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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时期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
及其困难
!

王成军

摘
!

要!个体是莱布尼茨哲学的基石#个体化问题因此也是莱布尼茨哲学的重要问题$

在其成熟时期的哲学中#)个别化的知觉
l

个别化的欲望*#即)整个实体*被莱布尼茨视为

单子个体化的原则$然而#尽管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但它不仅不具备莱布尼

茨自己所要求的普遍的解释力#而且#作为一个内在的原则#它对单子的个体化解释也是

不充足的#仍然需要一个外在的原则即上帝来进行说明$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对个体

化原则的探求整体上是不够成功的$

关键词!莱布尼茨&个体化原则&单子&整个实体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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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6

!!

文章编号!

!&1!7%%!8

'

0"!1

(

"07""$57!"

一般认为#个体'

+)S+@+S-BQ

(是莱布尼茨哲学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管是他的

形而上学%认识论还是道德哲学#)凡实存的都是个体的*这一点都是他在讨论所有这些领

域的问题时所持有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欧陆唯心主义哲学家'比

如笛卡尔与斯宾诺莎(之间的一个显著分歧$可以说#对个体的强调正是莱布尼茨哲学的

一个基本特征!

#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石和关注的核心"

$既然如此#个体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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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是什么令一个东西成为这一个东西而不是另一个东西*这个问

题就不能不成为莱布尼茨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鉴于个体之于其哲

学的基石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莱布尼茨哲学的前提性工作$事实上#从
!&&2

年他的学士论文2关于个体化原则的形而上学论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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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2论辩3(开始直至
!1!&

年他逝世#莱布尼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是贯穿其整个思想生涯的$

但遗憾的是#莱布尼茨研究者们对莱布尼茨哲学中的这个重要问题#还缺乏充分的关

注和讨论#

#尽管他们都承认个体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

的原因恐怕在于#尽管个体化原则问题是莱布尼茨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但除了最早的%

具有哲学习作性质的2论辩3#他在后来几乎没有对之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他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虽散见于其纷繁的文本之中#但并不集中#而且常常只是在讨论)实体*)完全的个

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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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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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德智
#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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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的莱布尼茨专家们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西方的莱布尼茨研究者似乎也是如此#在晚近的一

本对莱布尼茨)个体化原则*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中#作者
A#6#DE@;<

和
AE.)Y

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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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确指

出#)在绝大多数关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研究著作中#个体化问题并没有被视为莱布尼茨为之有着特殊关切

的一个独特议题而受到单独对待*$

DYbGKA6

#

Y

0

=G6K̂ 7:6FJ:YKOGA#I-?/TB)(;B)SX)S+@+S-BT+E)+)

=;+?)+]#DBC?<+S

V

;

!

DBC?<+S

V

;[)+@;</+T

Z

U<;//

#

0""2

!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S;)T+T

Z

E>+)S+/(;<)+?Q;/

(这些观念时才被顺带提及$在文本上的这种希微和分散#很可能造成了研究

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另外#这一忽视也很可能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个体是莱布尼茨哲

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对整个莱布尼茨哲学来说#它本身就是原初性的%基础性的一个预设#因此便

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在他们看来#相比较于个体化原则这个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哲学色彩

的问题#曾经被莱布尼茨在他的作品当中更为集中讨论过的%更具现代哲学意义的)不可辨别者的同一

性原则*恐怕才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考虑到个体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

我们不在其个体化原则问题上做深入的考察#那么#我们不仅难以充分理解莱布尼茨基于个体建立起来

的整个哲学体系#而且也是一种理智上的懒惰$

从现有的对莱布尼茨哲学中这一重大问题的有限讨论来看#研究者们一个大致的共识是!如果说莱

布尼茨哲学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个体化原则的话#那么#这就是他自专门讨论个体化问题的哲学习作

2论辩3就开始持有并一直坚持的
*%(0($+('($

#也即)整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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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整个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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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们大都辩护说#这一方案满足莱布尼茨对个体化原则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它不

仅是一个个体之内在的原则#而且是一个能够给莱布尼茨哲学中所有实体的个体性提供充分解释的普

遍的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这一个体化方案乃是一个能够给予个体的个体化问题以充分解

释的成功方案$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本文将指出#尽管如研究者们

认为的那样#莱布尼茨在思想的成熟期也的确持有与其早期相同的一个个体化方案#即整个实体#但是

这个方案却并非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或者如研究者们所辩护的那样#能够完全满足他对个体化原则

的两个要求并给予个体的个体化以充分解释$为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莱布尼茨对个体以及个体化原则

的界定&然后指出#在其成熟时期的哲学当中#被他视为个体化原则的乃是整个实体&最后#本文将论证#

在他的这一解答中#存在着一些理论难题#有的是可以辩护的#有些则是难以辩护的#而这也致使他的个

体化原则理论在整体上是不够成功的#并且因此仍然有待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体与个体化原则

