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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黑格尔关于
“

实践是一个环节
”

的思想

左 亚 文

列宁说
: “

毫无疑问
, ,

在黑格尔那里
,

在分析认识过程中
,

实践是一个环节
,

并且也就

是向客观真理的过渡
` ”
①那么

,

在黑格尔那里
,

实践这个环节在整个认识论的链条上处于一

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
,

没有也不可能
“

把实践作为全部认识 论 的

攀础
”

码 ? ②是否肯定了这种
“
基础
”

作用
,

就会抹煞黑格尔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

区别呢? 本文依据黑格尔的原著
,

对这个问题试作解答
。

(一 ) 在黑格尔那里
,

逻辑学和认识论是一致的
,

但是
,

黑格尔专门论述认识的发生
、

发展以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间题
,

见于主观逻辑的
“

观念
”

论中
。

不是断章取义
,

而是通观整

个思 想
,

我们必须承认
,

在实践观上
,

黑格尔有以下的基本思想
。

在论
“

认识观念
”

一章的开首
,

黑格尔指出
,

在
“

生命产生人脑
” ,

进而开始人的认识后
,

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生的
“

开端和起点
” 。

③在这里
,

黑格尔先提出了认识的前提和理论认识

的任务
。

按黑格尔的话说
,

在认识中
,

理念必须首先从 自身中区分出
“

第一判断
,

即一种前

提
· ,

自即是说
,

首先必须区分出相对于我们认识来说的客观世界这个前提
,

然后才谈得上认

识
。 “

因此
,

对于主观理念来洗 客观性就是那直接 出现在面前的世界
,

或者作为生命的理念

就是个体的实存的现象界
。 ”

⑥这个客观世界
“

是不 以主观设想为转移而存在着的现实
。 ”

⑥ 理

论认识的任务是接受
“

存在着的世界
,

使进入自身内
,

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
,

从而扬弃了

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
,

并把这种真实有效的客观性当作它的内容
,

借以充实它自身的抽象确

定性
。 ”
⑦可是

,

理论认识如何发生的呢 ? 它不是靠静观而得到的
, “

真理
,

作为同客体相符合的

知识
,

也是肯定的东西
,

但是它之所 以是这种自我等同
,

只是因为知识否定地对待他物
,

知

识渗进客体
,

并扬弃了客体所构成的那个否定
。 ”

⑧在 另 一 处
,

黑 格 尔 更 明 确 谈 到

: “

因 为 知 识

是 作 为 目 的 或 作 为 主 观 观 念 的 观 念

,

所 以 对 预 设 为 自 在 地 存 在 着 的 世 界 的 否 定

,

是 第 一 个 否

定

。 ”

⑨很 清 楚
, “

黑
裕
尔 认 为 我 们 获 得 与 客 体 相 符 合 的 知 识

,

是 因 为

“

渗 进 客 体

” , “

扬 弃

”

(或

称
“

否 定

”

) 了外 界客 体的 缘 故
。

所 谓

“

扬 弃

” ,

当 然 不 是 指 直 观

,

也 不 是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思 想 理 论

活 动

,

而 是 指 和 客 体 相 接 触 的 活 动

,

是 指

“

否 定

” 、

变 革 客 体

,

从 而 扬 弃 它 外 表 现 象 的

“

虚 幻 的

形 态

” ,

暴 露 出 它 的 内 在 本 质

,

从 而 获 得 真 理 的 认 识

。

这 是 认 识 的

“

第 一 个 否 定

” ,

也 就 是 说

,

是 认 识 的 开 端 和 起 点

。

在 黑 格 尔 那 里

,

关 于 理 论 理 念 如 何 发 生 的 观 点 是 放 在 实 践 理 念 向 理 论

理 念 转 化 之 中 论 述 的

。

他 认 为

,

实 践 的 理 念 在 开 始 时 有 一 种 过 高 估 计 意 志 能 力 的 倾 向

,

但 是

在 实 践 的 结 果 里

,

实 践 的 理 念 克 服 了 这 种 倾 向

,

承 认 并 接 受 了 客 观 世 界 的 现 实 内 容

,

从 而 造

成 了 实 践 理 念 向 理 论 理 念 的 转 化

。

由 此 可 见

,

实 践 是 认 识 的 根 源 和 起 点 的 思 想

,

在 黑 格 尔 那

里 是 一 个 基 本 的 观 点

。

列 宁 说

: “

卓 越 的 地 方 是

:

