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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晓锜    

    

  人类思维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它的基本原

则的。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从形式逻辑

上探究了人类的思维原则，提出了概念、判

断、推理的三大思维要素和思维所要求的同一

律、矛盾律、排中律和理由充足律，以及三段

论的形式逻辑架构。  

  笛卡尔认为，人类按照心中普遍具有的天

赋观念进行思维，这种心中普遍具有的天赋观念有“我思”、“上帝”，以及若干类似几何的公

理。  

  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批判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认为头脑是一块白板，观念来自于经验对

头脑的印制，头脑通过感觉和反省这两种方式把经验的印制转变为观念，进而由简单观念形成复

杂观念。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则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是以因果关系，即事物关系恒常结

合在经验中所生成的印象为根基的。印象在意识中留下摹本，这种摹本成为简单的观念，简单的

观念组合为复杂的观念，并由此生成人类的知识。  

  康德的《纯粹的理性批判》则从心灵所固有的先验方式上探究了认知的知性方式和理性方

式，阐述了知性以其时空方式的表象，理性以其判断方式的表象制作经验对象，获得认识样式。  

  黑格尔的《逻辑学》则以概念为一切规定和联系的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从概念方式上，探

究了思维的辩证运动。  

  符号学者认为人类以符号为中介，通过符号的制作，造就了一个动物世界所没有的“符号王

国”，并由此生成一种符号方式的思维活动。  

  分析哲学认为，人类用语言来知晓、表象和建构事物，用语言来进行思维活动，语言的使用

规则是思维活动的法则。  

  在心理学中，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主张以行为的法则取代心灵的法则，从刺激 —— 反应机

制上，揭示意识的行为规则。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则认为意识具有它的自身组织方式，并探究了视

觉的基本原则，如：图形与背景关系的原则，接近或邻近的原则，相似的原则，封闭的原则，好

图形的原则，共方向的原则，简单性的原则，连续性的原则等等。  

  如此林林总总，哲学家、符号学者，心理学家等等，对人类的思维原则进行了各自深入研

究，这些研究都期望由此破解、揭示人类思维原则的终极所在和本质所在，获得人类思维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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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人类的思维是按照怎样的基本原则进行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人类的意识结构，即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意识结构基础上的。只有搞清了人类的意识结构，我们才能

从人类意识结构的揭示中给出人类思维的基本原则。  

  我在《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中提出两个基本理论，即生命意识的进化理论和人类意识的结

构理论，认为：  

  1、生命意识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至今为止，地球上的生命意识大体进化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

方式，这三种不同的生命意识方式分别是：低等生物的反应意识，高等动物的知性意识，人类的

概念意识。这三种生命意识方式是从地球生命意识活动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成、进化和发展出

来的，其中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是生命意识的生物性进化生成，概念意识是生命意识的文化性进

化生成。  

  2、人类的意识具有它的结构性。这个结构的底层是反应意识、中间是知性意识，上层是概念

意识，也就是说人类意识是三种意识方式的综合构造。在这样的综合构造中，人类既有低等生物

和高等动物那样的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又有低等生物和高等动物所没有的概念意识。  

  揭示生命意识的进化和搞清人类意识的结构，我们就能从生命意识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全貌

上，从生命意识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的更高综合上，从人类意识结构的揭示上，展开人类思维基

本原则的讨论。  

  现在，我们来讨论人类思维的两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第一，人类思维的结构原则。  

  人类意识是一个底层为反应意识，中间为知性意识，上层为概念意识的综合结构。在这样的

综合结构中，上层的概念意识活动是以底层的反应意识和中间的知性意识为根基的。离开了反应

意识和知性意识所提供的经验感知，概念意识是无法生成、加入和运作的。例如，当我们用

“痛”这样一个概念语词来指称和定义、抽象和概括某种感觉，这种被称之为“痛”的感觉在人

类的意识结构中，它首先是一个刺激反应的经验感知，然后才能由概念方式，将这个刺激反应的

经验感知，制作和转化为“痛”的概念认知。又如，当我们说“狮子很凶残”，它首先是一个多

元触觉合成判断的经验感知，然后才被概念方式的加入，制作转化为一种概念认知的表述。  

  概念意识和反应意识与知性意识的互为关系是：没有概念意识，我们的头脑就不会有“痛”

