动和灵魂深深卷入其中(及其机制之中)，以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早已被人

遗忘，就根本而言，在这个技术性的工具世界中，在其特有的合规律性、偶然事件和

不可预料性上，人所受的苦，远甚于原有不幸之苦——发明和制造工具世界本来是为

了弥补不幸。””1

科技和文明带给了人类新的更为先进的开发和改造自然的新工具和新手段。于是

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人与自然渐渐疏离，自然不再能自在悠然。舍勒看

到了科技与文明进步下的人类的“陌化”。舍勒看到了人类在战争、科技与文明下的生

存状态，看到了入的异化状态，也看到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在这个转变的时代中，

环境与人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化。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

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一一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
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

这种时代的转化要求人类对自身加以审视与思索，人类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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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来的发展。

3、舍勒关于人的发展——全人思想的阐释

(1)舍勒对传统的关于人的未来形象的批判

舍勒批判了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关于人类会在器质方面发生

本质性演迸的生物论观点。他认为我们必须彻底抛弃生物学意义尤其是形态学意义上

的人的本质性转化的思想，当物种获得一种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并且使自己发生变异时，

它再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设想人类还会获得生物上

的进化。“在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的时代里，人类将不会在其生物组织上获得本质性的

变化。”叭1舍勒认为尼采所提出的“超人”形象尽管曾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欧洲

以外的其他国家，但它也不过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谱系的概念化象征，而且它本身含

义的不统一性也使它不为我们时代的精英所接受，自然不会作为人的末世论意义上的

概念与形象。

舍勒又批判了克拉格斯式的对人类未来的阴冷灰暗的悲观论调。克拉格斯式的思想

家们认为人的精神、意识和自我在历史中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生命和灵魂所包含着的

所有高级的价值。人以技术的手段主宰着有机的自然，精神通达的道路就是人的生命、

灵魂以及活生生的自然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是由于个体的存在本身在心理上和物理上

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械装置来促使自己走向死亡。那么人类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蜷缩

在自然的某个孤寂的角落作为避难之所，为自身和历史的衰落而叹息，在神话、传说、

童话和习俗里缅怀自己的过去，沉醉不醒而又无可奈何。将精神与生命严格对立起来，

认为二者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那么，人类便在自身的斗争中遭受煎熬与痛苦，

慢慢走向衰亡。舍勒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否定了这种对人类未来的悲观前景的描绘。当

然他也并非盲目乐观，他的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同样看到了人类有限的文化领域层正处

在消逝于机械化文明的危险中，而且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解决当时欧

洲的精神危机或价值的颠覆。但他以一种乐观的心态憧慑着人类的未来，提出了“全

人”这一人的未来形象。

在《谐调时代中的入》中，舍勒认为面对一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转型的时

代，无论是关于人类有机的还是自然的禀赋的转型的时代，只有一种景象代表着一种

承认人类的自由发展自身的‘理念7，这种理念意味着人类自身将形成他的无限创造部

分，而精神和意志又可以对之发生直接的或问接的影响。来自精神的一切不会自发的

发生，它也不会从自身发生。它必须被引导!舍勒说“如果这种理念一定得有～个名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称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是‘全人’，而不是从群众和所有民主政体中分离出来的

‘超人’；通过全人这个理念，超人和次等人一同变成了‘人’。”””这种描述证明全人

是人类自由发展自身的结果，它意味着人类的无限创造能力，人是一种其本质为开放

性质所决定的动物。

(2)全人的含义与特点

舍勒认为传统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动物”、拉美特利的“机器人”、弗罗伊

德的“力比多”、林奈的“贤明人”、实证主义的“能工巧匠”、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

的人”、马克思的“劳动的人”以及上帝创造的亚当与夏娃都无法涵盖整个的人，因为

人不是一个东西，他是一个宇宙运动本身的方向，人是～个小宇宙和一种充满精神的

生灵。人及其本质性运动的空间是无限的，不应也不能将人限定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中，