在莱布尼茨看来#个体性乃是存在者之不可剥夺的%最为基本的形而上学特征$在论及这一点时#

他甚至援引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话说!)并不真是一个存在者的东西#也不真是一个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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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总被坚持的#此即#一与存在者是可互换的$*

%

换言之#任何实存的东西都必定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具有个体的地位#则它也必

然是实存的$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称一个东西为个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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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著名的莱布尼茨研究专家
H;)/E)WBT;/

就说!)如果在莱布尼茨哲学中有一个真正核心的主题的话#那就是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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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虽然他在

讨论莱布尼茨)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时#也提到了个体化问题#但他的这一做法恰恰表明#似乎在他看来#莱布尼茨对于个

体化原则问题的探讨应该被归到对莱布尼茨)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的探讨$

比如#

H;)/E)WBT;/

认为#其早期的2论辩3)包含了一个成为后来的莱布尼茨哲学之基石的观念,,,此即#事物都是由它们的7整

个实体0'

;)T+TB/TETB

(个体化的&也即#一个事物之每一特性或者偶性对于它的同一性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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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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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关于莱布尼茨对其所寻求的这一)个体化原则*的两个要求#详见本文的第一部分$而对莱布尼茨所谓的)整个实体*这一个体化

方案的确满足这两个要求这一点做的最具代表性的辩护#来自于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
=B-<;)(;H#W(D-QQE-

V

.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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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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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著的2形而上学话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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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存在者*可以互换的说法#最早来自于亚里士

多德#在亚氏看来#)7存在者'是者(0与7一0是相同的11既然7一个人0与7人0#并且7存在的人0与7人0都是一回事#117一个存

在的人0没有给7存在的人0增添任何东西#很明显#这些短语中增添的词有同样的涵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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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莱布尼茨并没有就个体的内涵做过单独论述#但从其多样的文本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在莱

布尼茨眼中#一个个体必定至少具有如下两个核心特征!

!#

统一性'

-)+T

Z

(或不可分性'

+)S+@+/+?+Q+T

Z

(#即

一个个体不可能被分成不同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同那个整体仍然属于同一个种#比如#一个个体的人张

三#他就不可能被分成不同的部分且有哪一个部分仍然可以被称为)人*$

0#

相区分性'

S+/T+)(T+E)

(#正

如他的名言)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所表明的#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言#它都不可能与另一个个体

完全相同$在这一点上#作为一名极端唯名论者的莱布尼茨要比他之前的那些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

哲学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更为激进$在他看来#个体之间的区分不仅是)号数上的差异*'

)-C;<+

7

(B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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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是一种内在的根本差异!)自然之中#绝没有两个完全相似#且我们也不可能在

它们中间找到一种内在的或者基于一种内在指称'

+)T<+)/+(S;)EC+)BT+E)

(之差异的东西$*

#这意味着#

相区分性乃是个体之绝对的%内在的特征$根据这两个特征#我们大概可以说#在莱布尼茨哲学中#所谓

个体#指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且与它者有着绝对区分的存在者$

那么#个体的外延呢- 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莱布尼茨所说的)一*与)存在者*可以互换那一论断

所暗示的#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一切实存的东西都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当然#有些特殊的

东西#比如#一滩水%一堆石头%一个命题%一个事件等等在当代形而上学可以被当作个体来讨论的东西

并不在莱布尼茨的讨论范围之列$因为#它们要么是个体的聚合物#要么是人的心灵的产物或者人工

物#都不是真正的实体或者)凭自身的统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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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它们如果实存的话#也要依赖真

正实存的个体#比如#对)任何经由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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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存在者*来说#)都要预设一些被赋予了真正

统一性的存在者#因为它的实在性#乃是从那些组成了它的东西'实体(引申而来的*

$

$因此对莱布尼

茨来说#它们尽管可以被称为)个殊的*'

R

B<T+(-QB<

(#但却不能被称为)个体的*$这样说来#在莱布尼茨

的哲学中#个体的外延包括所有凭自身而独立实存的实体$更确切地说#在其思想的早期#个体一词主

要运用于有限实体'

>+)+T;/-?/TB)(;

(#也即自然的物质实体与非自然的精神实体&而在其思想的成熟

期#则指不可分的%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非物质实体#此即有限的%被造的单子与上帝%

$

既然凡实存的东西都作为个体而存在#那么#根据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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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必须要得到解释$这也正是从莱布尼茨年轻时就开始考虑的个体化原则问题$所谓

个体化原则#就是令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原则或原因#它试图回答的是!是什么令一个东西

成为这一个东西而不是另一个东西- 在莱布尼茨的考虑中#这个问题还与另外一个问题相伴#即是什么

令一个东西在时间之中保持为其自身而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尽管在当代形而上学中这个问题一般