的概念和 “狮子很凶残”的概念。而没有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所提供的经验感知，我们的头脑则

无以进行“痛”的概念建构和“狮子很凶残”的概念表述。全部人类思维活动都是建筑在经验方

式和概念方式互为关系的结构基础上的。  

  人类思维的结构性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这样的结构性说明了：  

  1、人类的意识以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为根基。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是一种经验方式的意识活

动，例如，“痛”的经验感知和“狮子很凶残”的经验感知，都是经验方式的生成。概念意识则

以概念方式的加入，将反应意识和知性意识所提供的经验感知，制作和转换为概念认知、概念建

构和概念表述。  

  2、人类的思维在其结构性上是以概念认知和经验感知的统一为真确的。例如，对于爱因斯坦

的“质点周围的空间是弯曲的”概念建构和概念表述，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认同，而当这种概念

建构和概念表述一经获得经验方式的实证，就获得了它的真确性。1919年5月29日，从南美到非洲

有日全食。爱丁顿曾在1918年冬，拍到了日食时太阳附近的恒星。5月29日日食那一天，两支观测

队伍分别在美洲和非洲观测，拍照太阳附近的星光照片。和半年前拍的照片对比，结果发现，星

光在太阳附近偏离1.64″。1919年11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爱丁顿的观测结果。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由此得到了它的经验方式的实证，一下子为人们所认同了，爱因斯坦也由此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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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科学泰斗。又如，1609年，当伽利略用自己制作的天文望远镜指向天空，

用来观测天体，经验直观地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

确凿的证据。他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以及

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正是这些新的经验发现，新的经验感知的获得，使得人们的天空观

念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人们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

发现了新宇宙”。  

  皮亚杰在他所著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曾这样说道：“我们发现在历史的早期，如在欧几

里得时期，公理还是作为直觉的、不证自明的东西而被接受的，所以是从自然思维方面简单地借

用过来的”。在这里所谓的“自然思维”，在我看来不是别的就是非常直观的概念认知和经验感

知的统一。  

  3、人类的意识结构在其根基上是经验方式的，在其上层主导上是概念方式的。简洁地说，人

类的意识结构是以经验为根基的概念方式加入。概念方式的加入将种种经验感知，制作和转换为

概念认知、概念建构和概念表述，在人类的心灵中造就了一个概念方式的世界。在这种概念方式

的世界中，一切经验感知都被制作为了概念方式的规定和联系。  

  4、概念以经验感知为根基，一切概念认知、概念建构和概念表述，无论其多么高耸入云，总

是以经验感知为尺度的，是不能扬弃它的经验根基而任凭飞翔的。概念方式加入的意义在于，一

方面，它将经验感知提升为概念认知；另一方面，它将种种概念认知、概念建构和概念表述反馈

于经验求证，在概念方式和经验方式的统一中，生成人类的概念方式加入的经验实践活动。例

如，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和方程组源自于法拉第电磁感应的经验发现，当马可尼把电磁波理论

应用于无线电发明，造就了无线电发报机和接收机，从而实现了一种以电磁波为原理的远距离信

息传播时，这样的过程就是经验方式上升到概念方式，概念方式反馈于经验方式，以及概念方式

和经验方式相统一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造就了一种以经验为根基的概念创造。由此，当我们谈论

实践时，实践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自我绝对，实践的本质是一种概念方式和经验方式相统一的主客

共建的创造活动。  

  5、人类思维活动在其结构原则上是一个经验方式上升到概念方式，概念方式反馈于经验方式

的循环往复，这是人类思维结构方式的特质所在、核心所在、能动所在和创造所在。  

  第二，人类思维的概念原则。  

  人类思维在其上层主导上，是概念方式的。人类的观念、思想和知识，自我意识和概念之物

的创造，以及语言的使用都是概念方式的。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以概念为绝对理念的运动方式，对概念作了深入的探究。黑格尔的

