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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

姚  定  一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

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 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爿卜理

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 ,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

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

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

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

一 希 腊 理 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
“
水是 万 物 的 始

基
”

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 “
水是万物的始基

”
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

困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 “
始 基

”,而 且 潜 涵

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

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切事物的原

囚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 “水是万物的始基
”

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 ,

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

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

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 “
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

的方式下被把握或思想之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K【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 93页 )

可以说
“水是万物的始基

”
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

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

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

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

尔悦 :“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

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
″ (《 哲学史讲演录》第-卷 ,第 184页 )。

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 “始基
”——水,应 当具有脱离感性的

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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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
”,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 “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

着水的观念” (《 同.上 》第185页 )。 于是出现了 “水是普遍 (无形式的 )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

盾。
” (《 同上》第184页 )这ˉ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

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
“
深奥的思辨

”
发现了支配事物的 “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

那 “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崽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
”
,“他们所提

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CKK古希腊罗马哲学》第89页 ),他们

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

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雨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

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对,最重要的

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
“
有限

”
与

“
无限

”
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

“
理性

”
和 “非理性

”
对

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

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
“
秩序

”
、
“
结构

”
,雨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夙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

“
一`

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 (《 古希腊罗马哲学λ第37页 )数学在古希

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
、
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

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
′
成果来解释世

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 “理性
”
一词在它

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扭

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囚

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 “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

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了她的 “
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 经验 的对

立,关于这-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辩证法?”
“‘
我们在这里

’(在埃利

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
”
;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

”(《 哲学

笔记》第276页 )

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

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

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
.确

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 “
要使你

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晴,轰鸣的耳朵以及

舌头为准绳,雨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
”(《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50-51页 )雨关于真

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
“
存在

”
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

的,因 而是存在的,而 “
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

” (《 同上书》第51页 )。 爱利亚学派可以说

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

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

但是应当指出, “理性
”
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

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 (种子论 )的观点:理性 (奴斯 N°us,即 心灵 )是一 种

更精细的种子9由 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 ,

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θ
“
理性

”
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雨



“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
”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 343页 )这种原理被

德漠克利特继承并改逵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 学 中, “理

性
”

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谟克利特认为鬻昧的

认识 (即感性认识 )只 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 (即理性认识 )才能认识摹物的

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

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

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驵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

念。他们打着
“
人是万物的尺度

”
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

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 “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

冷的
”
一样。

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9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

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 “心灵i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 与人 讨 论

“
什么是美德

”
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

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
“
对于美德

”
,“ 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

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
”(《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153页 )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

苏格拉戚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

的基地上,构 筑了理念论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9重新确立了

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杈威,正如黑格尔所说 :“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

为思想所嗔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 (即共相 )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

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

(《 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 195页 )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
“
辩证法

”
,

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 “不是把观念弄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

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
”(《 同上》,第 199页 )甚至柏拉图的

“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

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杈威 :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

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

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

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

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理性不仅载负着解释全部宇宙生成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真、善、美的意

义,在柏拉图哲学体系屮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

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

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竞昧能步入真

理的堂奥。

亚里斯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预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

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辨哲学体系,它 “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
”
。亚里

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

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

高度慨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

象,然 后把它焦纬在 “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
“存在之所以为存 在

”
的理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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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L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黛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9然而在本质

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 “
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个完全的经验主

义者,并且是-个有恩想的经验主义者。
”
但是

“
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

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是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

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
”【KK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 308页 )

雨 “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雨不是谈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 (《 同上书》,第 301页 冫可以这

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
“主动理性

”
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

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

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

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
ˉ一 中世纪的哩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哩性

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

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蕃、荚融合为一,理性

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

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

解释灵魂 (即精神 )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弄不清理挂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

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

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

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怀疑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

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

腊理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斯多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

理性被上帝褫夺异变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 ·奥古斯

丁所说:上帝
“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

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 (《 忏悔录》卷1第 4节 )

随着上帝的理性化, “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

神学中,使 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51页 )理性神学把哲学变

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 夺了理

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 “P〃gO彦 or氵 o” (在但丁

《神曲》里译作
‘
净界

’
冫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

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的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

称为 “
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马克思则称它为
“
精神动物的王国”

。困为理

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 “
信仰

”
所支配。不管怎

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 “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
这是中

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

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但这种二̂元 分裂绝不足永恒的命数9因为既

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

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臣大的痛苦 (囚为真正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

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 冫,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

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

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

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

人类理性的权威,这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

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本来

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 ·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

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

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已的理解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

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

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大决战。

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

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囚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 “亚里斯多德——托

勤密
”

的地球申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
′
科学的论证 ,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

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秤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太胆挑战,是