被称为同一性问题'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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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跟我们所讨论的个体化问题有所不同#但二者无疑是紧密

相关的$事实上#在莱布尼茨哲学里#他对这两个问题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个体化原则#莱布尼茨有两个基本的关切#在其最早对个体化问题进行

探讨的2论辩3中#这两个关切就已经十分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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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原则问题所要求的答案不是一个认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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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存在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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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原则还应该是一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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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文本中提到个体的时候#莱布尼茨曾使用的说法包括)某种不可分的东西*%拥有)特定的存在的*东西%)真正的统一

体*%)不可分的*且)完满的存在者*$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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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推导说#两个实体能够彼此完全相似而仅仅在号数上'

+'/'3)3*"'

(相区分#这不是真的#而圣托马斯对于天使或灵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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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言'也即#它们的每一个体都是一个最终底种(对于所有的实体来说都是对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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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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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4#

莱布尼茨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就发生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对于某个能足够好

地理解事物的人来说#他若不可能为之提供一个理由以充分地确定为什么它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就不

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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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0%(*"%$/

(原则#即它应该是一个个体之内在的形而上学构成部分#换言之#一个实际的'

K*$/0

O

)'

"*$/0

(部分#甚或是一个物理的原则'

F

"0%10

F

0'

F

-

4

+01'

(&

0P

这个原则必须能为解释个体之个体化提供

普遍的意见'

@

*%*"$/*+'

F

0%0'%*+

(#即它必须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某一类实体#而是应

该对物质实体和非物质实体'

+)#+($%(0$3$(*"0$/0*(033$(*"0$/0

(都适用!

$应该说#莱布尼茨的这两

个看法是他在自己的思想成熟期讨论个体化原则时持有的主要关切"

$

二%单子与单子的个体化

如前所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莱布尼茨思想的早期和成熟时期#其对个体的个体化原则问题持

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即整个实体或整个存在者'

*%(0($+('($

"

T.;,.EQ;;)T+T

Z

E<T.;,.EQ;?;+)

V

($

尽管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其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个体化原则是不同的#

#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在

其思想的成熟时期#更确切地说#在其以单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当中#莱布尼茨提出的个体化原则就是

整个实体$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讨论这一时期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基石#也即他眼中的真正的个

体,,,单子'

CE)BS

($他对单子的论述集中在晚年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中#即
!1!$

年的2基于理性的自

然及神恩之原则3'

."0%10

F

/*+'

5

>$()"*$%KD"$1*

#

#$+*K'%Q*$+'%

(与2单子论3'

J'%$K'/'

@4

($根

据这两个文本#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单纯实体'

/+C

R

Q;/-?/TB)(;/

(#是事物的元素与真正的原子#是)形而

上学的点*$它们在自然之中无处不在#因为复合实体'

(EC

R

E/+T;/-?/TB)(;/

(也是由单子聚合而成$

它类似于)生命%灵魂与精神*#是非物质的实体#因而#除非经由上帝创造或毁灭#它并不承受自然的生

灭$单子是自足的#它没有任何可供实体或偶性)出入的窗口*&单子也是自由的#正如灵魂'

/E-Q

"

$%0

L

3$(*

(是活动的原则一样#它就是活的实体'

Q+@+)

V

/-?/TB)(;/

(或活力'

Q+@+)

V

>E<(;

($这意味着#它们不

仅自身做着无限的运动#而且也是其他事物'复合实体(运动的源泉$此外#莱布尼茨也明确说#单子是

真正的个体#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部分*#即是不可分的#而且#单子之间相互区分#没有哪两个单子是完

全相同的#它们是有实际区分的$

$这意味着#单子满足一个个体应有的所有特征$

由此看来#在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中#所谓个体#指的就是作为单纯实体#没有任何部分的%非

物质性的单子$既然如此#则莱布尼茨在其形而上学中所关心的个体化原则问题就转变成了这样一个

问题!是什么令一个单子成为一个个体- 在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2人类理解新论3'

>*R2++$

4

+'%

9)3$%!%K*"+($%K0%

@

(中的一句话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最为重要的一点乃是#个体性牵涉到无

限性#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抓住那无限的东西'

T.;+)>+)+T;

(#他才能够知道一个给定之物的个体化原

则$*

%看起来#单子的个体化原则是同这一)无限的东西*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无限的东西*指的是什

么呢- 在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之中#这个)无限的东西*指的就是单子在其内在的欲望指引下所做

+

04

+

!

"

#

$

%

)至此#让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所述#我们讨论的乃是某个实际的且被称作一个物理原则的东西#它将充当我们心灵之中的7个体0

'被理解为个体化与号数差异(之形式概念的基础$我们将处理个体#特别是被造的且实体性的个体11既然我们在此将从物质

的和非物质的实体中抽象'出这一原则(11我们将仅仅考察一些普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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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布尼茨在其思想的不同时期对这几点的坚持#可参见
DYbGKA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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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3B)+;QLB<?;<

就认为#莱布尼茨实际上在其思想的不同时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即#在最开始讨论个体化

原则的学士论文中#他提出的个体化原则是)形式与实体的复合*#稍后#在他讨论)圣餐*的神学论文中#他则以)实体形式*'

/-?