逻辑学认为，概念是一切规定和联系的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是一切规定和联系的创造者。  

  怎样来看待黑格尔的概念论呢？  

  长期来西方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承续和引领，始终偏执于黑格尔概念论的先验所在，即概念

是“绝对理念”的逻辑方式，它既先验绝对地涵盖了心灵规律，又先验绝对地涵盖了自然规律，

是世界的本原所在、原发所在和创世所在。现代西方哲学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则把黑格尔的先验

的绝对理念绝对转化为先验的主体绝对，把哲学从一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先验绝对的本原所

在转向了一种内在的、以人为核心的、先验绝对的主体所在，认为自然、生命、历史、时空等等

都是主体绝对的绽出。在分析哲学那里，这个主体绝对是“语言”；在现象学那里，这个主体绝

对是“纯意识”；在存在主义那里，这个主体绝对是“此在”。  

  西方学者在承续和引领黑格尔哲学中，完全地把认识论从黑格尔的概念论中排除了出去，始

终没有注意到黑格尔概念论所隐含的认识论意义。即，黑格尔概念论所内涵的概念运动的普遍必



然方式，也就是概念逻辑。西方学者或西方哲学思想始终没有能够从黑格尔的概念论那里，走向

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走向生命意识生成、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考察，走向概念意识方式的探讨。

这是黑格尔之后整个西方哲学，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的缺陷。由于缺乏生命意识的进化理论

和人类意识的结构理论的支撑和视野，这个重大的缺陷至今仍未被国内外的学者们意识到。  

  我的研究认为，我们当扬弃黑格尔以概念为世界之根本和创世的本原观，但我们当重视黑格

尔关于概念是一切规定和联系的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的思想启示，把黑格尔的概念论引向生命意

识的进化，引向人类意识结构的探讨，获得概念论的新的内涵。  

  我以为，黑格尔以概念为一切规定和联系之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的观点，正好锲合了一个无

可否认的实在，即人类的头脑是用概念方式来划分、规定、建构、联系和表象一切事物的。换句

话说，人类头脑对事物的划分、规定、建构、联系和表象都是概念方式的，这种概念方式的划

分、规定、建构、联系和表象恰恰是动物的心灵所没有的。对于地球上的所有动物来说，它们的

头脑中是没有你、我、他，没有原因、结果；没有民主、自由、必然；没有电磁效应、量子不确

定性、弯曲空间等等的概念划分、概念规定、概念建构和概念联系的。其原因就在于，动物的心

灵只有刺激反应的经验感知和多元触觉合成判断的经验感知，是没有概念方式的认知、建构和表

述的。人的心灵是有概念方式加入的心灵，动物的心灵是没有概念方式加入的心灵，这是人类和

动物的本质不同。  

  当我们将黑格尔的概念论引向生命意识方式进化和人类的意识结构的探求，那么黑格尔哲学

的概念论，黑格尔关于概念是一切规定和联系的根本所在和全体所在的思想，就将从虚幻的、高

高的云端落靴到实在地面，概念将不再是没有自己身世和由来的先验之躯了。  

  下面，我们来探讨人类思维的概念原则。  

  1、概念意识的生成。  

  人类的概念意识是以生命意识的生物性进化为基础，文化性进化为生成的。  

  地球上的生命意识，在其生物性和文化性的进化中，生成了三种不同方式，即反应意识方

式、知性意识方式和概念意识方式。这三种不同的意识方式，造就了三种不同的生命意识行为。  

  首先出现的是反应意识。这种反应意识由生命体单一触觉的“刺激 —— 反应”机制生成。

这种“刺激 —— 反应”机制生成刺激反应的经验感知，这种经验感知是生命意识的开端，它是

最为简单和原始的意识方式，这种意识方式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的低等生物世界中看到。  

  其后出现的是知性意识。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和发展中，生存的主客互为关系的变动，缓慢地

作用于生命体，使得生命体逐步从单一触觉走向了多元触觉，出现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体觉、性觉等等的感觉器官，以及多元触觉合成的神经回路和大脑中枢。在这样的多元触觉合成

的进化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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