黑 格 尔 通 过 人 的 实 践 的 合 目 的 性 的 活 动

,

接

近 于 作 为 概 念 和 客 体 的 一 致 的

`

观 念

’ ,

接 近 于 作 为 真 理 的 观 念

” 。

L 列 宁 的 评 语 是 客 观 的
。

从 实 践 中 得 来 的 观 念 是 否 就 是 一 个

“

真 理 的 观 念

”

呢 ? 黑 格 尔 对 这 一 间 题 的 解 答 是 基 于 这

一 根 本 思 想 的
:

作 为 一 切 之 根 本 的 理 念 在 认 识 中 把 自 己 区 分 为 理 论 的 理 念 和 实 践 的 理 念

,

其



,

使 理 念 实 现 于 客 观 之 中

,

以 便 最 终 达 到 理 念 和 客 体 完 全 一 致

的 绝 对 理 念
,
单 纯 的 理 念 只 是 一 个 抽 象 的 主 观 的 概 念

,

这 种

“

观 念 还 没 有 达 到 真 理

, ’
0 真正

自在 自为的概念是
“

对 象 和 主 观 概 念

” “

相 符 合

” ,

是

“

自 身 规 定 的 概 念

, ” “

就 是 实 践 的 观 念

,

即

行 动

。 ”
L因 此

,

黑 格 尔 只 把 那 种 落 实 于 实 践 中 并 具 有 客 观 内 容 的 概 念 看 作

“

真 理 的 观 念

。 ,

由

此

,

黑 格 尔 还 提 出 了 实 践 不 断 修 正 人 的 主 观 认 识 的 观 点

。

他 说

: “

意 志 本 身 之 所 以 会 阻 碍 自 己

目 的 的 达 到

,

就 是 因 为 意 志 把 自 己 和 认 识 分 隔 开 来

, ”

并 且 不 承 认 外 部 世 界 是 真 实 存 在 的 东

西

。

待 碰 壁 后

,

人 们 就 改 正 自 己 的 错 误

,

修 正 自 己 的 认 识

, “

在 真 理 的 观 念 中 得 到 补 充

。 ” ⑧因

此
,

关 于 实 践 的 结 果 是 衡 量 和 修 正 真 理 的 准 绳 的 观 点

,

可 以 说 在 黑 格 尔 那 里 是 一 贯 的

,

虽 然

他 从 未 明 确 表 达 过

。

列 宁 针 对 黑 格 尔 的 上 述 思 想 写 道

: “

也 就 是 说

,

人 的 和 人 类 的 实 践 是 认 识

的 客 观 性 验 证

、

准 绳

。

黑 格 尔 的 意 思 是 这 样 吗
? 要 回 过 来 再 看

。 ”

@从列宁的整个评论看
,

对

黑 格 尔 具 有 实 践 标 准 的 思 想 是 予 以 肯 定 的

。

从 上 述 基 本 思 想 出 发

,

黑 格 尔 就 把 在 客 观 世 界 中 实 现 主 观 意 志 的 目 的

、

征 服 和 改 造 自 然

界 看 作 是 认 识 的 最 终 归 宿

。

黑 格 尔 反 复 申 述 他 的 这 一 思 想

。

按 他 的 一 般 说 法

,

认 识 的 最 终 目

的 就 是 实 现 善 的 意 志

,

就 是 为 了 开 发 客 观 性 的 王 国

,

就 是 为 了 沉 入 无 机 界 中

,

使 无 机 界 重 新

受 主 体 支 配

。

但 黑 格 尔 也 明 确 谈 到

: “

人 为 了 自 己 的 需 要

,

通 过 实 践 和 外 部 自 然 界 发 生 关 系
,

他 借 助 于 自 然 界 来 满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

征 服 自 然 界

,

同 时 起 着 中 间 人 的 作 用

。 ”