7

/TB)T+BQ>E<C

(作为解答#而在其思想成熟时期的单子形而上学中#他提出的则是)整个实体*$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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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布尼茨的单子学说#也请参见段德智
#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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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限的知觉运动$

莱布尼茨认为#单子必定有一定的本性#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存在者"是者*'

?;+)

V

(#而这一本性#就

是单子的运动$作为非物质性的实体#单子的运动显然不可能是时空之中的外在的运动#也不可能是由

某个外在的原因引起#既然)没有什么外在原因能对其内在施加影响*#因而#它只能是一种由内在的原

则引起的内在的运动!

$作为灵魂#单子的这一运动也即其内在的知觉'

R

;<(;

R

T+E)/

($但是#任何一个

知觉都必须是对某个东西的知觉#即都必定要预设知觉的对象$而单子之知觉的这一对象#在莱布尼茨

看来#就是整个宇宙#更具体地说#就是每一个其它的单子或者宇宙当中一切可能的事件$在他看来#每

一个单子就像一面活生生的镜子'

Q+@+)

V

C+<<E<

(#表征'

<;

R

<;/;)T

(着整个宇宙$而且#在莱布尼茨看来#

单子的知觉还不能是单一的%静态的#它只能是连续的%动态的#否则#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运动$

这表明#单子的知觉肯定不止一个#更准确地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它的知觉运动必然是无限的#既然任

何一个单子都是没有自然的生成与毁灭的#也即一经创造便能永久持存的$而这又带来新的问题!一个

单子为什么会有从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的运动呢- 莱布尼茨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单子的知觉运动乃

是由其欲望'

B

RR

;T+T+E)/

(推动的#单子的欲望即令单子)从某一知觉向另一知觉运动的倾向'

T;)S;)

7

(+;/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单子是由其欲望和知觉构成的#或者说#一个单子就是在其欲望的推动下

做着无限运动的一系列知觉的序列$在莱布尼茨看来#正是这二者令一个单子不同于另一个单子#也

即#这正是令一个单子作为个体存在的原则!

)一个单子光凭其自身并且在一个单个的瞬间#是不可能同另一个单子区分开来的#除非是借助于

其内在的性质与活动'

+T/+)T;<)BQ

d

-BQ+T+;/B)SB(T+E)/

(,,,这只能是它的知觉#也就是说#复合物或者

外在的东西在这一单纯实体之中的诸种表征'

<;

R

<;/;)TBT+E)/E>T.;(EC

R

E-)SE<E>,.BT+/;\T;<

7

)BQ

(,,,以及它的欲望#也即#它从某一知觉向另一知觉运动的倾向#而这正是变化的原则$*

"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单子何以凭知觉'以及其欲望(就能够区别于另一个单子- 一个直

接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它们的知觉内容不同#或者说#就每一个单子的每一个知觉来说#它所呈现的'作

为知觉主体的单子与作为知觉对象的单子之间的(关系'

<;QBT+E)

(跟另一个单子的某个知觉所呈现的乃

是根本的不同#

$但这样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尚且可以构想这样两种反例!

!#

不同的单子

W

!

和
W

0

在时间
T

同时思考同一个对象单子
W

2

&

0#

同一个单子
W

#它在时间
T

!

思考一个对象单子
W

!

#

而在时间
T

0

思考一个对象单子
W

0

$我们看到#在这样两种情况中#单纯地说作为灵魂的某个单子知觉

内容与其它单子的知觉内容不同#并不能成为这个单子的个体性原则$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可以

认为
W

!

和
W

0

应该被视为同一个主体#既然它们知觉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单子
W

2

(#即它们的知觉内

容'它们跟
W

2

的知觉关系(很可能是相同的$但根据我们的预设#它们却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我

们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可区分性矛盾$而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又似乎要认为在时间
T

!

