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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真实与虚妄之分的知识主张
!!!黑格尔的知识观念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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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黑格尔的知识观念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论所理解的知识观念&黑格尔一方面看

到了现代知性思维的有限性%希望通过思辨的理性来克服反映的知性所造成的分裂与对

立*另一方面%思辨理性所希望达到的同一性即绝对%并不是无视一切差别和规定性的无

差别的同一%而是一种扬弃了事物的规定性和片面性%将这些规定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有

差异的同一&因此%如何做到这一点%即如何用思辨的理性来取代反映的知性是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而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就在于黑格尔的'概念(这一

概念&只有理解了将真理不仅理解和表述为实体)同时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个原则%才能

真正超越了真实与虚妄)正确与错误之分%进而逼近真理的本质&

关键词$黑格尔*真理*实体*主体*概念

自从康德以来%人类对于知识和真理问题的讨论就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这种新的面

貌被称为'先验的(或者观念论的进路&这条观念论进路的基本主张就是%我们对现象世

界所形成的知识的根据并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作为认识者的主体自身具有的先天的认

识能力%关于这种先天认识能力的考察是通过理性自身反思而达到的%它不依赖于经验而

恰恰是作为经验得以可能的根据%康德正是想通过对这样一种理性的自我批判为建立科

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障碍&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或者称之为绝对观念论%只有在整个观念论

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正像黑格尔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康德的先验演绎的

论证首次接近他最终所创立的思辨的同一理论%并使之成为可能&而且%他自己的概念理

论%以及概念和实在之间的关系%或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本立场%都应该被理解为康德的

一个关键主题即'统觉的先验统一(的一种直接变形!

&所谓'统觉的先验统一(%就是说%

必定存在有'纯粹的(规则%这些规则先于任何经验%它们已经规定什么可以一般地算做一

个经验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元规则(规定哪些经验性的规则可以形成%那就只有联结的

统一体%因而根本没有经验的统一%也没有可能的经验&黑格尔与康德一样依赖于任何可

能经验的无可消除的反思或统觉的本性%来论证这些有着非经验性的基础的区分能力.概

念/的必要性&正是这一点将他们引导到了关于'根据(这一重要主题的讨论上来&

'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性(这一启蒙的口号在康德的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要求人

们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教条)传统%甚至于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要求根据普遍的理性

来判断什么对我们而言是真实可信的%唯有普遍的理性才是指导我们认识与行动的根据&

黑格尔的主体概念是对这一传统的批判的发展%它标识的是意识建立自身)否定自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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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身的运动过程%而不是一套固定的)现成的范畴&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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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强的主观性的意味%意识)自我意识不是个人

的主观意识活动%恰恰是超越个人主观意识活动的规定性&他的目的在于强调真理是一个由各个环节

组成的运动的过程%而不能将它理解为一个僵死的共相&黑格尔的主体概念所展示的不再是建立在主

体与客体对立基础上的主!客体的认识关系%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二元对立最终只能走进无尽的

循环和悖论中&相反%当我们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不仅仅把真理理解和把握为实体%同时理解和把握为主

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迈入了通向主!客体同一的真理之路上&在这条真理之路上%我们不会像传

统的知识论那样去追问认识的条件是什么%不再去根据外在的标准来判定命题的对错%而是通过概念自

身的内在必然性而达到一种没有表面的真实与虚妄)正确与错误之分的知识论%通过黑格尔所开辟的这

条道路%人们可以重新思考人类知识的本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古代怀疑论的启示

我们知道%自古希腊开始%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就在于于变中求常%真理就是这变幻莫测)纷繁

复杂的现象世界中不变的常道&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当我们说某某事物

为真的时候%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如实地思考各个对

象%而是在于思考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考和理解%即思考这个统一本身!