人类自身中包含着无限量的发展可能性。而“全人是关于某种人的理念，这种人类自

身中包含并且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本质潜能。的确，他来自我们中间，就如同对于上

帝，我们只能在精神与生命中把握他的本质，因此，他就是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无

限的形式和完满的状态中。””31从舍勒的著作文本看，全人有两种意思。舍勒全人概念

的一种含义指各个时代中各种能力全面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

的精英人物。因为他说在历史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一位相对的全人，一个可以接近他

的全人性的最大值，一种在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态中相对的最高参与行为。而健在本文

的开首和结尾都提到了时代的精英人物，认为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构成历史。循环二

字表明了一种重复性，假如历史仅仅是精英人物的简单重复，那么不会有人类自身历

史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而这精英人物就是舍勒所谓的相对的全人。并且在本文

的最后部分他又提到时代的精英，说只有精英才能使我们的时代成为全面谐调的时代，

也只有精英才能谐调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达到自身精神与生命或自身的内驱力与

自我控制能力的谐调与均衡。而在舍勒那里，只有全人才有能力作到这些。所以舍勒

的全人概念有时代的精英之意，这是就具体的和个体的人而言，在这一意义上，全人

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它指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它是就具体的和个

体的人而言的。

但从总体来看，全人是舍勒对人类未来景象的一种新见解。他也明确表示“就抽象

含义而言，全人几乎与我们无缘”。””他还说：“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全人已相

对实现的迹象，它仅仅是一个导引，对这样的一种演化来说它仅仅是序曲而已。如果

再升华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均衡，以使精神和精神性恢复其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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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相适应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朝着全人迈进，即，朝着精神和冲动、

理想和感性意识之间高度紧张的入迈进，这样的人有能力将这两种力量有条理的谐调

统一为一种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可见全人尚未到来或实现，它仅仅是舍勒对未来

人类的一种设想的理想形象。是就人类这样一个类群体来说的，它相似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思想中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的“全面发展的人”。全人是一种未来人的理

想形象，但它蕴涵了人的无限的创造力以及人的开放发展性，并具有极高的素质与能

力。在阐释全人的特点时，舍勒引用了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有着最深刻思想的人，爱

恋着最有活力的事情。即作为精神存在的人，在他的自我意识里，达到辉煌的理念世

赛豹最高点，也就是精神与肉驱力豹相互渗透与谐润。它揭示了全人具有人的最本质

的特性，即精神与生命的有机统一。舍勒将人的本性孕育于全人之中，全人是这样一

个东西，它似人但又不是人，源于入又高于人。它是一种导引，一种人类发展奋斗的

目标。它鼓舞和激励着入不断的向自身迈进。

(3)全人实现的可能性

全人实现韵可艟性源于未来时代的全面谐调的特征与人类自身的精神。前者是全人

实现的外在条件，后者是其根本的内在原因。

全人实现的外在条件。舍勒描绘了一个全面谐调的时代。谐调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

个领域。它包括政治与经济、文化的谐调，各文化信仰之间的谐调，各国家之问的谐

调，人与人之间的谐调，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谐调。我们重点强调后两种谐调，因

为这是最根本与我们的切身生活相关的谐调，尤其是人与自然的谐调。人与人之间的

谐调，舍勒提到了男女性别之间的谐调以及人与他所效仿的楷模之间的谐调。舍勒曾

写过《女性运动的意义》一文，他强调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一种发展运动，并

预言二者将达到一种价值的中和与均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舍勒给了我们许多解

决现代问题的方法。

舍勒认为人仅靠外力去征服其他的人和物，去征服自然和宇宙，而缺乏具有自控

力的行动与抗衡力是行不通的。正如培根所言“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战胜自然”，也正如

～则印度的神话所隐含的道理。即天神梵天那与缠绕其身的一条举世闻名的大蛇搏斗，

最终因顺应蛇的缠绕趋势才得以摆脱蛇的恶意缠绕的故事，只有懂得自然的内在规律

并利用这种规律，人类才有可能战胜自然。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恶意占有与征服已

经激起了自然疯狂而愤怒的报复。舍勒呼吁人类“必须再一次学会把握那种伟大的、

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颁域中的～切精神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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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契性，同时还有世界进程与其第一推动力演变之间的同契性，以及这个推动力和世