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

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

如果说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

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

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
i(囚

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
“天启真理”和 “理

性真理”平分秋色 ),那 么刭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了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

一群
“战斗的无神论”

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

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 》一书中说: “当十八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

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
“理性

”
。 “理性

”
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申心,它表达了该

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甘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 启蒙哲学》第3一4页 )。

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

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

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

末斯说,人有 “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

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东西。
”
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 了进 行 思

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召根据启

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 种 自然 能

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 -切教会权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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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汪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

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

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

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 ,、 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

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

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 “
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

”
因此,启

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入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

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lX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

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的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

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

天启;但为了抗`衡 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和感性

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

三、理 性 的 内 部 分 裂
——经验哩性与天赋哩性

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

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

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

共命运的。而经验论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历史和逻

辑运动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因为哲学的本质是理性主义的,但哲学的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

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

中理性成分 ,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是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

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过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

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

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

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

等方面的深入研窍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祥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

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

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 “凡是在理智中的,

无一不是在经验中
”

。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 ·休

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谟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

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

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

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王本质Q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耆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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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两来的拙象观

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

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漠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认理性的作

用高于感性,他的名言 “理性是激锖的奴隶
”
集中溺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

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9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矮验

在人类认识申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曲于经验论固
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9经验理

挂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

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论所滇补。大陆唯理论曲笛卡尔揭开序幕,中
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种哲学史

观点认为太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

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论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时

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诺莎则认为 “真观念”
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尼兹走得

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
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
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

在感性中寻求,只 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
“普遍怀疑”

的原则,i发现 “
我思故我在

”

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 “理性
”
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

供科学知识的Ⅱ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

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

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砩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
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的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
生一种

“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

外部对象必然相合的
“
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 “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入的理性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性相对立的
“理性”

称为天赋理性。
“天赋理性论”

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
本质特性。但是 “天赋理性

”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
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

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但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
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贼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
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

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9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
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

四、批 判 理 性
——康德的哩性观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人世纪末,双方都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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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拔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迦眭和夫赋理

性的历史分流9寻求逃脱因境的出路。康筢哲学这时应运雨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

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已的哲学体系中9金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

他说 “
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

”(《 康德哲学原

著选读》第 257页 )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

识还有赖于人粪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

批判 》一书分 “先验感性论”
、 “先验分析论”和 “先验辩证论

”二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

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llm+的 绝境中发动了ˉ场哥白尼式的哲学荜命 ,

喊出了 “
人为自然立法”

的口号,进一步宏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

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

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

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

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杈威,为 信仰留出了地盘。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曲感性进到知性,!再 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

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要超越现象去

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据,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呢?康德认

为理性本身没有赖以把握世界绝对总体的思维工具,只能借助知性的范畴去追求理念,认识
“物自体

”
。但是,康德认为一但理性这样操作时,必然陷入

“
先验幻相

”
,产生二律背反。理

性最终无法确证什么,无法认识世界的本体。
“
物自体

”
不可知是康德为理性设置的一道不可超

越的屏障,在这道屏障前康德举起了理性批判的鞭子,指责它的不能和背叛: “理性在我们的

求知欲最看重的一件事上不仅遗弃了我们,雨且以假象迷惑了我们,终于欺骗了我们,我们还

有什么理由信任它!” (《 西方哲学原著选》下卷,第 242页 )这样,康德在完成他的哥白尼式

的哲学革命后,又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武使理性重新陷入困境。康德的理性怀疑论最终动摇

了人类理性的至上性、绝对性,否证了理性的无条件的⒒识能力 ,为信仰和非理性主义洞开

了哲学之氵:。

五、思 辨 理 性
——黑格 尔的理性观

康德虽然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都面临绝境时以他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挽救了西方

古典理性主义的生命,但却又以他理性的先验幻相使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遭致新的困厄。在康

德之后,费希特举起了批判康德的旗帜,希图重新救活西方古典理性主义。这场批判运动最

终延续到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大综合,产生了这种理性
主义最后一种包罗万象的形态——思辨理性论。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批判理性之所以使理性重新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康德割裂了理性与现实

的关系,使理性与现实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分裂之中。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和把

握存在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和把握存在的本质9这就把现象和本质对立起来,认识论和本体论

对立起来,造成理性和现实的冲突,思维的此岸不能达到自在之物的彼岸,自 在之物对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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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始终是一个永恒的懿,不可知的黑洞。黑格尔认为,康德之所以产生这种哲学的错误在于

他没有最深刻的发掘人类思维功能的内在统一性,只停留在思维的较低阶段——知性领域,

没有上升到把握全部现实的思辨理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力求在最深的层次上把握全部现

实的内在统一性,他说: “
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 自觉的理

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
” (《小逻辑》,第姓3页 )。 为了芭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必须思