&换句话说%哲学关于真理

问题的思考%不在于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是什么%以及是怎么样的%而在于思想我们的思想本身.亚

里士多德/%也就是思考我们所熟知的对象之真的根据所在&'根据(是一种更为原始的'真(&

但实际上%思考这种根据本身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具有的活动%我们总是把某些东西当作真的%从

不追问我们这样认识事物的方式正当与否%所以黑格尔讲熟知非真知%但我们总还是首先熟知着一些东

西&一个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会说神的诫命是真的)城邦是真的)我们生活中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是真

的)大海是真的)他们的那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说因果律是真的)钞票是真的)欲望是真

的)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现实是真的&有些东西不论古人今人都会承认%大海还是那个大海%奥林匹斯山

也还是那座奥林匹斯山%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存在自身就是我们得以认识它们的根据和尺度&但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今天的爱琴海和奥林匹斯山还是两千年前希腊人眼中的爱琴海和奥林匹斯山吗+

还是那个由各种神话传说编织出来的那个世界吗+ 不错%我们是可以对同一个对象有不同的看法%这似

乎并不影响这个事物仍然是其本身&但是%我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显然不

是从这同一个事物本身得来的吧&那么%似乎正应了普罗泰哥拉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合乎这

个尺度的就是存在%不合乎这个尺度的就不存在&(

"智者派一开始只是在个体和感觉的层面上来强调

事物存在的相对性%以反对有什么自在的客观的本质%就像近代的怀疑论者反对经验论者的共相一样&

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因为这一主观原则的任意性和偶然性而对其嗤之以鼻%相反他像赞扬笛卡尔一

样赞扬了古代的智者派和古代怀疑论者#

%并认为近代的原则%即现实的自我意识的立场便是开始于这

个时期$

&虽然智者派那里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感觉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而开始于笛卡尔的近代

唯理论传统强调的是理性的自我反思和理性的普遍性%但二者在原则上却是相同的&黑格尔也注意到

了%在这里主观性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主观性是无限的)自身关联的形式*它是一种纯粹

的活动)一般的规定作用)具有这种形式的共相%因而保持着一些规定)一种内容%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

关于内容的规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主体是这个思维%这个设定者%于是意识就要反思到这个主体的活

动*在这一反思中%精神便从客观性回复到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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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古代的智者和怀疑论那里%还是在康德那里%思想中的内容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也就是说在智者和怀疑论那里%主体具有规定性%但它的内容却是偶然的)任意的%因为只有以一种普遍

的方式来把握那些属于一项行为)事件等等的普遍观点%才能算是得到了对于所求知问题的知识&而在

康德那里%他一方面主张所有知识是依赖于概念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概念与直观的严格区分%认为

纯粹直观不需要概念的规定作用就可以得到&因此%康德认为他只能就人的有限的)在时空中的直观的

可能对象来维护纯粹概念的有效性%人的所有知识都只是关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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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康德在现象与物自身之间划出了一条在他看来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跨越这条鸿沟就成了他之后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最主要的任务!

&以往所有仰仗主体性原则的哲学家都无法妥善地解决关于思想内容

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独断的&而另一批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以普遍的客观方式将真

理理解为类)理念的哲学家同样容易走向另一独断论%即将真理理解和把握为实体%把运动的各种规定

本身当作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体%把一大堆生活规条)经验规则)原则和共相之类的东西当作绝对固定

的真理&而黑格尔认为%真理既不是主体无限的纯粹自我关联和任意规定%也不是静止孤立的共相&精

神本身乃是这些各式各样的真理的统一*在精神里面%这一切褊狭的真理只是作为被扬弃的真理而存

在%只是被认作相对的真理&换句话说%只是作为有限制)有局限的片面的真理%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真理

而存在&那么%黑格尔这条复杂而艰辛的真理之路到底包含着怎样深刻的洞见呢+

二)精神的形式与知识的本质

在作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的"精神现象学#中%精神自身从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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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种意识形态过渡的历程所体现出来的必然性似乎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与古人的世界如此不同%不论是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信念系统%还是我们讲道

理和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方式都极为不同&托马斯3库恩在思考亚里士多德和牛顿所描述

的世界之间巨大的差异时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会连我们今天的中

小学生都知道的物理学常识都不了解呢+ 库恩发现这并不是智力水平的差距%而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

世界与牛顿以及我们今天的人所认识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有

多大的差异%而在于我们理解和规定这个世界的意义系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

事物的运动是从潜能到现实的实现过程%它们朝着自身的目的而运动%我们把这样的世界称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而在牛顿为我们构造的世界中%物体的运动是单纯的机械运动%而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所谓的

目的只是人的主观想象而已&这一点启发了库恩提出了著名的科学'范式(理论&

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论都不可能反思自身的根据%因而总是以一种既定的)脱离了所有具体的社