界进程的同契性。人类必得把世界的这种相关性不仅仅当作一种理论接受下来，还须

由表及里，彻底的加以采纳、实践与运用。”””

人类须将自身的忍耐力与行使外部力量的技能结合起来，这些技能主要来自科学

知识，那么就要正确看待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从最终意义上是为了使人变得高贵和幸

福，并给予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的力量，但人类内心须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有一种合

一的新感受和自觉的热爱之情。否则只是一心顺应内心逐渐膨胀的支配欲，就不会去

关心自然的切肤之痛，就会将自身的价值泯灭于对自然的支配与破坏中。可见舍勒看

到了人与环境已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号召人们真正的体验自然，而不是一味的企

图主宰与掠夺。人类要用能改造和支配自然的知识去体验追求美好生活的独特价值。

而不是将自身孤立于科学与技术中，与切身的环境相隔离，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切断

与万物的纽带，限制自己的眼界，窒息自己的内心生活及生命的活力源泉，要与自然

谐调相处。这种时代的全面的谐调为全人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有力条件。舍勒对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别关注又意味着全人对入与自然谐调关系的迫切要求，也警示我

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全人实现的根本内在原因。它根源于人类的特性即超越性、动态性与发展性。在《论

人的理念》一文中舍勒指出人是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是祈祷的寻求上帝的本质。人只

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临界，一种过渡，一种生命激流中的上帝显现，一种生命本身

对自身的超越。人的动态性、超越性与发展性说明人是不可定义的，可下定义的人毫

无意义。而这些特性又根源于人类的本性——精神。而精神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精

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对象化存在和自我意识。所谓自由便是它存在的无限制，一种

与生命乃至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和它自己的冲动理智的可分离性，这种可分离性的

自由不再受本能与环境的制约，是一种对世界的敞开和开放，它拥有世界。动物在这

种开放中将自己消融掉，而“精神”却有能力使自己上升为对象，原则上自己去把握

这些对象的具体存在。动物生理与环境的结构是协调一致的，动物在它周围所能注意

到的一切都存在于它周围环境结构的界限以内。而具有“精神”的本质行为却具有无

穷的扩展能力。

“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未知者。动物则没有‘对象’，它只是亢奋

的生活，与它的周围世界融为一体，并像蜗牛一样，走到哪里就把壳背到哪里，动物

也把他的周围世界作为结构背到它的所到之处。动物没有能力把一个‘周围世界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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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独特的方式置于远离自己的地方，并把它名词化为‘世界’，也同样没有能力把受

情绪和冲动限制的‘抵抗’中心转化为‘对象’。””71可见动物不能占有自身，不能支

配自身，也就没有意识到自身，而人却将其行动与目的放到一起成为他的自我意识。

舍勒认为自由对象化能力及自我认识成为‘一个不可割裂的结构为人所特有。人不仅把

周围世界，扩展进世界存在的范围，把‘抵抗’对象化，而且还能够自己把他自己的

生理的和心理的状态与任何单个的心理体验重新作为对象来看待。这样，人才能够把

他的生活从他自己中抛离出来，从而就可以在构筑自己的世界时，一步步转回到自身，

以便能在新的阶段和高度来审视、认识自身、发展自己，而动物只是在与周围环境的

适应中得过且过、随遇而安。

舍勒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入手，指出了人的本性。认为只有人才能够作为生物

超越自己，从一个中心出发把包括他自身在内的一切变成他的认识对象，通过某些行

为将世界、他的身体和心灵具象化，所以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人之

所以能使自身成为对象的存在在于“精神”，而“精神”也只在这些行为的自由完成过

程中存在。“精神”的中心即人本身，既非对象也非物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时刻在自己