的主体
W

和在时

间
T

0

的主体
W

不同#即它们应该被分别标记为不同的主体#既然它们有不同的知觉对象和内容$我们

甚至可以推导说#既然单子的知觉内容总是在变化#则一个单子不可能在时间之中保持其自身的同一

性$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同一性矛盾$这样看来#上述对单子个体化原则的解释仍然是不够的$作为一

位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显然不会轻易犯这样的错误$

要解决上面的两个矛盾#莱布尼茨就必须提供一种另外的原则来解释单子的个体化#这个原则#就

是莱布尼茨单子学说所说的单子具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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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体的单纯性无论如何也不会排除那必定一并存在于一个单纯实体之中的诸多样态化'

CES+>+(BT+E)/

#也即那些作为一个

单子之存在样态的知觉,,,笔者注(所带来的多样性&而那些样态化也必定在于它同那些外在于它的事物'也即别的单子(之间

关系的杂多性,,,这一方式就好比#在一个中心或者点而言#尽管它是完全单纯的#但却存在无限个由它构成的线所形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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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过#在莱布尼茨看来#每个单子都像一面镜子一样)表征整个宇宙*#即它对宇宙中每一

个单子的每一可能事件都有知觉$但是#为了排除两个单子之间有任何相同知觉的可能#他又补充说#

虽然每个单子都表达了整个宇宙#但其表达却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

+)+T/E,)>B/.+E)

(来进行的!

$

这一自身的方式#亦即每个单子特定的位置$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解#它就相当于一个知觉主体的视角

'

T.;

R

E+)TE>@+;,

($在他看来#每个单子都拥有的位置或视角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正因此#单子间

尽管可能有相同的知觉对象#但在知觉的内容上却不会相同$这就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站在珞珈山的南

麓看珞珈山#另一个人站在北麓看珞珈山#尽管他们看的是同一座珞珈山#但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却是不

同的"

$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单子的位置或者视角绝不是一个空间概念$很显然#单子作为非物质实

体#不可能占有空间#我们上述的例子仅仅是一个类比$但是#如果单子不占据空间#那它又如何能够占

据不同的位置或者视角呢- 对此#一种莱布尼茨式的解释是!对一个单子而言#其特定的位置或者视角

在于它在某个特定时刻在自己知觉序列中占有的位置#或者说#这个位置或视角乃是其)欲望所产生的

逻辑秩序之中*的位置#

$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单子的每一个知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且具有因果关系的#即前一知觉

总是后一知觉因为欲望的推动而相继产生的原则#因而#对一个单子的每一个特定知觉来说#它都蕴含

有先于自己的知觉与后于自己的知觉#这些知觉构成了从属这个单子的一个连续且无限的知觉序列$

也即#就任何一个单子在任何一个时刻而言#在它之中都潜存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切知觉#它只不

过是在特定时间呈现出它在那一时间应该呈现出来的那个知觉$而且#因为知觉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这

些知觉还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秩序$

$因此#对某个包含了其无限多知觉的单子而言#在某一个特定的时

间#其知觉都处在这个逻辑秩序的一个特定的位置$这就如同一个无限的自然数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

成员都居于某一特定的逻辑位置一样&而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这个单子的知觉不仅不同于它在其它时

间其它位置上所具有的知觉#而且#还跟其它单子的任何特定的知觉也不同#既然它的位置必然不同于

另外一个单子在另外一个知觉序列中的位置$

借用位置的观念#莱布尼茨似乎就解释了前述的两个可能的矛盾$首先#对区分性矛盾#我们可以

说#即使两个单子
W

!

和
W

0

同时知觉同一个单子
W

2

#也因为
W

!

和
W

0

所在的各自知觉序列中的位置的

不同#而有内在的差异#即它们各自跟
W

2

的关系或者说各自的知觉内容是相异的#因而#

W

!

和
W

0

是相

互区分的两个个体单子$其次#对同一性矛盾#我们可以说#正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对某个单子
W

而

言#尽管其在某个时间点
T

!

的位置和另一个时间点
T

0

的位置造成了两个不同的知觉#但既然一个单子的

每一知觉都蕴含了其先在的和未来的一切知觉#即都暗示了其整个的知觉序列#因此#如果我们把一个

单子看作是其知觉序列的整体的话#那么它就仍然是同一个单子$只不过#就某个特定的单子
W

而言#

当它处于自己知觉序列的不同位置时#其所拥有的知觉的不同会造成它自身的多样性#即造成)处在知

觉
U

!

的单子
W

*和)处在知觉
U

0

的单子
W

*之间的区别#但这也并不妨碍它是同一个单子
W

$于此#莱

布尼茨似乎又把单子的某个特定知觉看作是一种偶性'

B((+S;)T

(#于是#刚才的解释又可以用亚里士多

+

$4

+

!

"

#

$

)每一个个体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表达整个宇宙#而且#在其完全的概念之中#就一并包括了它所有的经验#所有伴随着的情态'

BT

7

T;)SB)T(+<(-C/TB)(;/

(以及所有外在事件的整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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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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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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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单子都像一个可能的世界#并且像上帝的一面镜子#或者#说到底是整个宇宙的一面镜子#每一个单子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来

表达,,,这就好比#就同一个城镇而言#观察它的人所处的情态不同#它被表征出来的样子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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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点#

=B-<;)(;H#W;D-QQE-

V

.