L 黑 格 尔 还 概 括

了 实 践 的 这 个 特 点
: “

理 智 的 工 作 仅 在 于 认 识 这 世 界 是 如 此

,

反 之

,

意 志 的 努 力 即 在 于 使 得 这

世 界 成 为 应 如 此

。 ”

L可 见
,

黑 格 尔 是 十 分 强 调 实 践 改 造 世 界 的 作 用 的

。

列 宁 十 分 欣 赏 黑 格 尔

的 这 个 思 想

,

并 从 中 引 出 了

“

人 的 意 识 不 仅 反 映 客 观 世 界

,

并 且 创 造 客 观 世 界

”

的 著 名 论

断

。

L

最 后
,

在 黑 格 尔 的 整 个 认 识 论 中

,

要 特 别 提 到 的 是 他 这 样 一 个 贯 彻 全 体 的 重 要 思 想

,

即

认 为

,

认 识 和 实 践 作 为 一 对 立 面 统 一 于 实 践 过 程 中

。

开 始

,

理 论 理 念 面 向 现 实 世 界

,

用 客 观

:
的 内 容 来 充 实 自 己 的 抽 象 性

,

克 服 主 观 的 片 面 性

。

那 么

,

理 论 理 念 是 如 何 从 客 观 世 界 取 得 自

己 现 实 的 内 容 呢
? 于 是 就 引 出 了 实 践 的 理 念

。

实 践 的 理 念 开 始 狂 妄 自 大

,

傲 视 客 观 世 界

,

似

乎 这 一 虚 幻 的 世 界 对 它 来 说 什 么 也 不 是

,

只 得 乖 乖 听 它 的 摆 布

。

但 是 事 与 愿 违

, “

客 观 世 界 走

着 自 己 的 道 路

, ”
0 主观意志在活动中连连碰壁

,

于 是 乎

,

意 志 就 放 下 了 它 的 架 子

,

承 认 了 世

界 的 现 实 性

,

并 扬 弃 了 主 观 意 志 的 片 面 性

。

黑 格 尔 玄 妙 的 表 达 是

:

在 实 践 的 结 果 里

,

一 方 面

扬 弃 了 主 观 性

,

使 意 志 的 主 观 性

“

回 归 到 自 身

,

同 时 即 是

申 容
对 自 身 的

早 年

,

这 内 容 就 是 善 与

主 客 两 面 自 在 的 同 一 性

” ,
一 方 面 扬 弃 了 客 观 性

,

回 复 到

“

认 识 的 理 论 态 度 的 前 提

,

即

.
客 体

自 身 就 是 真 的 东 西 和 实 体 性 的 东 西

。 ”

L这 就 是 说
,

实 践 的 过 程 既 是 使 实 践 意 志 通 过 实 践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主 观 性 就 是 来 自 这 客 观 世 界 的 内 容

,

亦 即 是 和 客 观 概 念 同 一 的 自 身
,
同 时 又 是 理 论

理 念 用 现 实 内 容 充 实 自 己 的 过 程

。

就 一 次 实 践 过 程 来 说

,

实 践 的 终 点

,

就 是 实 践 理 念 向 理 论

理 念 一 次 转 化 的 完 成
,
而 实 践 从 起 点 到 终 点

,

也 同 时 是 一 次 实 践 理 念 过 程 的 完 成

。

到 下 一 个

循 环 的 起 点

,

理 论 理 念 又 以 实 践 理 念 的 面 目 出 现

,

再 进 行 第 二 个 过 程

。

实 践 的 过 程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包 含 着 双 重 运 动 和 实 现 双 重 转 化 的 过 程