身上产生着的行为的秩序结构。精神原本没有自己的能量的，而生命本能可以进入精

神的法则和观念及意义的结构，精神为生命本能指明方向，而生命赋予精神以力。总

之，正因为人的精神的本质特征，使人具有了这种超越性、动态性与发展性，而正是

这种超越性、动态性与发展性又使入具有了实现全人这一未来人类的理想形象的可能

性。

三、对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评价

(一)舍勒人的本质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1、舍勒人的本质思想使舍勒成为西方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

哲学人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暂时的政治经济复苏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其中心课题是探讨人的问题。哲学人类学可以最终追溯到古希

腊时期，苏格拉底第一次将人的视野从自然界转到人自身的问题上来，并追问“人是

什么?”，从此，人的问题被纳入哲学的领域。到中世纪，神学在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

人在这一时期屈居于神之下，人性受到压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人道主

义和人本主义思潮成为主流。尽管人的问题在以后的哲学舞台上，一直经久不息，但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人类学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马克斯·舍勒建立起来。



尘奎堕垄查兰堕主兰垡笙窭
舍勒认为，哲学人类学指的是关于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基本学科。它

有两方面的主要特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经验科学中的人的问题，即重视经

验科学；其次，哲学人类学作为一种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哲学研究，虽然从本源上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却与世界大战后哲学界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普

遍关注直接相关，它与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有着相同的背景，但又有着重要的区别。

生命哲学过分关注生命本身的力量，而存在主义专注于个人的情绪体验，哲学人类学

则既注重人的内在体验，又关注生命冲动本身。将人的内在与外在相结合，企图界定

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哲学人类学栖息于经验和理论之间，它研究科

学视野中的人和哲学沉思中人。也正因此，哲学人类学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

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合流的大趋势。

学术界普遍认为，舍勒是现代西方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创始人。他在对时代本质深刻

洞察的基础上，把人的问题确立为哲学人类学的中心课题，指出了生命冲动在人身上

的不可或缺性，确定了人的本质在于精神，而精神与生命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人是

在精神本质之上精神与生命的对立统一，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完整的人的形象，将人从

传统的片面状态中解放出来，构建了完整的人的思想体系，开了哲学人类学思潮的先

河。这些重要的人类学思想在20世纪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大潮中，独树一帜，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许多同时代以及后世的思想家、哲学家起到重要的影响。他对精

神与生命的不同分析与重视，产生了西方哲学史上心理哲学人类学与生物哲学人类学

的分化。心理哲学人类学与生物哲学人类学本质上都源于对舍勒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他们认为舍勒虽然不再把精神完全等同于理性，从而大大扩展了传统理性人类学把人

理解为理性动物的理论，但舍勒对人的理解最终没有逃脱将人理解为精神与肉体相对

立的观点的束缚。心理哲学人类学与生物哲学人类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分别从心理

学和生物学领域对人进行研究，从而确定人的完整形象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前者主

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普列斯纳，他系统地研究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并把舍勒的经验

科学和形而上学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化为现象学和释义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方面，

他认为哲学人类学必须从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出发面向人本身，把人看作一种原始的

现象，一种直接给予的东西，并对其进行本质还原。另一方面，还必须解释人的精神

领域，达到对人的完整理解。在发展了舍勒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他构建了以心理失

常态为本质特征的心理哲学人类学。生物哲学人类学则在对舍勒的思想批判继承后，

在生物学领域内建立了以非专门化为本质特征的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人类学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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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蓝德曼认为在《人在宇宙中德地位》这一短小著作中，舍勒成为了对近代德

国哲学人类学促进作用最大的贡献者。欧阳光伟认为“：舍勒的思想对现代哲学人类

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提出的总体纲领和基本方法都以某种形式在新体系中复活，

他所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和理论缺陷也必然在新形式中如同阴影一样时隐时现。”⋯1

2、合勒人的本质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人学思想

舍勒考察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的各种学说，并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以往的哲学

家尽管对人的本质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各种回答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围绕着

人的理性、人的生物性或者某种超验性的东西展开。将人的本质归于某种具体的东西，

或理性或生命或万能的神和上帝，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传统的关于人的理论或者只关

