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家的生成论宇宙观与当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黄灿章 

 

    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是如何认识世界，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观。世界观和认识论严格说是两门科学。世界观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整
体活动及其一般规律；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活动及其一般规律。二者的关系是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既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又不
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方式，是认识论的方法论。任何认识活动的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思维方式的探索，任何认识活动本质
上都是某种思维方式的体现。方法论是研究人们在各种活动使用的方法的科学。重点研究对象是认识论的方法论。而辩证法不是方法论，是辩证规律
和辩证规律应用的科学，不能等同于方法论。 

一 

    近代西方哲学是以构成论宇宙观认识世界并导致科学主义世界观。构成论宇宙观认为宇宙是由不变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构成的。近代以来科学界沿
着构成论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促进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从马克思开始的现代哲学时代，开始认识到这种构成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把一个东西无限制的分离与结合，一便给出一切问题的答案，遇到很大困难。对许多问题难以说通。于是物理学家通过物理实验发现中国道家生成论
思维方式的生成转化概念比构成思维方式的分离结合概念更有用。 

    道家生成论宇宙观形成于公元前约五世纪。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观察天象，“以阅众甫，执古之道，以御之有”的辩证思维方式揭示了生成宇
宙的本原及其运行规律。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天才地回答了宇宙是怎样生成的，是怎样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老子》通行本节40章），老子天才地猜测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即“视之观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论，故混而为一”（同上第14章）无形无象的存在物。“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回道”。（同上节25章）“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同上第42章）道的运行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同上第25
章），“大”指空间的度量，“逝”指时间的延续，“远”指时间与空间广延的复合概念，反通返“反者道之动”（同上第40章）。生成宇宙的本原
及其运行规律，具有相反相成生生不息永无穷尽的辩证功能。生成宇宙的机理是阴阳交感生化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上第42
章）”大道汜兮，“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同上第34章）老子的生成论宇宙观及其辩证思维方式虽然产生于2500多年前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条件
下，从现代宇宙科学一系列重大天文发现的论据证明，宇宙确曾有过一个混沌粒子态的初始混沌阶段到天体出现的演化过程。而且宇宙粒子确有阴阳
交感转化的属性，由气态演化为固体物质形成天体。特别是老子对生成宇宙本原”“道”的形态和特征的描绘论述，与世界众多物理学家经过实验发
现的“量子”“粒子”和光子复合体都惊人的相似。使现代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不能否认老子揭示的生成论宇宙观及其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不愧为
宇宙学和物理学的伟大先躯。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物理学和宇宙学，而是要研究老子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的认识论的方法论。 

    老子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后期，能够科学地揭示宇宙是怎样生成的，是怎样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特别是他所描绘论述的生成宇宙
本原的“道”的形态和特征，与众多观代物理学家经过实验发现的始基物质相合的结果，告诉我们对老子认识论的方法论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老子生成论宇宙观及其思维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呢？老子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同上第21
章）从古到今，人们对道的观念源远流长追述不绝。继承先哲们的表述领悟道的奥秘。“执古之道：以御之有。”把握自古就存在的道，驾御当今存
在的现实事物，认知“可道之道”领悟道的自然规律。超越具体事物的局限，认知“恒道之道”判定道的物质性。“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同上
第14章）认知道的物质性，把握道的运行规律，就能认识宇宙生成演化的初始状况。老子探求天道，认知宇宙生成的所以然，所关注的是开发人的生
命智慧的潜在价值，复归人的自然本性，升华完善人的思想境界。实现人类的最终利益。老子生成性宇宙观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同人类的最终利益具
有一致性，人的自本性同宇宙万物一样，处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悟道以生命的生成为开端，达到升华人的生命价值。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天道的自
然规律是“和”的相应相求，理想的人性应与天道的“和”相合。人道合于天道，即“和合”构成老子特有的“和合生成”性思维方式认识世界。 