会实践和历史条件的知识模式或知识主张来检验%某种被认为是真的命题到底是否符合我们所给出的

标准%以判定其真伪&可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凭什么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知识标准来判定古人是错

误的%或者至少是有局限的%而古人不能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呢+ 这样一种'古今之争(是不能仅仅

依靠断言来解决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科学要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

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

不值等等*也不能全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好知识的朕兆(&这样一种赤裸的

枯燥的断言只能与另一种断言具有一样多的价值%因此根本不足以作为判断的依据"

&

但是%我们总是要寻找一些根据来作为知识的基础%事实上也是这样%清明的理性总是比一时的感

觉更值得信赖%经过理性思考和推理%并且由经验加以证实而得来的知识总是比主观臆想和胡乱猜测的

结果更加确定也更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这样一种被我们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认识模式在黑格尔看

来%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并不那么自然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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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认识模式称作'观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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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阿尔都塞在其著名的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中有精彩的论述%也可以参见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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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形态!

&这种认识模式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最为典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的导言中就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康德所面对的问题是由极端经验论所导致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论认为我们只能认识我们的感觉

或者我们的认识%而不能直接认识事物自身%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必须经由我们的感官和思维中介才能形

成%在这个过程中间事物自身必然被我们的感官和思维中介所改变%不复是它自身所是了&因此我们所

有的知识都是不牢靠的%至多作为一种心理习惯可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有益的指导&事实上%康德

承认了这种极端经验论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的认识都是事物自身经由一些媒介而对我们呈现出来的%我

们所获得的事物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但是康德拒绝了这一前提

所产生的怀疑论的结果%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要批判地考察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和媒介%即

我们自身的认识能力%从而证明我们人自身先天禀赋的认识能力具有客观的有效性%我们虽然不能认识

事物自身%但是可以确保在我们所构造出来的同一个现象世界.其基本的规定是时间性和空间性/里%得出

关于现象世界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至于事物自身到底如何则不是知识论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思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撇开存在论的问题直接讨论认识的真与假&而黑格尔却一

反这个思路%认为存在论的问题更加源始%只有在对存在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之后%我们才能讨论

知识论里的对错真假问题&如果不解决存在论的问题%那么不管是经验论者还是康德自己都会最终陷

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因为这些知识主张都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预设了我们自身

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外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

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

有真理性&(

"正是这样一种主体与客体%或者说是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对立二分导致知识论滑向

怀疑论&一种是由于知识如何与对象符合而产生的问题%另一种则是由于知识如何与对象的理念符合

而产生的问题#

&不论知识的根据在于主体还是在于对象%不论真理是认识符合对象%还是符合关于对

象的理念%这种二分之后的符合总是会给怀疑论留下空隙&

黑格尔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知识模式来取代原有的知识论%黑格尔确实是在讨论关于人类

知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用通常的知识论进路来看待黑格尔的著作%都会觉得这部以知识为主题的著作

内容太过庞杂&确实%"精神现象学#的导论很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似乎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只涉及知

识问题%而后面关于历史与实践问题的部分原本不在黑格尔的计划之内%也就是说黑格尔自己的思路随

着写作的进行在不断进行调整%甚至超出了他原先的计划&有些学者%比如
S@2=0=>Me>78

K

就认为%当

黑格尔写到第五章.'理性(/时%他放弃了关于'意识经验的科学(的最初计划%而开始了全新的'精神的

现象学(的写作$

&但是如果我们细读"精神现象学#'导论(的最后一段话就可以发现
Me>78

K

的看法是

站不住脚的%这段话非常精炼地表达了黑格尔关于整个"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将这段话完整

地引用如下$

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

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

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

的关系中*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存在

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从外表

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

在一起*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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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超越真实与虚妄之分的知识主张

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志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从一开始黑格尔就意识到了他的探究工作将把他引向自身发展

着的精神的复杂性中去%他并不是中途改变了他的计划%而恰恰是按照他最初的计划进行着&因为%如

果认为获得绝对知识的过程只是主体去认识一个对象%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的过程%那么黑格尔好像确

实把问题搞复杂了&但是%黑格尔恰恰是要驳斥这种知识理论%在他看来%真理绝不是一个认识主体所

把握的现成的知识%而是一个过程%只有把主体拉回到事物是其所是的过程中去%真理才会对我们显现

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有的只是绝对%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用黑格尔的话

来说%就是'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黑格

尔自己关于知识和真理的几个意象&

在"精神现象学#'序言(的前两段中%黑格尔就用两个意象阐明了自己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在第

!