注人的生命的层面，即非理性方面的因素，如弗罗伊德主义中的“里比多”、生命哲学

中的“生命之流”和唯意志主义思潮中的“意志”等等；或者只注重人的精神的层面，

即理性方面的因素，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动物”等。将人活生生地从精神与生

命的统一体中剥离出来，将生命与精神割裂，得到的要么是单纯肉体的入，要么是单

纯精神的人，人不再是人，人只是某个片段或部分，人只是抽象的片面的人，人失去

了本来的面目，失去了完整的统一性。

综观舍勒诸多有关人的著作，例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论人的理念》以及《诣

调时代中的人》等，他在构建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之前，对以往关于人的理论几乎

都作了某种程度的批判。他将这些理论作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分门别类还惯以各

种名称，运用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甚至物理学知识进行了论证与批判，

他的广博的知识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舍勒对以往的各种关于人的理论的归纳和梳理

的详细性以及对这些理论批判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是历史上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没有达

到的。

舍勒一改传统的极端片面的看法，从整体的入出发，将理性因素、生物因素以及

超验的因素都纳入其中，寻找三者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舍勒用比理性范畴更广的精

神范畴统摄了传统的理性领域，并扩展到现象学的直观领域以及存在主义者关注的内

在情感体验领域。舍勒看到了这种对入的分裂，力图寻找真正的完整的人，寻找人的

统一体。由此，他考察了人的两个方面——生命层面和精神层面，对生命与精神的特

征和能力都给予了详细的考察，指出了生命的力度和盲目性，同时指出了精神的无力

性和指导性，从而将生命与精神这样两个彼此被分离的东西连接了起来，即生命为精

神提供力，而精神为生命提供指导。这样，精神与生命就成为人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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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人。舍勒这样将生命与精神统

一起来，将传统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统一到人身上，为解决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

儿以来的对人的两难划分问题，作出了贡献。舍勒关于人的本质思想论述，丰富和发

展了源于古希腊以来的入学理论。

(二)含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性

1．理论贡献

(1)丰富了人的本质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 舍勒之前，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已有很多，甚至从古希腊的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整个哲学发展过程中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就没有

停止过。但这种探讨或者依据怀疑与猜测，主要是古希腊时期。或者依据宗教的教义

教条，主要是中世纪时期。或者依据简单的归纳与演绎，主要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

早期。或者依据对纯粹理性的考察，主要指德国古典时期的康德。到了现代，随着科

学的发展。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法占有了重要地位，尤其在英美哲学界，分析哲

学的诞生，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都曾运用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哲学相抗衡的

现象学的诞生与发展使问题的分析有了新的研究方法。胡塞尔为现象学运动的开展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胡塞尔只是将现象学运用于建立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并在意识

领域展开他的现象学。舍勒对现象学作了自己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将现象学运用于

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

舍勒认为现象学是一种对世界的哲学态度，即一种审视的态度，借助于这种审视

的态度，人们得以把握本质的事实。现象学基于纯粹直观，并且现象学本身就是一种

批判，正是运用这种态度，舍勒批判了近现代以来关于人的各种理论。舍勒又运用这

种态度以精神本质为出发点来展开和发展了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正因此，舍勒被称

为“现象学第二泰斗”。他运用和发展了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方法，成为西方哲学史上

著名的现象学运动中的领袖。尼柯莱·哈特曼认为“舍勒论述的大量问题给了现象学

以巨大的推动力，并把现象学提高为一种精神运动，而舍勒则既是这一运动的先锋又

是它的领袖。”””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说：“无需怀疑舍勒作为一个现象学方法独创的

实践者所具有的天才。在选择现象学方法的重要而有前途的应用领域方面很少能有(即

使有的话)比得上他的人。而且他看出现象中被其他人所忽略的重要的差别和细微区

别的能力，也是独一无二的。””01舍勒指出现象学既不是一门科学的名称，也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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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词，而是精神审视的一种观点，人们可以通过它获得对某物的直观或体验，达到