辨地考察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本质时产哇矛盾,陷入二律背反,是理性自身具有

的 “先验幻相
”,这说明世界的本质,一切事物的最高统一是不能被理性把握的9得出了不

可知的结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则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时陷入矛盾正表明理性把握了泄界的

本质, “思辨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
” (《逻辑学》下卷,第 7页 )。

因此只有思辨理性立足于 “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
才能使思维把握全部现实,从而

克服康德哲学中 “现象”与 “自在之物
”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黑格尔指出: “康德只走到

半路就停住了,因为他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认

识所不能达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 ,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

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在现象之后或

现象之外
” (《 小逻辑》,第 276页 )。 克服现象与本质的分裂,使它们在对立统一中得到理解

是黑格尔批判康德的突破口,可以说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所有形而上学命题时都发挥了深刻

的思辨精神,阐明了他的辩证法。辩证法使黑格尔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和它内

在的统一功能,这种统一功能把各种知识吸收入理性的形式之中,使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

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思辨理性体系。这个思辨理性体系以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轴心把哲学本体

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同一。为了达到这种同一,黑

格尔运用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哲学方法把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优秀成果全部融合在自己的哲

学体系之中,使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归结为纯粹思想,即世界理性的逻辑运动,而世界历史也

就是一部理性的历史。

但是,黑格尔这
一

切思维操作都是立足于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的,他在批判康德时一方面

宏扬了理性思维的辩证功能,另一方面又把理性思维的能力片面吹胀、膨涨,抬到包罗一切

的绝对境地。在他的思辨理性体系中,他企图把历史上一切哲学派别唯心主义化,化成完全

脱离物质的观念。甚至有感性肉体的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也变成了纯粹精神的东西,马克

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是一种 “无人身的理性
”
。这种思辨理性体系虽然一

方面宣称把全部现实包溶于自身之内,但在最终意义上却远离了现实,变成了一 种 空 中楼

阁,虚无飘渺的云胭。虽然黑格尔哲学完成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大综合,但曲于它那不食

人间烟火的醉熏熏的思辨又必然敲响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晚钟,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书中说: “-般讲,哲学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的哲学体

系乃是集以往的哲学全部发展之大成:另方面,因为他本人——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

指出了一条走出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途径。
”

结 语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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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最终完成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运演,在黑格尔之后夕西方哲学



沿着两条道路继续爱展:一条是以叔本华唯意论苜先发难的西方非理性主义崽潮;一条是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 rΙ扔论。苷理性主义思潮抓住西方古典理性主义注意得不够的人生意义、人

生价值,以及与跎钼关的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等闷题集中攻击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宣扬反

理性主义思想,她们认为
“
事物的无理性正是事物存在的条件。

”
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西方

古典理性主义的∷科学精抻和理性观念9认为
·
事物的规律性和真理是无法把握的,因为在尼采

等人看来,人尖唯一毖把握的真理就是人类自身的错误。显然,非理性主义思潮具有反对社

会进步和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只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才全面地批判继承了西方古典理性主

义的积极成果,把科学精神
1、

辩证法思粗和舍理性观念、真善美的追求溶合在自身的体系之

中。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科学继承西方古典理性主 义 的 理 性精

神,也才能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

西方古典趣性主义在它现有的形态上已经不能适应当代飞速发展的要求,西方有些有远

爿艹的哲学家正在嗲盱理性的重构,重构着的当代理性主义把珥方古典理性主义重视得不够的

人的非理性部分作为一种重繁的研究课题。这也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因为入性中不仅有理

性部分,也有非理性部分。但是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它对非理性的研究概括也必须

合椅理性自身发展的规律。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肴9批判继示西方古典主义的优秀成果都有

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

(上接第扭页 )

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才能使整个教育事业与

国民经济发展冉1要求相适应。囚此,当前在高校强调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实行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绪含,不仅具有趣论意义 ,雨且具有现实针对性。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

们在强调高等学校必须永远坚持竖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德育放在诸育之首,对高校的

恩想跛治教育一要拥强,∶r.要改遨时,绝不能理解为对学生可以旗松智育的要求、体育的锻

炼、荚育的熏陶和劳功技术教育由1训 练。相反,我们一定要根据马克恿主义关于德育为首、
“
五育

″
并重i妁全雨发展的教育理论和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来全面安排高等教育。而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各类高级专门入才,则是高等教育价值的最主;要体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9德、智、体、美、劳五育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我 国高等教育的

诸种价值具有缺一不可的完整性。高等学校在办学实践中必须认真贯 彻 党 的 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持完整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的价值观 ,全面追求高等教育的

政治的、经济的、怆理的、文化的价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

美、劳金面发展均

^.才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的理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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