有比较详尽的解释#参见
WDD[==Y[L:=H#=;+?)+]Y)X)S+@+S-BQ/B)SX)S+@+S-BT+E)#3E<

7

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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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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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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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先在的知觉都影响到那些紧随着它的%按照我们除了在运动之中也能在知觉之中发现的一种秩序法则'

BQB,E>E<S;<

(而发

生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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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义者惯用的例子来类比!这就像#苏格拉底即使因为一场事故而鼻子变塌了#他也仍然是那个苏格

拉底而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正是因此#莱布尼茨追随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关于偶性的说法#要把单

子的知觉称为单子的样态化'

CES+>+(BT+E)/

(#即单子存在的特定状态或具体样态'

CES;

(#并认为它造成

了作为单纯实体的单子所具有的内在的杂多性'

C-QT+

R

Q+(+T

Z

(

!

$

不唯如此#借助)每个单子都占有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一点#莱布尼茨也能进一步推导说#不

仅每个单子的每个知觉是不同的#而且其欲望也是不同的$因为#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单子的欲望就

是推动这个单子从一个知觉到另一个相继的知觉运动的原则#然而#既然我们说了#一个单子因为其在

特定的时间总占据特定的位置导致其知觉之间是相互有别的#那么#我们也就应该说#推动这个单子从

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运动的欲望也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既然如此#则论到单子的个体化#我们可

以说#如果单子就是由特定的欲望所驱动的一系列特定的知觉所构成的无限的知觉序列#那么#情况就

必然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单子都不同于任意的另一个单子#或言之#每一个单子都是个体$这也就

是为何莱布尼茨会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样说单子只能靠)知觉与欲望*这两个)内在的性质与活动*

而)相互区分*的原因$

综而言之#在莱布尼茨看来#一个单子就是一个由欲望推动的做着无限知觉运动的知觉序列$因为

每一个单子在特定的时间#都是在特定的位置或者视角来知觉其它单子的#因此#它的每一个知觉都是

独一无二的%个别的&因为它的欲望就是从一个特定的知觉向另一个特定知觉的趋势#推动其进行知觉

运动的每一欲望也因此是个别化的$故它的整个的%无限的知觉序列#即这整个单子也必然是个别化

的$在这个意义上#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就是其)个别化的知觉
l

个别化的欲望*#或者说就是其整个实体

或整个存在者#既然一个单子就等同于其在欲望推动下的无限知觉序列$

三%整个实体作为个体化原则的困难

应该说#在莱布尼茨以整个实体作为单子之个体化原则时#他仍然面临着一些理论困难$这些理论

困难#有的与这一个体化原则自身的可辩护性直接相关#有的则涉及这一个体化原则与莱布尼茨其它哲

学主张的一致性或相容性$本文的讨论将只局限于前者$

针对莱布尼茨这一个体化原则最强%最直接的一个诘难是!说一个个体的整个实体乃是其个体化原

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这就好像说#一个单子就是其自身的个体化原则#或者说#单子自身就

是个体化的$然而#所谓个体化原则#追问的似乎应该是一个不同于这个个体本身的原因$若真如此#

则莱布尼茨的这一个体化原则似乎什么也没说#或者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回答恰恰表明#单子是不

需要一个所谓的个体化原则的"

$

果真如此吗- 很显然#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来看#说)单子的7整个实体0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并

不等同于说)单子就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因为#当我们说整个实体的时候#指的是就一个单子而言它

基于特定的位置而有的个别的欲望与知觉#它明确指向了这个单子的内在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一起构成

了这个单子#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既然在莱布尼茨看来#作为)第一隐德莱希*'也即完全的现实(的单

子#其存在就在于其连续而无限的内在的知觉活动#那么#说单子的整个实体乃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就

相当于说一个单子正是靠其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的个体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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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
X

V

)B(+6)

V

;Q;QQ+X

就认为#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则)毋宁是一个空的陈述*#因为它相当于说)

8

的个

体化原则
c8

*#而这对于)是什么令一个个体
8

作为个体
8

而非其它东西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甚至可以算作对存

在一个个体化原则这件事的一种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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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理由为此提出了辩护#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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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理论显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

实际上#在个体化原则方面#莱布尼茨真正应该忧虑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这个原则是不是一个有意

义的陈述#而是这套个体化方案是否满足我们前述的他自己对个体化原则的两个基本关切#即这个个体

化原则应该!'

!

(是一个)内在的*)存在之原则*#'

0

(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讨论莱

布尼茨的这个个体化原则是否满足'

0

(#然后再来看它是否满足'

!