事物的本质。

舍勒将现象学观点运用于对人的本质的探求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胡塞尔虽然开

创了现象学，但他仅仅将现象学运用于意识领域，并最终走上先验哲学的路子。因为

胡塞尔认为哲学就是建立严格的科学，那么他的现象学的目的就在于建立--I"q严格科

学的哲学，所以胡塞尔建立了现象学体系，将现象学分为现象学直观、现象学还原和

现象学构造三个步骤。而舍勒正如赫伯特·施度格伯格说：“现象学对他来说只不过是

他达到将来目标道路上的踏脚石。”“”而他的目标就是探讨他最关注的人的问题。舍勒

一经发现现象学这一有效地方法，就迫不及待地将现象学这一有力工具运用于对人的

问题，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情感、人的信仰、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等一系

列问题，而人的本质问题是舍勒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哈贝马

斯认为现象学在舍勒的人类化过程中获得了其广度。

舍勒拓展了现象学的运用领域，这不仅推动了欧洲的整个现象学运动，而且将人

的本质问题研究的方法作了拓展，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实证科学、心理

学、物理学等领域。继舍勒之后，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将现象学运用于对人的本质和

生存状态的分析和研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舍勒的贡献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刘小枫先生在《舍勒选集》的导言中这样说：“现象学伊出，欧洲思想界为之大变。

但若只有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没有对舍勒现象学思想的研究，现象学的哲学

穿透力和精神意向以及在现代思想史中的意义究竟何在，恐怕也还不易搞清。””1足见

舍勒在现象学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2)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思想

舍勒认为人是生命冲动和精神的统一体，即人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传统观点中所

认为的片面的人。舍勒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并就

精神的内涵和特征(精神的开放性、自我意识性、分离性、个体性和发展性等)进行

了细致地研究。但舍勒并未就此认为人就是精神之人，如果这样舍勒仍然没有脱离片

面的人的观点。舍勒在分析精神的特征时，看到了精神的无力性，即精神需要一种具

有能量的东西给予它动力。由此舍勒看到了作为人的另一方面，即生命的领域。舍勒

将生命分为感觉欲求、本能、联想记忆的能力和实践理智四个等级层次，并作了详细

而深刻的研究。同时舍勒也指出了生命的特征，即生命具有极大的能量，但它需要其

他因素的引导。进而，舍勒指出了精神与生命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他看到了精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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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无力性，也看到了生命的盲目性，并认为给予精神以力的东西恰恰是生命，而能

够指导生命冲动的恰恰是精神。精神无法脱离生命冲动而独立存在，生命冲动也无法

脱离精神的指导而单独存在。精神与生命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相互渗透。人就是精

神生命化和生命精神化的过程，精神与生命是对立的统一。精神与生命部通过人而体

现出来，二者都是人身上不可或缺的因素，至此，舍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思想。

(3)拓展了对精神内涵的理解

面对纵说纷纭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舍勒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人的

本质在于精神。他对精神作了独特的界定，精神既包括了传统的理性因素的成分，又

包含一定程度的意志等成分。他拓展了精神的内涵，并第一次如此详细而深刻地分析

了精神的本质规定和特征。认为精神是自由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存在。精神使

人与环境和世界的关系与动物与环境、世界的关系有了质的差别。动物只是单纯地适

应环境和世界，与周围的环境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动物只是将与

它直接接触的东西发生关系，产生对象意识，对其他周围事物置之不理，动物永远无

法将自己从环境和世界中抽身而出，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而人

因为具有了精神，他永远是向环境和世界开放，人与世界构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将环

境或世界中的一切纳入视野，人能将自身从环境或世界中抽身而出，并能意识到自己

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把自己作为意识对象。舍勒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的思想成为西

方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探讨的又一次深入地考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必将推动

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再探讨。

舍勒指出了位格与精神的关系。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对“位格”和“精神”作过

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只是单纯的“位格”研究或者单纯的“精神”研究，从来没有将

