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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昂 

同古希腊哲学不同，进入近代后代关于哲学的探讨显然更具人文色彩，并且随着通讯科技发

展，人们可以在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中看到交织、对立和传承，一些哲学经典问题的讨论甚至

得以绵延至今。因此当我企图从近代哲学史中抽离出某一位思想巨匠时，却发现他诸方面的

想法可能只是彼此关联，但其中一些局部与同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却是环环相扣的。因此我决

定放弃特定的某位伟人而抓住某个闪光点剖析，完成这篇论文。而天赋观念论对我而言无疑

是群星中最闪耀的部分。 

我们教导幼童球是圆形的，理所当然地判断善恶，不屑于回答三角形内角和的问题，将类似

于此的知识运用的如此理直气壮，却不知谁给了人类“圆”、“善恶”、“三角形”这些概

念。是神来之笔，经验共识，抑或仅仅是人类大脑共有的一条小褶皱？当你开始思索这个问

题时，你本人就已经站在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十字路口上了。然而我今天并不想充当一个指南

针，因为当我脚踏当下回望历史时，发现如果以现代为目标，经验论和唯理论可能只是共同

促进天赋观念向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催化剂而已。至此我已表达了自己渴望成为地图的意愿，

让我们仅谈一点距离和路况的问题吧。 

无法否认的是每个人脑海中都有无数个观念，而且数目起码是要比周边的可感事物多的。并

且显然，这些观念有的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另一些则由思想自己创造。这时先驱笛卡尔就

站了出来，指出自己制造的观念是虚构的，外部原因中可感事物制造的观念是外来的，而上

帝制造的观念则是天赋的，并借此分类定义了“天赋观念”的概念，为任一观念成为天赋观

念设立了三个门槛：来自上帝、明白清楚、与实在相符。 

然而笛卡尔设立天赋观念的意义何在呢？我以为他旨在确立一个人类认识的基础。拥有天赋

观念，我们就等于拥有了事物本质属性的相关知识。在那个经典的蜡块例子中，笛卡尔说，

“有人把它（蜡块）挪到火旁边，它的味道消失了，香气蒸发了，颜色改变了，形状失掉

了，体积变大了，它变成了液体，变热了，很难拿手来捏了，就是在上面敲敲也不会发出任

何声音了。”“……剩下的只不过是有广延、有弹性、可以变动的东西。”的确，蜡块变成

蜡泥，但我们仍见蜡块，或者说，蜡块观念是失不掉也化不了的，甚至有一刻世界上的蜡块

都不复存在，这个观念仍扎根于我们头脑中。人类从上帝处得到这样根深蒂固而又真实可靠

的观念，即可由此检验其他，从而获取知识。 

这些思想是跨时代的。在一个宗教真空时期，笛卡尔将“我思”的氧气带给人类。尽管此时

我们仍需要上帝推一把，但天赋观念毕竟奠定了真理和知识的基础，使得后来的哲学家将注

意力集中到在此起点后的长足发展上。虽然笛卡尔的思想徘徊于上帝和广延之间，但后来人

类能动性的作用却由此迸发出来。斯宾诺莎即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的。最近1千克国际标准

砝码的质量因莫名原因减轻了50微克，这个微不足道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恐慌，

因为这50微克足以颠覆世界。人类是如此需要一个永恒的标尺，在哲学中亦不例外。斯宾诺

莎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即当我们企图证明观念、方法正确时，首先要证明被运用来证明的



观念、方法正确。这个循环可以无限后退，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持续坍塌，若要这一运动终

止，除非它碰到一堵名叫“真观念”的墙，它既是正确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方法论的前提，

成为我们衡量真理、获取知识的基础，取代了天赋观念的位置。而天赋就是制造这一标尺的

力量。 

可以看到，在这里天所赋予的已经不再是现成的观念，而是制造实在观念的能力。这种体系

有些类似中国哲学的“道生万物”，道本身属无，但可生一进而生万物。同理天赋也不是既

有知识，但可生真观念，真观念再由一点发散出更多正确的观念和方法。这是一个与不可知

论完全相反的推论过程，于是我们获得知识，认识世界。 

斯宾诺莎另外的创举是放弃了安瑟尔谟那一套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在他的天赋理论中是没

有人格神的。原初的实体，即天赋中的“天”是自然。这无疑是一场自我解放，自然赋予人

能力的事实是这样自明，以致斯宾诺莎可以把心思放在人如何获取真理这部分内容上了。至

此我们仍未脱离外助，但至少与宗教哲学拉来些距离了。 

洛克的批判与莱布尼茨德反批判使得天赋观念论又往前跨出了一步。两位哲学家面临的是两

大阵营间不可逾越的天堑，但如果一定要将他们分党别派时，又会意识到他们思想的统一是

多于对立的。 

洛克用白板说与唯理论抗衡，他认为心灵生而如白板，即在原初状态下人没有观念，能在这

块白板上留下记号的只有经验。这种反驳显然是针对笛卡尔的，确切说打击的是天赋与人类

观念，然而对斯宾诺莎却没有威胁性。同时他把经验分为感觉和反省，反省的主题则是心

灵。那么心灵是什么，产生于何处？这又为唯理论者留下了活扣。这一切在莱布尼茨化解批

判的同时也成为天赋观念论成熟的又一助力。 

莱布尼茨没有全盘否定经验，而是将经验引为发现真理的机缘。此时他已明确指出天赋观念

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心中”。天赋是一种能力，并且

尽管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它仍是存在的，并在我们获得真理的道路上起来源作用。经验与

天赋观念的关系是指因为经验，才是潜在天赋观念显现出来，使人类最终习得知识。这种二

维综合作用的论调——尽管是明显偏向天赋观念和唯理论的，但似乎已可见康德思想的雏

形，含有包容并举的色彩。 

至此，天赋观念论完成了向天赋能力论的转化。这一过程不能被决绝地断定为更科学，但起

码它是更接近当代思潮的，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化进程。遗憾的是尽管我主观上想将该问题放

在完整的思维空间顺序上探讨，并蓄意无视两大阵营的鸿沟，但天赋观念论毕竟是以唯理论

为主导的一种观点，这其中经验作用体现得太少，并且从尚且依赖宗教过渡到绝对注重人的

心灵能力，算是越来越专断跋扈了，恰如同那句广告词——“世界因我存在”。然而这一体

系确实从它的角度回答了我和世界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深深吸引了这之后一批又一批的研究

者。至于那些中和或综合的工作，自留给后来的哲学家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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