,

也 就 是 说

,

无 论 是 理 论 的 理 念 或 实 践 的 理 念 以

及 它 们 的 矛 盾 运 动 都 统 一 于 实 践 过 程 之 中

。

实 践 过 程 的 这 种 双 重 转 化 和 运 动

,

循 环 往 复

,

以 至 无 穷

,

从 而 推 动 认 识 领 域 和 实 践 领 城

不 断 向 深 度 和 广 度 进 展

。

黑 格 尔 对 此 曾 用

“

两 个 世 界

”

的 比 喻 予 以 十 分 形 象 的 说 明

。

主 观 和 客

观 好 比

“

两 个 对 立 着 的 世 界

:

一 个 是
毕 修 的 瘴 彻

思 想 领 域 中 的
丰 艰 件

的 王 国

,

另 一 个 是 外
表

多

样 化 的 现 实 领 域 中 的 客 观 性 的 王 国

,

这 个 外 表 多 样 化 的 现 实 性 是 一 个 未 开 发 的 黑 晴 王 国

。
科
协



:

人 类 就 它 的 历 史 使 命 和 最 终 目 的 来 说

,

具 有 无 限 的 认 识 能 力 和 实 践 能 力

,

但 是 人 类 又 是 处 在

一 定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的

,

因 此

,

这 无 限 的 能 力 又 只 是 一 个

“

绝 对 的 公 设

” ,
@ 在我们面前

,

婿 终
有

两 个 世 界 的 对 立

。

人 类 的 实 践 就 是 连 结

、

勾 通 这 两 个 世 界 的 桥 梁

,

是 人 类 开 发 那 黑 暗 王 国 的

.

手
段

。
、

实 践 的 过 程

,

就 是 深 入 黑 暗 王 国

、

开 发 和 改 造 它 的 过 程

,

同 时 也 是 返 回 自 身

、

用 现 实

的 内 容 充 实

、

改 造 主 观 王 国 的 过 程
多
实 践 的 不 断 发 展

,

也 就 是 改 造 客 观 世 界 同 时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的 不 断 深 入

。

同 时

,

这 两 个 世 界 的 改 造 又 相 互 转 化 和 相 互 过 渡

:

随 着

“

开 发

”
工 作 的 进 展

,

,

人
们

的 主 观 世 界 不 断 充 实
和

丰 富

,

日 益 深 刻 地 认 识 必 然 性 的 客 观 规 律

,

具 有 更 自 由 地 支 配 自

然 界 的 能 力

,

于 是 就 反 过 来 进 一 步 指 导 开 发 工 作
,
而
“

开 发

”

的 深 入

,

又 进 一 步 丰 富 主 观 世

界 一

” 、 由 此 可 见
,

实 践 包 含 的 双 重 运 动 和 转 化 的 无 限 过 程

,

不 仅 同 时 表 现 为 两 个 世 界 改 造

的 相 互 转 化 和 无 限 进 展

,

也 表 现 为 人 类 从 必 然 的 黑 暗 王 国 到 自 由 的 光 明 王 国 的 过 渡

。

黑 格 尔 上 述 的 丰 富 思 想

,

即 关 于 认 识 发 生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

认 识 和 实 践 统 一 于 实 践 过 程

,

实 践 不 断 验 证 真 理 并 推 动 着 从 实 践 到 认 识 和 从 认 识 到 实 践 的 相 互 转 化

,

以 及 关 于 在 实 践 中 不

.

断 改 造 两 个 世 界

,
`

正
是
黑
格 尔 认

识
论
的
最 卓 越 的

思 想

,

也 是 黑 格 尔 认 识 论 的 基 本 思 想

。

用 一

向 话 概 括

,

这 一 基 本 思 想 就 是

:

实 践 是 认 识 的 基 础

。

·

(二 ) 不 用 说
,

黑 格 尔 关 于 实 践 是 认 识 的 基 础 这 一 基 本 思 想 是 包 裹 在 唯 心 主 义 的 外 壳 之

中 钓

,
一

并 且 它 的 真 实 内 容 被 唯 心 主 义 的 形 式 搞 得 十 分 棍 乱

。

只 有 剥 除 外 壳

,

清 除 粪 土

,

才 能

发
现 其 中 的 珍 珠

。

.