页中%黑格尔说解剖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种'信息的堆积(&因为这种知识只是将身体的各

个部分当作没有生命的东西来考察%在解剖学中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关于活生生的生命体的知识&紧接

着在第
$

页中%黑格尔引入了一个与解剖学相反的意象%即植物的花蕾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他将此过

程称为'有机的统一(%代表了整全的生命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必然性的各个阶段&这两个意象表明%

对于黑格尔来说%'正在消失的东西本身勿宁应该被视为本质的东西%而不应该视之为从真实的东西上

割除下来而弃置于另外我们根本不知其为何处的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同样%也不应该把真实的东西或

真理视为是在另外一边静止不动的)僵死的肯定的东西&现象是生成与毁灭的运动%但生成毁灭的运动

自身却并不生成毁灭%它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并构成着现实和真理的生命运动(

#

&人类对世界的发现

每探入一个新的领域)获得新的经验%随之而来的就是信息爆炸式地增长&常识化的理解将这些信息的

堆积当作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却从不反思知识自身存在的根据%无法将各个不同的部分作为相互关联的

系统来理解%不能提供出知识的原则%那么这样的信息堆积又有什么意义呢+ 换句话说%知识之为知识

的根据并不像常识所理解的那样简单&'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

$

&德语中的'科学(

.

]711281V@-G6

/不能完全对应于英语中的'

1V728V2

(%就像古希腊语中的'

./012

343

(.

2

P

7162Q2

/的意义不

能够完全通过拉丁语中的'

1V72867-

(来传达一样&虽然德语中的后缀!

1V@-G6

确实像拉丁语中的!

67-

一样%用来表示将具体转为抽象%但是它还有更为复杂的意思&当这个后缀与一个动词不定式连在一起

时它表示这个动词所指示的活动的完满性)总体性%以及这个活动的过程和完成&那么%'

]71128

J

1V@-G6

(在严格的意义上就是指这种包含有过程和总体性的认知的完满性%而不仅仅是指从杂多经验中

总结概括出来的抽象原则的累积&要对黑格尔意义上的知识)科学和真理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我们必须

弄清楚黑格尔是如何将知性与理性)反思与思辨区分开来的%如何将知性造成的分裂重新统一起来%这

是黑格尔着手写作"精神现象学#之前的耶拿时期就已经开始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三)思辨理性对知性思维的扬弃

康德遗留下来的问题是%绝对或物自身不能作为知识被我们所认识%而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性的理

念%成为我们的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公设.

D=164F-62

/&这是一个难以让人满意的结论%康德一方面证明我

们无法获得关于绝对或者物自身的知识%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宣称我们所获得的关于现象的知识具有真

理性%人成了居住在自由与必然这两个世界的公民%可是人自身的存在经验无法满足于这种分裂&为了

回应休谟对于人类知识之可能性的怀疑%确保关于经验的范畴并不来自于感觉%康德不得不舍弃理性

.一种有目的的行动%

/的超越运用%而保全知性.理论理性/&这就导致康德形成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经

验概念%在这一经验概念中%理性对于对象的构成毫无作用&这样一种经验概念和自然观并不是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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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而是整个近代哲学的原则%它的奠基者是笛卡尔和洛克!

%而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现代

人的日常思维中去了%甚至像胡塞尔这样的现象学家也没有完全走出这种知性的探求真理的思维方式"

&

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出版的生平第一部著作中%他将知性定义为一种'限制的力(

#

%也就是一种对事

物的存在加以规定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对事物的限定而使一物与他物区别开了%甚至是对立起来%最

终导致了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等形式的对立&在后来的"逻辑学#.小逻

辑/中%黑格尔进一步阐明了知性思维的原则%即'知性的原则是同一性%即简单的自相联系(

$

%也就是

说%知性的作用是将它的对象的某个方面或性质固定为自我同一的%从而与它的其他方面相区别&这种

区别是一种将他者排除出自身的规定能力%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同一%即
+/+

&这样%区别和否定就是

外在的%而不是事物本质的内在规定%即
+

不能等于非
+

&与知性不同%理性的唯一兴趣就是对变得如

此坚固的对立加以扬弃&正如黑格尔所说%'当联合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对立丧失了它们的生动

