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誉的严复试图将实证主义

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 他

明确提出知识 （理 ）的本质是

“知象相符”。 “知”即人的认识

能力，“象”即现象。 换种说法，

“人之知识 ， 止于意验相符 ”。

这是赫胥黎在 《天演论 》中的

话 ，严复表示同意 ，并且将之

与庄子所说的 “心止于符 ”结

合起来 。 也就是说 ，严复用庄

子的 “心止于符 ”来衔接实证

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即 “意验相

符 ”的观点 ，从而显示出了沟

通古今中西的努力。

在认识的内在机制上 ，经

受了实证主义认识论洗礼之后

的严复坚决反对中国传统认识

论在认识对象上的“师心自用”

和文辞化，即，将文本作为研究

对象。严复认为，正确的做法是

面向外在世界直接发问，“读无

字之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

1906 年 ，严复便明确提出 “科

学之中 ，大有感情 ”的观点 ，石

破天惊， 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

此视而不见。在严复的理路中，

这个观点之所以能够成立 ，主

要缘于实证主义本身的内在吊

诡： 它会发生从客观主义到主

观主义的转变； 也因为中国传

统思想的深刻影响， 此又表现

为对人心的复杂性的认识和科

学的道化。 通过重审严复的这

个观点， 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

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

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

的作用作重新的评估。

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高

度重视心理建设， 严厉批评宋

明理学以来的 “行难知易 ”思

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孙文学

说”，主张知难行易。 学界一般

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

解为一个问题： 强调实践的重

要性。事实上，它包含着两个观

点 ：第一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

第二， 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

导意义。 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

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我们

要充分认识到，作为文本的“孙

文学说”是复杂的，它不仅包含

以上两个基本观点，而且，分析

其中著名的造钱、饮食、建筑等

十个事例， 至少从六个方面揭

示认识的环节或者认识论的可

能维度：

1.“行先知后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就是说，因为有些

事情先有行再有理论， 行在知

前，所以“知难行易”。

2.“知为行导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

些事情，人们早已在实践，但效

果不好， 问题出在没有掌握好

的理论。 由原先实践的效果不

好来说明理论获得之难。 所以

也是“知难行易”。 反过来也可

以说，如果掌握了好的理论，实

践起来就可以更容易。

3.“知后须行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

些事情， 人们掌握了比较完备

的理论，但依然没有好的效果，

其问题出在不敢实践。 通过提

倡“知难行易”来鼓励中国人去

实践。此时，“知难行易”更多的

是一种规范性判断， 起到的是

鼓励作用。

4.“行为知始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就是说，对于有些

事情，人们还没有任何理论，但

是， 通过实践可以逐渐掌握其

理论 。 它和 “1”有点接近 ，但

是 ，“1” 只是说明了知行的先

后关系 ，并没有对行是否会产

生知作出判断 。 “4”却对此做

出了肯定。

5.“默会知识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它的意思是说，有

些事情人们已经在实践了 ，可

是却很难在理论上阐明其理

论。 这不是说实践的深度广度

等等不够， 也不是说人们不聪

明， 而是由这些实践本身的特

性决定的。 它们本质上属于较

强的默会知识， 只可意会不能

言传。

6.“知多行少 ” 意义上的

“知难行易”。这句话比较费解。

它说的是孙中山所举的例子其

实是以实践所需要的知识的多

寡来判断知和行孰难孰易。 不

过很显然这种说法比较不严

格，但也聊备一说。

不容否认的是， 孙中山在

《孙文学说》中对“知难行易”的

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

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

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孙文

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

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时期另一位重要

的思想家是章太炎。 在较长的

时段内考察章太炎的认识论思

想，应该说他的地位相当特殊。

在专业化的哲学家比如金岳

霖、 张东荪系统地讨论认识论

问题之前， 章氏可谓中国近代

思想史上讨论认识论问题比较

深入的一位。这种深入性，和他

对以繁复为长的唯识学的汲取

是分不开的。章氏借助唯识学、

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思想）建

立起真如哲学体系之后， 他便

以之衡量先秦诸子之思， 从而

对诸多古典范畴、 命题做出了

新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

法实质上也是借助新的机缘促

发了先秦思想的生命力。 总的

看来， 章太炎对认识论的获得

机制本身、对人的认识能力、真

理问题、科学规律问题等，都提

出了独到的看法。

问题在于， 章太炎从其坚

持的佛学立场出发， 认为真理

根本上是人的多种认识能力建

构出来的，本身并无实性。其实

也就意味着面对着这个现实的

世界， 我们不必予以具体的探

究， 而只需像阿 Q 那样转换眼

光即可。无疑，此时真理极易流

为虚幻之物。

梁漱溟 、熊十力 、冯

友兰 、 贺麟的认识

论思想

历史进入新文化运动时

期，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都在认识论上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