二 

    思维是物质运动的产物，思维与物质运动具有一致性。但是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无限复杂的矛盾。思维与物质的自然本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总
体上社会实践状况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反作用。近代西方哲学构成论思维的科学世界观，所蕴含的本质主
义，认为本质是既定的存在。20世纪的60年代的现代哲学家发现近代哲学的科学世界观的本质主义抽象掉了人的生活主体和一切精神文化的东西，从
人学出发追问近代人学导向人的生活主体失落的原因，试图把失落的主体精神和文化寻找回来重新融入世界。但是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使得现代哲学
保留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与近代哲学之间仍然呈现出某种联系。60年代以后，也就是西方世界发起现代新技术革命的前夕，随着解构主义的
兴起，西方现代哲学才直接从思维出发解构传统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仅批判近代哲学，而且也指责他们之前的现代哲学。称自己为后现代哲学。这种
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的确是解构传统思维方式，转向生成性思维方式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但是他们提出人的本质在于没有本质，或者根
本就不能说人存在本质。是一种非常极端意义上的生成性思维方式。他们的生成性思维和生活世界观，是指自在的、自发的，日常生活，私人化的活
动领域。西方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成观，是理论与实践混沌未分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视野中一个混沌自在的世界，虽然能说明人的自由，个
性和生成性。但却很难找到共性、普遍性、规律性和确实性。在一个没有确实性的世界，生成性虽然消除了限制，但却没有方向。这种生成性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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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观最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陷入困境。是他们这种与马克思哲学不同的生成观和生活世界观，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尽管西方现代哲学的
各流派都拒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向生成性思维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动机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
修复、调整和改良。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已经陷入的因境暂时解脱出来。他们要求取代形而上学思维形
式的原因，也是由于这种思维形式本身也已经陷入了危机的因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他们也意识到原有的资
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需要进行大幅度改造修补改良。与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哲学思维方式同样需要进行调整和转换。由此西方各国出现
了许多批判资本主义思潮。甚至出现了激烈地批判思想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批判资本主义。而他们的批判实质上都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
但是对这些激烈的批判思想家要求对西方哲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甚至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发展方向的思潮。也不应简单地于以否定或对立。而应该
着眼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过程，是解决思维与存在之间无限复杂矛盾的过程。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看到社会政治实践的成功与失败在呼唤新的思维方
式。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到底在那里，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深思。 

三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与西方现代哲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观和生活世界观，是从人的对象性来看待人的生活的。按照马克思的
理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因为人在生活实践中必然受到对象的制约。受到它物与他人的制约，即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人又是感性存
在物。不是像动物那样被动的接受对象的制约，是在感性活动中能动的表现自己，主动地去接受对象的制约，是由于对象被纳入人的活动系统中，对
象才制约人。只是由于人在创造对象的过程中，对象才限制人。马克思认为恰恰是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劳动）才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
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自觉地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自我生成的过程。在劳动中不仅创造对象，
而且在劳动中不断改变对象并不断地改变完善自身。正是基于对劳动对象化活动的此种理解，马克思才把生产称为生活，才用“物质生活”，“精神
生活”，“政治生活”类生活作为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等用语。所以说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物质
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人的生成性既非本质既定的，无创造的，也非虚无的无任何确定性的。而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马克思生成性思维的
核心是继承创造。这种生成性辩证思维的主要特征是：重过程而非本质。宇宙物质世界的演化是个过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个过程。是创造
发展变革的过程，而非既定本质的存在。任何事物的本质是在生成过程中在不同时间空间生成的显现；重联系而非孤立的实体。任何事物的实体都不
是封闭孤立的存在。都处在与其它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而近代科学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单子要素组成的；重创造而非预定。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中
各种事物的生灭变换是发展变化和创造。未来不可能预存于现在。本质主义也承认世界的生灭变换，但它却认为本质在过程之先便可预知，这样的过
程，不是生成，而是流程。即无发展也无创造。现代哲学认为未来不可能完全预存于现在，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意味着过程的创造性；重个性而非同
一。即然本质是生成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创造是不可预定的，个性和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抹杀个性和差异，只能导致权威主义，等级秩序，最终消
解创造，否定生成；重具体而非抽象主义。哲学主要关心的是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具体事物。马克思要求从现实出发，把具体事物放置到具体的、历史
的、现实的情境中研究探索，而非抽象主义、本质主义就是抽象主义；重非理性而非工具理性。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联系的。本质主
义不仅设定了世界和人的理性本质，而且将理性工具化。把人变为统治的工具的同时，也成为奴役人的工具。 

    人类历史活动的实践，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实践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任何理论都要随着人类社会活动实践的发展变
化，实事本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对新的社会历史活动作出新的理论解释。老子的和“合生成”性宇宙观的思维方式不仅与马克思的生成观和生活
世界观具有亲合性，而且是勾通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桥梁。在西方激进批判思想家要求对现代哲学进行根本性改造和他们要求取代形而上学思
维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修复调整改良，和社会主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活动，呼唤“和合生成性”思维走向世界，和而不同，悟本达
道，推动三大改革的超越、创新、发展。在改革实践中探索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和取代规律，实现自由的、自觉的，劳动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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