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获得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产生了(

%

&知性的限制最终将失去它的生动性%因为它

仅仅是对事物做分门别类的处理%而不对事物的相互关联及其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从整体上做任何系统

的考察&而理性试图将变得坚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加以扬弃%把心智的和现实的世界已变成了

的存在作为'变(来把握%把世界的存在.作为产品/作为生产来把握&'在变与生产的无穷活动中%理性

把已分离的东西联系起来%把绝对的分裂降为由最初的同一性所制约的相对的分裂(

&

&理性通过扬弃

知性所设置的限制%最终将这种对立或差异包含在同一性之中&换句话说%反映的知性将身体从解剖学

意义上来把握为分门别类的实体.

14.16-8V2

/%而思辨的理性则从精神的意义上将身体把握为活生生的

主体.

14.

T

2V6

/&

虽然只是分析出已知的固定和静止的规定来%但是知性的力量并不是完全消极的&相反%黑格尔称

'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的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

'

&因为如果没有知性的抽

象和限定力量%在感官知觉的流动现实中设定人为的分殊界限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知性

不是与理性对立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理性的条件或本质要素&之所以要强调知性的积极作用%

是因为'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经学习而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科学的知

性形式是向一切人提供的)为一切人铺平了通往科学的道路%而通过知性以达取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的

意识的正当要求(

)

%黑格尔洞察到了他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或许至今仍然有其影响的/两种追求达到绝

对的非科学的方式%他们指望不通过概念的规定而直接达到绝对和同一&

一种是黑格尔将其称为'单调的形式主义(.

Q=8=V@>=Q-671V@2_=>Q-F71Q41

/%主要是针对谢林的

客观唯心主义提出的&这种思维方式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但是将这些有差异的事物直接统一于

绝对%在绝对中一切即一&黑格尔将这种同一讽刺为'黑夜看牛牛皆黑(的同一%这是一种静态的思辨形

式%因为其中不包含自我发展的原则%即关于事物的特殊规定通过将自身转化为更多的整体而得到理

解%而整体自身通过它包含的特殊规定而得到阐明&而单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无差异的同一恰恰是对

这些特殊的规定视而不见%这种绝对只能是知识空虚的幼稚表现%是一种纯粹同一性的空洞的绝对&

另一种忽视规定性的主张%黑格尔将之归于雅可比)诺瓦利斯以及弗3施莱格尔等人%他们试图用

激情取代具有区别作用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绝对是可以通过感觉和直观直接达到的%绝对并不是被

思想而是被感觉到的&作为感觉和直观对象的绝对与美)神圣)永恒)宗教和爱联系在一起%在艺术和宗

教中%在这些体验与感觉直观中%我们获得的那种优美)崇高和虔敬感使我们超越了那种知性思维导致

的分裂与对立%从而达到了无差别的同一&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想成为有启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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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超越真实与虚妄之分的知识主张

东西&诉诸与直观和感觉的这种直接性%使得真理成了某种仿佛只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内部秘传的东

西%这种蒙昧的热情蔑视尺度和规定%故意回避概念和必然性%听任内容的偶然性&而只有完全规定了

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经学习而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

综上所述%黑格尔一方面看到了现代知性思维的有限性%希望通过思辨的理性来克服反映的知性所

造成的分裂与对立*另一方面%思辨理性所希望达到的同一性即绝对%并不是无视一切差别和规定性的

无差别的同一%而是一种扬弃了事物的规定性和片面性%将这些规定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有差异的同

一&因此%如何做到这一点%即如何用思辨的理性来取代反映的知性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要处理的

核心问题%而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就在于黑格尔的'概念(概念&

四)实体即主体

我们通常是将真实的东西或者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这个实体是相对于偶性而言的%指那真正使

一事物是其所是的东西&实体常常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被表述为事物的本质或者理型.

270=1

6

_=>Q

/%也被叫做概念%但实际上它表示的是共相%一种在黑格尔看来僵死的共相&在黑格尔之前%概念

是一种不完善的中介%它没有成功地克服真理对其内容的外在性%以及抓获的行动对于被抓获之物的外

在性&前黑格尔的概念设置了一种虽是普遍性的但却是缺失其自身内容的真理%以此来反对一种丰满

的但又是偶然的内容&这就是类%一个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一种缺乏内在中介的外在的普遍性%它直接

陷入到了与此相反的一个极端%即特殊性之中*而这就是康德的概念%一个依赖于作为纯粹被给予物而

存在的外在于内容的空洞范畴!

