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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形而上学在当代的命运笔谈

编者按: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 , 即探究终极原因和原则或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 , 是任何哲学

都以直接或隐性的方式所内在地包含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 , 其深层本质是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及其本质

精神的自觉显现 ,是内在于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传统哲学大多包含着自觉的形而

上的维度。然而 ,传统哲学常常遗忘或遮蔽了哲学形而上学维度与人之生存本性的本质关联 ,陷入了“无根

基”的状态。因而 ,当 20 世纪人的生存困境以文化危机的形式深刻地表现出来时 ,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便在

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拒斥中展现出来。于是 , 如何在人的生存论基础上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力量 ,

便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高清海教授从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关联入手 , 认为在走出“曾经是”的

形而上学之后 ,形而上学并没有失去其原来的规定和价值 , “应当是”的形而上学的命运正是人自身发展的命

运。朱德生教授认为 ,人是在立足形而下的世界 , 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过程中才成为人的 , 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

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 ,在这种意义上 ,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邓晓芒教授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反思 , 指出

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 , 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 , 但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何中华教授认为 ,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返”形而上学 , 实现由“在者”向

“在”本身的“复归” 。陆杰荣教授从区分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入手 ,厘清了形而上学和形而上

在哲学中的不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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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

高清 海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哲学从通常意义上被称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

学从历史角度来说一般有两种解释 。可以说 ,形

而上学乃是哲学的根本性质 ,也可以说“形而上

学”是哲学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中所确立的理论

形式 。从前者来看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本性质 ,

也是人的本性的根本体现。从后者来看 ,形而上

学只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理论体系。形而

上学作为“曾经是”的哲学 ,只是反映了形而上学

规定的“形式”方面 ,因此成为历史上“特定形态”

的形而上学 。从今天的认识水平看 , “曾经是”的

形而上学只是人最初把握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

“物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产物。形而上学就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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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性的角度看 ,应当始终贯穿于哲学的发展

始终。形而上学体现了人的自为本性 ,表达了人

的超越性 、创造性 , 是人始终要确立的“理想追

求” 。当我们从本真的意义上理解形而上学时 ,常

常是从哲学的内在规定上来理解形而上学 ,这就

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实质是对人的本性的理

解。海德格尔曾说 , “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 。我

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曾把哲学和人放在一起来

思考 ,是为了表明 , 哲学与人有着异常密切的关

系。同样哲学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本性同人的本性

也具有内在的一体性关系 。

在我看来 ,对“形而上学”这种理论 ,我们必须

从人的本性以及这一本性的历史变化中 ,才能获

得深切的理解;同样 ,对于“人” ,虽然众多学科都

在研究人 ,也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以及形而上

学的性质高度才能把握人的真实本性。在人类的

历史发展中情况总是这样 ,我们是怎样理解哲学

的 ,怎样理解形而上学的性质的 ,也就会怎样理解

人;反之 ,人的发展状况如何 ,特别是人对自我意

识的状况怎样 ,人们对哲学的理解 ,对形而上学的

性质的理解也就会怎样。可以说“形而上学”作为

历史上“曾经是”的某种哲学理论样式 ,也是对人

的本性“曾经是”的规定的历史性的某种表达 。如

同人总要超越自身本性的“曾经是”的规定一样 ,

人总要面对人“应当是”的追求一样 ,哲学否定“曾

经是”的“形而上学”理论表达方式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 ,“曾经是”的形而上学被否定和超越 ,并不意

味着能够完全否认人的本性规定中所具有的形而

上学性质 。

从哲学的历史逻辑分析 ,哲学不过就是人为

了获得自我本质 ,升华自我人性 ,以理论形式所表

达的那种人对自我本性的意识 ,也是人的对形而

上学性质的悟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只要存

在 ,它就离不开形而上学 ,就不能不具有形而上学

的性质。而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只能在对人的本

性的把握中 ,才能得到切近与深刻的理解 。从今

天对人的本性的反思和理解来说 ,就会看到人之

为人的那个本性并不是“被给予的” ,也就是说不

是前定的 ,单一的 ,固定不变的 ,而是属于人的“自

为的”本性 。人的“自为”本性必然体现在人乃是

作为一种追求和超越的存在。人生活在有形的自

然世界 ,却时刻向往着一个“无形”的世界 。人总

要在自然世界中去蕴注自己的追求 ,体现自己的

超越 ,表达自己的意义 。因而人就永远不会满足

于对人生活的自在的自然界 ,总要去设法挖掘它

对人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这样人总

是必然地要超出自然世界的自身限度 ,而建构“超

验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就人的超越性说 ,人的本

性必然蕴含着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 ,以求通过“形

而上学”的世界表达在超越样态中的属人世界。

而历史上“曾经是”的形而上学 ,是对人的超越本

性的特定表现形态。

哲学在其开端走向形而上学化的理论体系 ,

这在人对自身本性的认识阶段中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经过了“曾经是”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阶段 ,