梁漱溟可谓现代新儒家第

一人。他较早登上思想史舞台。

他认为中国先秦以来由孔子所

创立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

文化在认识论领域的基本特色

就是高度推崇“理性”。 但这种

理性是特殊的， 本质上是直觉

锐、 情感厚：“西洋人之所谓理

性，当然也是平静通晓，但是只

差 ‘而有情 ’三个字 ；中国人的

理性， 就是多 ‘而有情’ 三个

字。 ”在西洋有法国人的“唯理

主义”,这都是从极冷静处得来

的，已把情感排出去了。

梁漱溟认为， 将理性情感

化源于周孔教化。 但这并不意

味着理性是野蛮的、粗陋的、神

秘的。他认为，理性从其内在特

征来讲， 也是包含了反省的维

度。 这可以看做是对儒家所说

的 “内自讼 ”传统的继承 ，也可

以说是受了现代西方理性思想

强调反省的影响。

也许， 认识论上的薄弱是

现代新儒家的一贯特色。 这点

也体现在其他人物那里。 熊十

力写作了多种本的 《新唯识

论》，建立了其本体论。 他多次

表达了要写作知识论著作即

《量论 》的愿望 ，但始终没有成

文。从这个角度看，熊十力似乎

没有认识论思想。 但显然这种

论断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其晚

年的重要著作 《原儒 》中 ，他紧

密地结合先秦诸子、 尤其是儒

家的认识论思想， 对其整个认

识论规划进行了扼要的表述 ，

提出了比量和证量两种认识论

进路， 从而凸显了知识型和智

慧型两种认识论。

在下面的言论中， 熊十力

将两种认识论和先秦诸子联系

起来了。 他说：

《新论 》救后儒之弊 ，尊性

智，而未尝遗量智；（量智，即理

智之异名。性智是体，量智是用。

量智推度，其效能有限。 以其不

得有证量也。 存养性智，是孟子

所谓立大本之道， 陆王有见乎

此。然未免轻知识，则遗量智矣。

孟子尊思为心。 心者，言乎性智

也；思者，言乎量智也。 遗量智，

则废心之官。 后儒思辨之用未

宏，此《新论》所戒也。 ）归乎证

量，而始终尚思辨。 （证量者，性

智之自明自了。思辨，则量智也。

学不至于证，则思辨可以习于支

离，而迷其本。学唯求证，而不务

思辨，则后儒高言体认，而终缺

乏圣人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之大

用。 无可为后儒讳也。 ……）性

智 ，即仁体也 ；证量 ，即由不为

仁，而后得此也。 （《十力语要》）

熊十力批评宋明儒学重视

性智而忽略量智， 他认为在孟

子那里性智（心）和量智（思）都

得到了重视， 并且将性智和儒

家之仁等同起来。 先秦之思具

有更大的圆满性。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 ，熊

十力立足于儒家此点不假 ，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先秦儒家

是完美无缺的。 他认为佛家在

“克己”的内在向度的问题上比

儒家要细致。 这可以看作熊十

力援佛入儒、 丰富儒学的内涵

的努力。

创造了“新理学”哲学体系

的冯友兰在道德哲学上显然独

具特色，但在认识论上如何，则

需要专门的考察。

在 “新理学 ”中 ，人生境界

得以逐步提升的机制是对自身

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认识。 如果

仅仅把世界理解成自己本身 ，

那么所得只是自然境界或者功

利境界；把世界理解成社会，所

得就是道德境界； 把世界理解

成宇宙，所得就是天地境界。可

见， 每一种境界都是以对世界

的某种认识为前提。 冯友兰以

“觉解”来表示这种认识。 和马

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建立“新理

学” 时期的冯友兰并未赋予广

义的实践以充分的地位。 实践

并未成为检验境界的标准。 实

践只是境界得以展开的领域。

解放后， 冯友兰较快地转

向了马克思主义， 并开始自觉

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

史。 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自

由观： 自由就是正确地认识世

界， 然后在此基础上成功改变

世界。 这点充分地体现在他对

《韩非子》的解释中。他认为，韩

非子特别强调“理”作为一个哲

学范畴的重要地位。 《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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