位格和精神统一起来，没有对二者的关系作过研究，而舍勒明确了二者的关系，他以

行为为中介和纽带将二者联系起来。指出位格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自身

本质的存在统一，是为各种有差异的行为的本质奠定基础的东西，它是使各种行为具

体化的前提。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精神的本性决定了人的动态性，使人具有了各种

不同质的行为活动，而将各种不同质的行为活动统一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位格。

(4)深化了人的本质的动态性与发展性思想

舍勒一改传统的将人看作是固定的僵死的抽象的存在物的观点。舍勒从人的本质

在于精神蹬发，找到了人的不断发展的内在原因。指出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

求，人的发展是自身的需求，人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注定是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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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力的作用，它是入自身的内驱力的要求，是人的精神不断推动着入向前进的结

果，也就是说，人总是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而人的精神总是驱动着人去追寻这种价值

目标，人在本质上永远是积极的，永远是一种趋向，人永远都是末完成的人，它总要

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自己，不断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安全。

舍勒看到了人的未来形象。舍勒不仅看到了人的过去、人的现在，还放眼未来，

对人类的前景给予了关注。他描述了人的未来形象——“全人”。全人就个体而言是社

会的精英，就总体而言是未来类人的形象。全人本身体现了舍勒对人的动态性与发展

性的观点。全人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全面发展的人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提到人的各

方面能力的提高，都提到全人或全面发展的人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全人和全面发展的

人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实现的可能性。前者在人的精神本质的驱动下，在一个全球化政

治、经济、文化全面谐调的大背景下可能实现，后者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

会中可能实现。舍勒对全人思想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总之，舍勒人的本质思想是建立在对以往相关思想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精神与

生命之间，舍勒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中介点。一反传统将精神或生命任意拔高的极

端现象，他不否认精神与生命都是人的属性，但他强调了精神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是精神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对精神给予了现象学的研究，指出了精神的本质特征。

他从精神出发，分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在

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分析中，引出了位格这一重要的概念，对位格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精神与位格的自由开放、动态性使舍勒将眼光投向未来人的发展情况。在协调时代的

大背景下论述了全人这一蕴涵了丰富内涵的未来人的形象。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审视

了人与人之问，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启示。

舍勒从人的本性和时代的转变中看到了人的不断发展性，并预示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提出了全人这一具有超前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概念并赋予它以含义和特点。尽管它有一

定的模糊性，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首先，舍勒的全人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它的思想是建立在批判和继承传统人性论和人类的未来设想基础之上的。同时又

不脱离现实建造空中楼阁，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其次，舍勒关于

人的本性与人的未来的思想探讨对于我们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最后，舍勒对谐调时代的描绘，尤其对文化之间的谐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谐调

的描绘，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当今时代，对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和决定自身的行为

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他对人类未来的设想本身给了我们不断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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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满怀信心与勇气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2、局限性

(1)思想方法缺乏严密性

舍勒有许多富有成果的思想和活跃的思维以及澎湃的感情，但他似乎难以驾驭这

种思维与感情，以至为这些思想和感情所淹没和窒息，使原本应形象生动而又深刻的

思想流于一种单纯的形象性描述，使自己的思想缺乏充分的基础和根据。施太格缪勒

认为，在舍勒那里，缺少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的方法上的严密性。并对此作了几

个方面的总结。首先，舍勒的许多阐述仅限于形象性地描述，缺乏概念上的清晰性。

其次，在舍勒的日常表现上，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把几乎不可能统一起来的不同

质的哲学论题综合起来。再次，舍勒几乎总是把先验的哲学知识与经验的确认和假设

结合起来。最后，在对某一哲学论题进行论证时，总是表现出论证的不严密性。舍勒

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的局限自然也体现在他对人的本质思想的论述过程中。比如舍勒

在论述人的本质精神时，认为精神是无力的，这一观点在其思想中具有矛盾之处，他

认为精神是一个绝对的王国，这个王国居于任何尘世的现实之上，不受任何粗俗的限

制。但是精神在其原始形态中却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为了获得能动性，精神必须接受