($另外#我们要特别考虑#在莱布尼

茨将对个体化原则的探求局限在一种内在原则时#他是否真正能为个体的个体化问题提供一种在其思

想生涯中始终渴求的充足理由$

如我们所言#在莱布尼茨看来#他提出的这个个体化原则应该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即它对一切能够

被看作个体的东西都是适用的$无疑#对莱布尼茨认定的真正的个体,,,单子来说#这个原则的确为其

个体化提供了一种说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莱布尼茨在谈到单子这一单纯实体的时候#也预设了

所谓复合实体#即物质实体的存在$那么#这一针对单子提出的个体化原则能够适用于物质实体吗- 在

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似乎显得模棱两可$

在莱布尼茨的思想成熟时期#他在某些时候的确会把作为复合物的物质事物当作实体来谈论#并认

为它是有机的'

E<

V

B)+(

(#即有一种统一性的实体$在他看来#物质事物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单子

'

T.;SEC+)B)TCE)BS

(和其身体'

?ES

Z

(构成的#而其身体又是由多个单子聚合而成的#这样#尽管物质

事物仍被看作是一个单子的聚合体#但这一聚合体却是一个经过良好组织的聚合体#即它因为那个如同

实体形式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而获得了某种统一性!

$既然如此#我们似乎要承认#在一个较弱的意义

上#物质事物可以被视为实体进而被看作个体$那么#问题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单子的个体化原则也同

样适用于这种次要意义上的个体吗-

的确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为莱布尼茨提出了肯定的辩护$比如#劳伦斯+麦克库劳'

=B-<;)(;H#

W(D-QQE-

V

.

(就认为#按照莱布尼茨对物质实体的解释#既然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实体形式(是自身个体

化了的#而由个体化了的单子构成的身体也因此是个体化了的#因而#这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和一个

身体构成的物质实体就应该是个体化了的$因此#其整个实体'个别占统治地位的单子
l

个别的身体(

就是其个体化的原则#正如我们说一个单子的个别化了的知觉和个别化了的欲望是它的个体化原则一

样"

$因而#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则既适用于单子#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它的解释力是普遍的$

但是#这一辩护有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假定一个物质实体是由一个作为实体形式的统治性单子

加上一个身体构成的#而这个作为实体形式的统治性单子自身就是'按照我们前述的个体化原则(个体

化了的#且身体也是已经被个体化了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复合实体的个体化问题上坚持一点就

够了#即我们只需要说#因为其个体化了的实体形式#或者#因为其已经被个体化了的身体#这个复合实

体在整体上被个体化了$这样一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原则#即如麦克库劳所说的整个实体'个

别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
l

个别的身体(来解释一个物质实体的个体化$其二#即便我们认同麦克库劳的

解释#认为对一个物质实体而言#整个实体就是其个体化原则#但是#我们就一个个体的单子所说的整个

实体和就一个个别的物质实体所说的整个实体在指称上并不是一致的$很显然#前者指的是一个单子

之特定的知觉和欲望#后者指的则是一个物质实体中个别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与其个别的身体#因此#

说我们就单子而讨论的个体化原则整个实体同样也适用于对物质实体的个体化的解释就是不当的$

+

&4

+

!

"

)每一单纯实体#或者个体的单子#构成了一个复合实体'比如一只动物(的中心#也构成其统一性的原则#它们每一个都由一团物

质'

BCB//

(所围绕#而那团块又是由无限多的其它的单子组成#后者构成了那个中心单子的身体$11每一个单子#与其身体一

起#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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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就是这个活的物质实体#这个单子
l

身体的组合物的实体形式$这个身体自身是一个现象性的实体

'

R

.;)EC;)BQ;)T+T

Z

(#基于其它的个体的单子$因此#身体#如同最早的哲学里所说的质料那样#也是已经被个体化了的$而那个

身体的实体形式#因为它是一个单子#个体化其自身$是故#以直接类比于2论辩3一文中对物质实体个体化的解释的方式#莱布

尼茨主张#事实上#物质实体也是因为其整个实体'

T.;,.EQ;;)T+T

Z

(而被个体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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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如果承认物质实体的个体地位#那么#认为适用于单子的那个个体化原则也适用于物质

实体就会造成一些新的困难$为了避免这些困难#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案#即不承认莱布尼茨说的复合实

体的个体地位#把我们前述的个体化原则的讨论域仅仅限定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的单子$事实上#

在某些时候#这正是莱布尼茨自己持有的态度$在他看来#复合实体并不是真正的凭自身而存在的实

体#而是单纯实体即单子的集合或者汇聚'

$

@@

"*

@

$()3

(

!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复合实体类似于我们前

面说的)一堆石头*之类的东西#它们并不满足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第一个标准#即统一性或不可分性$既

然如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对物质实体而言#并不真正存在一个个体化问题$然而#这样一来#莱布尼茨

在讨论个体化问题时所追求的那一原则在解释力上的普遍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即它只能适用于我们对

非物质实体的讨论#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种特设的原则'

F

"0%10

F

0'$K-'1

($

此外#我们还要考量的是#莱布尼茨持有的关于单子的这一个体化原则是否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是一

个内在的原则呢- 无疑#如果我们跟随莱布尼茨#将一个单子视为由处在无限的运动中的知觉和欲望构

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所持有的个体化原则因此不仅是个存在之原则#既然单子的存在就体现

