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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生存本性的形而上学  

          ——兼作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辩护  

 旷三平  

    

    自近代哲学以来，没有什么思想比“形而上学”更遭人（尤其是宣称要开创一个哲学新时代的人）批驳和唾斥的了。形而

上学在当今时代如此时运不济，据说它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硬伤”：一是与科学对立，二是与人性相悖。科学是实证的，它安身于经

验证实了的确定性（知识论所推崇的“真理”），形而上学则是玄思的，它立命于超经验演绎了的确定性（本体论所执著的“真

实”），这种确定性往往鄙薄经验证实了的确定性，固认凡经验中获得的东西仅具有杂多性和或然性，因而其言说方式和表达意蕴便

与科学格格不入，明显呈反对之势。关于人性的现代哲学讨论大致有三种路向：其一，人性是“历史的”；[①]其二，人性是“生成

的”；[②]其三，人性是“敞开的”。[③]在形而上学，尤其是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超经验的理性、同一性的抽象和泛逻辑的演绎

被奉若“神启”，世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无法逃避“受抽象统治”，[④]均无法躲过被理性的任意宰制，这就形成了其理论表达抽象

化、图式化和终极化的话语“症侯”，而在这种“症侯”下言说的一切人和事物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抽象化、图式化和终极化的境地，

以至于又不可避免地与关于人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敞开性的现代意向产生着激烈的思想对撞，最终落得个“幻灭人性”、“遏制自

由”和“终结历史”的理论结局。指认形而上学与科学、与人性相左，使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两大现代哲学流派几乎共同掀起“拒斥

形而上学”、“颠覆形而上学”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解构形而上学”、“消解形而上学”的口号更是这一思潮的推波助澜。

其实，撇开科学不谈，仅就人性而论，形而上学在本根处并非与之相悖相左，它的形成和演变不妨说从来就是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基础

的，拟或说，它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理论样态始终都是人关于自身的生存本性的一种哲学表达或自觉澄明。如海德格尔所言：马克思

“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从此结束了形而上学的历史，也不能说明由此冻结了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在哲学

精神或哲学视界的意义下，马克思哲学具有深层的不可否认的形而上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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