盲目的、无理性的但却充满力量的生命冲动的给予。既然精神是无力的，它就不具备

任何控制其他东西的力量，但在舍勒那里，精神要接受生命冲动给予的能量，就必然

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量，并对这种接受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引导，而接受和引导本身

必须具有一定的力量。那么精神就既是无力的，同时却又是有力的，这自然存在矛盾。

(2)许多思想带有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

由于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舍勒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带有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

尤其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与位格的论述中。例如位格，他说位格既不是某种事物，也不

是某种客体，还不是为实现某本质之行动所个别经验到的统一实体。那么这种东西究

竟是什么?我们无法给予经验性的确切把握，它充满了某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感。同时

舍勒又提到了上帝的位格或神的位格，并将这两种位格与人的位格相综合，将上帝的

位格看作是人的位格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这些思想都明显地带有不可把握性和神秘性，

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

(3)忽视了人的社会性

舍勒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人，他对人的生命冲动、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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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当然

他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

人置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究。舍勒往往忽视这种社会性，将人从社会中孤

立出来，成为单个的人，舍勒几乎没有考察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

精神，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在于精神，将精神从人和社会中剥离出来，单纯考察

精神的特征和本质规定，过分注重了精神意识领域，而忽略了社会实在领域必然陷入

唯心主义的窠臼。

(4)忽视了实践对人的作用

尽管舍勒的思想是从现实出发的，但舍勒在对人的本质进行分析时却忽视了实践

的作用。众所周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

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将人纳入实践中进行考察，认为人是实践中

的人。舍勒也曾注意到马克思的观点，但他将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当作自然主义活力论

观点的三种亚类型之一进行了批判。通过对二者观点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舍勒与马克

思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中，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坚持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舍勒是

从人的本质精神出发研究精神本身，虽然他也注意到了行为活动，看到了精神与行为

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他过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活动，而不是实践中的现实活

动。尽管他也关注了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都是

由人的本质精神决定的，即精神决定了各种关系。而马克思恰恰是从各种关系出发来

考察人的本质，各种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本身。我们姑且不论人的本质究竟是精神

还是社会关系，但舍勒从某种事物本身研究这种事物的方法却值得怀疑，因为这样做

会不可避免地将某些不确定的东西当作论证的前提。不管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都无法

脱离开实践而独立存在，而舍勒恰恰忽略了对实践的详细考察。

(三)舍勒人的本质思想的现实意义

刘小枫先生说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甚至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的，这表明舍勒不是单纯的理论家，而是因现实有感而发。他对人的本质思想的探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首先，舍勒完整的人的思想使我们意识到，既要注重人的生命层面的需要，又要

注重人精神层面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资料

的需求，又不能忽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可忽视，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只注重物质文明，人tfJN能会陷入一种精神空虚与寂寞中：而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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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精神文明，人们会陷入一种生命的饥渴状态，人就不能成为完整的存在。

其次，舍勒的全人思想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不能忽视人的全面发展。

这与我国当前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相契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和促进入的

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与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类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再次，舍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让我们反省自身的行为。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中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要仅仅看到眼前利益，不

顾子孙后代的安危，要有长远眼光，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正确认识科技这把双

刃剑，正确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而竭力减小和避免科技对人类的异化。使科技真正

为人类谋利益、为世界创财富。

最后，舍勒倡导一种谐调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求我们在处理各国、各

民族之阃的问题时，也需要谐调的方式。各国、各民族之间要彼此承认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个性或独特性，求同存异，创造一个各方面谐调的时代。

总之，在全球化趋势t7益加强的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问以及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陌生与疏离，孤独与恐慌使人类产生了强烈的

不安全感和无归宿感。人类在物欲的满足中，体会到精神的贫乏。人过分的对外追求，

忽视了生命的内在本质。人与自我不再相亲，人在社会中感觉到焦虑与彷徨，越来越

脱离了自然的家园，割断了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甚至局

部地区还存在着战争的威胁。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舍勒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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