,

那
么

,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的 外 壳 和 唯 心 主 义 的 形 式 是 什 么 呢 ? 他 的 认 识 论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

认 识 论 的 原 则 区 别 在 哪 里 呢
? 下 面

,

仅 略 作 论 述

。

黑 格 尔 的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主 要 表 现 在 思 维 对 存 在 的 关 系 上

。

在 他 的 整 个 逻 辑 学 中

,

思 维 与

存 在 的 关 系 也 经 历 了 ~ 个圆圈式的运动
。

起 初

,

作 为 存 在 和 思 维 完 全 同 一 的 绝 对 观 念 表 现 为

纯 存 在

,

即 绝 对 观 念 的 潜 在 形 式
;
然 后

,

存 在 和 思 维 发 生 差 别 和 分 离

,

在 这 里

,

一 方 面 存 在

不 完 全 表 现 为 概 念

,

一 方 面 概 念 不 完 全 实 现 于 存 在
,
经 过 一 系 列 的 自 我 区 别 和 规 定

、

分 化 和

吸
展 的 过 程

,

最 后 达 到 那 自 在 自 为 的 绝 对 观 念

,

这 里

,

存 在 和 思 维 获 得 了 真 正 现 实 的 同 一

。

.

这 砂
侧

r

圈 合 承
起

结

:
终 点 就 是 现 实 的 起 点

,

起 点 就 是 潜 在 的 终 点

。

解 剖 这 一 圆 圈 式 的 体 系

,

这 里 黑
格 尔 犯 了 双 重 的 错 误

。

问 题 不 在 于 他 这 一 体 系 的 格 式

。

马 克 思 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 言 》 中 论
拜
政 治 级 济 学 的 方 法

”

的 时 候

,

曾 谈 到 从 表 象 的 具 体 到 抽 象

、

再 从 抽 象 到 理 性 的 具 体

的 逻 辑 方 法

。

他 认 为

,

这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认 识 过 程

,

也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逻 辑 表 述 过 程

,

同 时 也 基

本 粉 合 客 观 历 史 的 发 展 过 程 @
。

黑 格 尔 的 圆 圈 也 正 是 一 个 从 混 沌 的 表 象 的 具 体
(纯存 在 )到 抽

象 (一系列的矛盾发展过程 .) 再从抽象到理性的具体 (包 含 了多种规 定和关系 的绝 对观念 ) 的

过程甄 但 是黑 格尔
,

第 一

,

把 思 维 和 存 在 完 全 等 同 起 来

,

把 客 观 逻 辑 和 主 观 逻 辑 完 全 等 同 起

未
,

.

在 他 银 里

,

他 的 逻 辑 学 既 然 是 不 同 于 形 式 逻 辑 的 逻 辑 学

,

每 一 逻 辑 范 畴 就 要 赋 予 它 完 全

独 立 的 客 观 性

,
,

于
是

逻
辑 范 畴

、

概 念

、

观 念

、

真 理 都 被 他 看 作 是 离 开 人 和 人 的 思 维 而 独 立 的

客 体

。 气

第 二

,
黑 格 尔 不 仅 把 思 维 和 存 在

、

主 观 逻 辑 和 客 观 逻 辑 在 意 义 上 等 同 起 来

,

而 且 进 而

把 二 者 的 关 系 颇 倒 过 来

:
主 观 逻 辑 成 了 客 观 逻 辑 发 展 的 基 础 和 根 源

,

而 客 观 逻 辑 反 而 成
了 主

观 逻 辑 的 反 映 和 表 现

,

现 实 世 界 的 历 史 成 了 一 部 逻 辑 发 展 史

。

黑 格 尔 这 一 双 重 错 误 的 根 源

,

是 由 于 他 片 面 地 注 重 了 他 的 逻 辑 学 的 体 系 和 逻 辑 推 演 的 格 式

。

他 强 调 概 念 的 客 观 性

,

但 忘 记

了 概 念 是 主 观 形 式 和 客 观 内 容 的 统 一
;
他 强 调 逻 辑 推 演 的 连 贯 性 和 规 则 性

,

但 损 伤 乃 至 歪 曲

了
客 观 事 物 的 联 系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一 再 提 到 的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的