&

'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在科学中%那种来自图式而被从外面贴到

实际存在上去的规定性%乃是充实了的内容使其自己运动的灵魂&(

"黑格尔强调的是概念的内在化%也

就是它的区别作用&概念的这种区别作用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将真理'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所要表达的意

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主体(绝不是指主观意识活动%不是说要从人的主观视角出发%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世界&这里%'主体(的意思是指%那些僵死的共相)本质或者实体%只有当它

成为一种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有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

的存在%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

&

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也就是说它是原本单一的)抽象的普遍性分裂为二的过程或

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

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

$所谓的否定性就是概念所具

有的区别作用&事实上%事物总是在与他物的关系中%也就是在一种对自身的直接性的否定中来规定自

身的&否定总是从一种解释自身中发展出来的自我否定的活动%因此%否定总是有规定的否定%

&而这

种否定不是一种主观的行为%而是概念建立自身的运动%是一种超越于我们主观能力之外%使得我们的

理解和认识得以可能的概念的客观运动&'存在着的东西的运动%一方面%是使它自己成为他物%因而就

是使它成为它自己的内容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个展开出去的他物或它自己的这个具体存在收

回于其自身%即是说%把它自己变成一个环节并简单化为规定性&(

&因此%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只

是用来把握对象的工具%毋宁说概念本身就是把握对象的活动%就是思维和认识&黑格尔在致尼特哈默

尔.

?726@-QQ2>

/的一封信中批评弗里斯.

_>721

/说$'他的纯粹一般逻辑.在他的体系中/这样开始$1在

思想中由知性所使用的首要工具是概念2%仿佛咀嚼和吞咽食物只是吃东西的一种工具%仿佛知性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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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载"黑格尔的幽灵#%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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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概念作为自我中介)自我否定的运动本身就是认识%认识本身就是

光%而不是用来使光发生折射的镜片&

我们所接受的一套概念系统%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也是历史的和运动的%概念在时间中展现自

身内在的必然性&因此%对概念的任何外在的规定都是缺乏根据的&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片面的东西被

扬弃%人们似乎会觉得真理就是扬弃了错误和虚妄之后留下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理是一个整体"

%而

不仅仅是一个抽掉了过程的结论%或者没有内容的形式的话%那么错误和虚妄本身就不应该仅仅被当作

一种恶而被抛弃掉&'虚妄应该是实体的他物或否定物%因为实体作为知识的内容是真实的东西&但

是%实体自身本质上也是否定的东西%一部分由于它是内容的区别和规定%一部分由于它是一种单纯的

区别&(

#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使得知识与它的实体不相符合%但是这种不相符合正是真理的一

个本质环节%真理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建立起来的同一性&如果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否定和'错误(才能

认识真理%那么'真实和虚妄这两个名词不应该在它们的对方或他物已经被扬弃了的时候还继续使

用(

$

&正如平卡德所言%我们不能假设任何一种'精神的形式(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将它们全部视作'表

象(.

-

PP

2->-8V21

/%我们不能假设我们能够在这些意识形式之外有任何超越于它们的优先的观点%我们

必须在这每一种'意识的形式(之内来发展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

&

在每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中我们可以判断对错%但是在真理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我们自身处于

其中的存在过程%一切既定的真假观念和判别标准都是不适用的&意识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运

动并不是当它判定某个命题为假时对其进行的简单否定&在真实的意识过程中%被判定为虚假的东西

同时也是真理的一部分&真实与谬误之分是一种相对的规定%它取决于它们在意识经验之发展过程中

的位置&黑格尔关于真实与虚妄的看法与笛卡尔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笛卡尔奠基性的著作"谈

谈方法#中%他提出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必须进行普遍怀疑%排除一切虚妄的东西而确定一个最真实可靠

的起点*黑格尔则与之相反%他不认为我们可以排除掉一切所谓虚妄的东西之后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真

理%虚妄作为区别是真理的本质环节%这种不同一性作为否定性%作为自身还直接呈现于真理本身之中&

只有真正超越了真实与虚妄)正确与错误之分%才能真正逼近真理的本质%因为'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

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

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

他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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