才能揭示并进而充分认识人所具有的超越本性。

历史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从理论上完成对人本

性把握的必要的步骤 。

从人的本性特质看 ,理解人的真实的特异本

性是把握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关键所在。

人来自于自然 ,是从非人生成为人的 ,然而人的本

性又不同于物 ,超然于物性之上的。人与物本性

上相联通 ,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里体现的实

质就是对物的超越性 ,这正是属于“人性”的特质。

人的生命特质根本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生命性质 ,

它属于自主性生命。人作为人已超越了生命的本

能 ,成为自我生命的主宰者。这也就是说 ,人的生

命两重化了自身 ,在本能生命之上形成了支配生

命的生命 ,这就是人的本性“超越”了物性 ,人优越

于动物的基础和本源 。人作为人的一切特质都是

由此生发出来的 。这表明 ,人的生命已经不是单

纯性的 ,而是双重化的 、多维性的生命;不是既定

的 ,不变的生命 ,而是不断超越 ,不断提出自身的

新的追求的生命 。人的本性特质就是 ,人不是生

来具有人的本性 ,人的本质是要由人自己去争取 、

去创造的 。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性质也只有在这

种“特质”基础上才能得到透彻贯通的说明。人的

这种特质表现在人总是要走出自身的限度 ,总是

要自由地创生着自己的规定 ,总是要以自己的劳

作去改变着外在世界 。这种人的本性的特质就体

现为“应当是” 、“可能是”的形而上学追求。

从对形而上学规定的把握看 ,历史上曾经存

在的形而上学属于本质前定的哲学 ,其本质是以

物种思维方式来研究人以及人与世界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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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力求确定人自身的本性的

终极基础 ,但由于其以知识论的因果决定论思维

方式来说明哲学的本质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以概

念的逻辑的方式解释了人的本性规定 ,但总是将

人的本性规定归属于某一不变的 、终极的 、前定的

因素 ,这就根本无法把握哲学自身的特有性质与

特有的方法 ,因此也根本无法了解人的本性的特

质。人的本性的实质体现在 ,人是能够走出自身 ,

超越自我的存在 。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把自我生命

两重化 ,人就能够走出自身。在一切存在中 ,惟有

人能够把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活动 ,自己的生活乃

至自己的本性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

存在是自我意识到的存在 ,人的活动是自我与自

己的目的性活动 ,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存活动中自

我创生的本性 。人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总是生活

在“未来”之中 , “未来”作为人的理想就是哲学意

义上的形而上学 。人的“自为”本性是由人在自己

的活动中创生出来的 ,人必然要对自己进行提问 ,

而且经常思索 ,筹划自己“我将会成为什么 ,我应

该成为什么”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能够成为人

的根本性质所在 ,也是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哲学

的内在规定的实质所在。动物没有反思 、不需要

哲学 ,人却不能没有哲学 ,必须通过哲学不断地去

认识自己 ,反思自己 ,成就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

说 ,形而上学乃是属于人的本性和本质生活所不

可缺少的内在组成因素。

在这里 ,形而上学必然体现了人的本性在自

我创生中所“构建”的理想 。人之所以需要确立形

而上学 ,在于人总是需要“理想” 。人的创生本性

在实践活动中总是处在“不满足”的状态 。与人的

“不满足”相对立 ,人总是要设立衡量“不满足”的

尺度 ,提出与“不满足”相对立的“理想” ,寻求对自

身活动确立的意义。这就表明 ,对人而言 ,形而上

学就意味着超出人自身的现存状况 。形而上学与

人的本性的内在契合体现在人总是通过“理想”来

实现着自己的创造性生活 ,总是通过“对外部的现

实性要求” ,以实现自身的目的 ,总是通过人的内

在固有的尺度 ,在活动中以形成自身活动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在走出“曾经是”的形而上

学之后 ,形而上学并没有失去其原来的规定和价

值 , “应当是”的形而上学的命运正是人自身的发

展命运。

形而上学的情结

朱德 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如果有人一定要我简要地回答 ,什么是哲学?

那我会告诉他 ,这就是形而上学 ,即形而上者谓之

道的形而上。意思是说 ,哲学不是一门实证的或

应用的学科 ,而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虽然到目前

为止 ,形而上学的名声在学术界还不很好 ,也就是

说 ,形而上学在某些人的眼中 ,仍然是反科学的代

名词 。但我以为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人要生存和

发展 ,没有科学不行 ,抛弃了形而上学也不行 。科

学与形而上学绝不是不相容的 ,相反地 ,科学要存

在和发展 ,离不开形而上学。

有人把形而上学与科学对立起来 ,犹如把宗

教与科学对立起来似的 ,不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形而上学 ,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科学 。他们

以为 ,科学是只研究经验中直接给定的东西 ,或者

说 ,他们以为只有能在经验中给定的世界才是惟

一真实的存在 ,其他都是虚伪的。形而上学既然

以超经验的存在为主要研究对象 ,它当然是反科

学的了。其实 ,在这里 ,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早在康德那里便已经指出了 ,单靠经验中的

给予 ,还不足以获得知识 ,要获得知识还要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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