为其由欲望推动的知觉活动#而且也是个内在的原则#既然其知觉和欲望都是内在的$这似乎意味着#

单子的个体化问题在不依赖一个外在原则'其它单子或上帝(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凭自身就得到解释"

$

但问题是#莱布尼茨主张的这一内在的原则是否是对单子之个体化的一个充足解释呢- 如我们前

面所言#莱布尼茨个体化原则的关键在于说一个单子的特定位置#即在它无限多的知觉所构成的那个逻

辑序列中的位置#造成了它特定的知觉和特定的欲望#而这又造成了这个单子在整体上的个体化$但

是#这里面似乎潜藏着一种循环解释$因为#我们仍然可以问!这个位置的独特性是如何来的- 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诉诸它所处的那个由这个单子的知觉所构成的逻辑序列#而且#为了保证一个

单子在这个序列中的某个位置跟另一个单子的位置绝无可能相同#我们还必须预设这个逻辑序列是无

论如何都不同于任何其它单子所拥有的知觉序列的#换言之#就这个单子而言#其逻辑序列必须也是个

别的$然而#其逻辑序列何以是个别的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诉诸其构成元素#即这个单子的

知觉的个别性#也即它的每一知觉都不同于任何一个单子的任何一个知觉$然而#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

个单子的某个特定知觉的个别性#我们又必须按照莱布尼茨构想的#诉诸其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特定的位

置$这也就是说#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我们可以推导说!一个单子因为知觉的个别性#造成了自己独特

的知觉序列#这一独特的知觉序列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赋予这个单子独特的位置#而正是这个独特的位

置#造成了其独特的知觉和欲望#即造成了这个单子的个体化$

如果要避开这种循环解释#我们就必须引入另外的原则来解释单子之位置的独特性$这另外的原

则无疑只能是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事实上#尽管莱布尼茨本人始终试图从个体之内在的方

面去给出一个足以解释其个体化的原则#但他也承认#如果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个体的个体化要得到解

释的话#最充分的原因只能是作为一切事物之终极根源的上帝$在他看来#由单子构成的这个世界乃是

经由上帝来安排的最好的一个处在一种前定和谐'

R

<;

7

;/TB?Q+/.;S.B<CE)

Z

(之中的世界$这便导致#世

界之中的事物的个体性#也必然是来自上帝的安排!)从那个至上的创造者那里#我们不仅可以说#这整

个宇宙的秩序是能够达到的最为完美的#而且可以说#每一个活生生的%按照其自身的视点来表征这个

宇宙的镜子#也即每一个单子#每一个实体性的中心#都必定拥有其按照最好的方式来安排的%一直与所

有其它单子相容的知觉与欲望$*

#于此#他也说!)只有上帝是首要的统一体#或者说是那个原初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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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麦克库劳同样提出了一个辩护!)任何现存的单子#凭着其个体化了的欲望#造成其自身的实体'

;)T+T

Z

(以其知觉的形式进入

存在#也即存在于一个独特的%可数且无限的有序集合中$没有任何其它的单子#特别的说#没有任何其它单子的欲望#是这一集

合的原因&连上帝都不是其原因$因此#其成熟时期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无疑是一个内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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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而被造的或者说派生的'

S;<+@BT+@;

(单子都是其产物$它们由持续不断的%可谓是从一个瞬间到

另一个瞬间不断倾泻的神圣闪电所产生#而且它们被受造物的接受性'

<;(;

R

T+@+T

Z

(所约束11*

!

$很

显然#在莱布尼茨看来#要解释单子的个体性#乃至一切事物的个体性#都不得不最终诉诸上帝$而经由

上帝这个充足理由#我们上面所说的关于单子之独特位置的循环解释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按照上帝对一

个可能的最好的世界的安排#每一个单子都拥有一套独特的知觉序列并因此在特定的时刻占据独特的

视角或位置#从这个视角或者位置#它表达或者映像了所有其他的单子#即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觉和欲望#

而这令它成为一个与其它单子相区分的统一体,,,一个个体$

总的看来#尽管莱布尼茨以整个实体作为个体'单子(的个体化原则这一方案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

而且#他所说的这个原则也的确可以被视为一个)内在的*)存在之原则*#但是#他的这一个体化方案却

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它无法被看作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案#即它似乎只适用于单子这样

的非物质实体而不能推广至物质实体&其次#尽管这个方案诉诸的乃是内在的原则#但却潜藏着一种循

环解释#而要避开这种循环解释#为个体的个体化问题提供一种真正充足的解释#他最终仍然不得不诉

诸一个外在的原则即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对一个具普遍解释力的%诉诸个体

之内在原则的个体化方案的探求其实是不够成功的$要对他的这一方案提出充分的辩护#莱布尼茨的

研究者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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