“

形 式

” 、 “

构 架

” 、 “

装 饰

” 、

产 体 系

” ,

指 的 主 要 就 是 黑 格 尔 的 这 些 错 误

。

但 是

,

这 仅 仅 是 形 式

、

装 饰

、

构 架

、

体 系

,

在 它



,

生 长 着 活 生 生 的 现 实 的 唯 物 主 义 内 容

,

在 它 的 形 式 和 装 饰 中

,

绽 升

着 鲜 艳 的 辩 证 法 的 花 朵

。

黑 格 尔 的 认 识 论 也 正 是 这 样

。

它 作 为 整 个 唯 心 主 义 体 系 中 的 一 个 环 节

,

同 样 贯 穿 着 上 述

的 两 重 错 误

。

就 地 位 来 说

,

他 把 人 的 认 识 和 实 践 看 作 是 逻 辑 行 程 中 追 求 绝 对 观 念 的 一 个 流 转

站

, “

理 念 在 它 自 身 内 的 纯 粹 区 别

”
L , 就 实 质 来 说

,

他 把 人 的 认 识 和 实 践 看 作 是 一 种 逻 辑 的

格

,

认 识 和 实 践 的 过 程 就 是 逻 辑 的 活 动

,

就 是

“

观 念 与 它 自 身 同 一

”

的 过 程 @
。

黑 格 尔 说

: “

……

而 客 观 世 界 自在 自 为 地 就 是 理 念
,

正 如 理 念 同 时 也 永 恒 地 设 立 其 自 身 为 目 的 并 通 过 它 的 活 动

去 促 使 目 的 的 实 现

” 。

⑧就 是 这 种 唯 心 主 义 思 想 的 概 括 表 述
。

但 这 些 同 样 只 是 外 部 的 形 式 和 构 架

。

我 们 懂 得 了 黑 格 尔 逻 辑 学 的 特 点

,

就 能 撇 开 这 些 外

表 的 形 式

,

抓 住 其 中 的 真 实 内 容

。

正 如 在 整 个 黑 格 尔 体 系 中 蕴 藏 了 辩 证 法
系
统 具 体 的 内 容

,

因 而 成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直 接 理 论 前 提 一 样
,
黑 格 尔 的 实 践 理 论 虽 然 包 裹 在 唯 心 主

义 的 形 式 中
,

但 由 于 他 把 实 践 纳 入 认 识 论

,

作 为 认 识 论 的 一 个 环 节 和 达 到 真 理 的 一 个 不 可 缺

少 的 步 骤

,

因 而 成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科 学 实 践 观 和 认 识 论 形 成 的 直 接 理 论 前 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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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棠 棣 》
: “

兄 弟 急 难

” , 《 传 》
: “

急 难

,

言 兄 弟 之 相 救 于 急 难

” ,

实 际 是 释

“

兄 弟 急 难

”

四 字
,
但 只 标

出
“

急 难

”

二 字

。 《 节 南 山 》
: “

整 窿 靡 所 骋

” , 《 传 》
: “

骋

,

极 也

” , “

极

”

实 际 是 释

“

整 整 靡 所 骋

”

一

句

,

没 有 地 方 驰 骋 就 是 境 遇 穷 极

,

但 只 标 出

“

骋

”

字 ` 陈 氏 《传 疏 》 误 以 为 《 传 》 以
“

极

”

释

“

骋

” ,

作 疏 说

: “

极

,

至 也

” ,

靡 所 骋 就 是 靡 所 至

,

这
秒

怕 不 是
《 传 》 意

, “

极

”

可 训

“

至

” , “

骋

”

能 训

“

至

”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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