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理定而物易割也。 ”冯友兰

认为，这就是在说“了解了事物

的规律 ， 对于事物就可以制

裁 ”，“得了规律之后就要照着

规律做事， 这样就可以成功”。

冯友兰对《韩非子》的诠释已和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十分接近

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是

时代的特色。

创造了“新心学”的贺麟也

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道”。 他

说：“知道机械事实， 发现科学

定律，……就是一种解脱，一种

自由。 ”便表明了这点。 问题在

于，如何获得这种境界？其获得

方式与先秦诸子有何关系？ 对

此，贺麟提出了三种思想方法：

“第一种逻辑的方法，可以给我

们条理严密的系统， 使我们不

致支离散漫； 第二种体验的方

法， 可以使我们的学问有亲切

丰富的内容，而不致干燥空疏；

第三种玄思的方法， 可以使我

们有远大圆通的哲学识见 ，而

不致执着一偏。 ”而这些方法都

与先秦思想存在某种联系。 他

尤其着力于讨论直觉法。

应该承认， 在具体讨论直

觉和辩证法（贺麟称之为“玄思

法”）时贺麟并未对中国先秦诸

子的思想做较多的勾连，但是，

如果联系贺麟对直觉法的讨论

是应对着梁漱溟而一路发展下

来， 而梁漱溟明确认为儒学的

基本特征就是重视直觉，那么，

贺麟的无言、 少言之中包含着

丰富的内涵。 他实质上对梁漱

溟的说法做出了纠偏。 而贺麟

对辩证法的诠释， 在广义上又

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理

解形成了某种对话， 他对诡辩

论的批评是和马克思主义者一

致的。但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

显然还比较简单， 并没有发现

先秦时代丰富的辩证法资源 。

问题的另一面是， 在现代新儒

家中很多人都把辩证法看作是

“变戏法 ”，对之鄙夷 、否定 ；而

贺麟所试图发扬的心学也主要

以直觉法为主：在此背景下，贺

麟对辩证法的强调显然具有思

想史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认识论话语形

成的过程中， 主流思潮之外的

思想也应该得到关注。 现代知

识人潘光旦从其生物学学科背

景出发，汲取了先秦思想中“力

命之争”（孟子）的成果，既主张

认识自然科学的世界， 又主张

成功地改变人类世界 （历史），

来达到儒家所说的“位育”的状

态。他同时认为，获取“道”需要

自觉人格为承担。对此，他一方

面主张用自觉的教育来培养自

主人格 ， 其中包含着自求、自

明、自胜等环节，并以“独”为重

要的培养步骤；另一方面，又主

张采取荀子所说的解蔽的方

法： 这些主张乃至用语无疑复

活了先秦传统。

郭沫若 、张岱年 、冯

契 ： 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诠释中

国先秦诸子

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

时期起开始了系统化、 规模化

的中国化进程。 而在中国的大

地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力推

进， 都在以实际成绩宣告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追求认识自

由问题上的巨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李大

钊指出 ， “是非之不明于天下

也。久矣！ ”如何判断是非、追求

真理成为了时代的重要问题 。

李大钊认为真理不是由单个的

权威所确立的， 也不是小团体

能够左右的。但是，他没有走向

另一个极端： 真理论上的多元

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不可知论。他认为，事实和逻辑

以及主体的良知良能是认识真

理的标准， 理性的论辩是获得

真理的良好途径。 而真理是绝

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他坚信

人类能够获得真理。 从这样的

观点出发，他对庄子、孔子做出

了评判。

陈独秀则上接中国古典哲

学的气论传统， 在此基础上高

扬主体能动性， 他紧密结合对

先秦诸子的诠释，回答了“如何

认识、把握物质化的天？如何获

得认识论领域的真理？ ” 等问

题。他的回答和他的科学观、逻

辑观、真理观相关。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阵营

中， 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论

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认识论

的内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

先秦诸子在现代的面貌。 而这

些思想无疑又在现实领域发挥

了广泛的影响。

在学术界 ，站在马克思主

义阵营里的学者也对先秦诸

子和中国现代认识论之间的

关系做出了讨论 ，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中国先

秦诸子。

郭沫若是第一位采用社会

史还原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

的学者。 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先秦时期，“名”的自

觉已经产生。 它不仅事关社会

制度的变迁， 而且具有独立的

认识论意味。

第二 ，《周易 》表达了夭折

的辩证法思想。 《周易》发现了

辩证法 ，不仅赋予了劳动人民

以认识世界 、 认识自身的武

器，而且可以指导其变革世界，

推翻压迫自身的社会制度。 然

而 ，《周易 》虽然发现了这个秘

密 ，但是 ，它在主张辩证法的

同时主张 “中行之道 ”，扼杀了

辩证法的革命力量 ，使事物的

发展永远不向反面发生变化 。

“相对的绝对成为绝对的绝

对 ，所以相对的相对也成为绝

对的相对。 相对物间的推移转

变完全停止了。 ‘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刚柔定矣。 ’（《系辞

上传》）”

第三， 他严厉地批评了墨

子的 “三表法 ”，否定了墨学中

的所谓科学。

第四， 他批评了黄老学派

的“静因之道”、墨学的宿命论，

肯定了荀子 “制天命 ”的观点 ，

指出了获得真理也即认识论领

域真理的正确途径。

和郭沫若的社会史还原法

不同，张岱年采取的是“以问题

为中心法 ”。 从较广的视野来

看， 他的特色犹在于主张多元

化的认识方法论。在《中国哲学

大纲》的“致知论”中，张岱年认

为，中国哲学中，从孔子开始就

有关于致知方法的研讨。 孔子

的方法包含了以后各个哲学家

的方法之萌芽,而无所偏重。 孔

子以后的各哲学家所用的方

法，大致说来，有六种：

一、验行。即以实际活动或

实际应用为依据的方法， 这是

墨子的方法。

二、体道。即直接的体会宇

宙根本之道，是一种直觉法，这

是老子、庄子的方法。

三、析物。即对于外物加以

观察辨析， 这是惠子公孙龙及

后期墨家的方法。

四、体物或穷理。即由对物

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

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辨，可

以说是体道与析物两法之会

综。 此方法可谓导原于荀子及

《易传》。

五、尽心。即以发明此心为

方法，也是一种直觉法。这是孟

子所推崇的。

六、两一或辩证。中国哲学

中论反复两一的现象与规律者

颇多， 而将反复两一作为一种

方法而加以论述的，较少；只有

庄子与《易传》论之较详。 其发

端在于老子。

冯契采取的则是 “逻辑发

展法 ”。 他把哲学史看作是广

义的认识论史 ，其中包含着四

个问题 ：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

在 ？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

理 ？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

理 ？ 以及如何培养自觉人格 ？

如果说前面三个问题还是经

典的 、 狭义的认识论问题 ，那

么第四个问题则是有着中国

传统哲学特色的问题 。

冯契认为 , 先秦哲学史

中 ，墨子有着严重的经验论的

倾向 ， 孟子则是先验论的代

表 。荀子既反对轻视感觉经验

的冥想主义者 ，又反对轻视理

性思维的狭隘经验论者 。荀子

明确提出 “制名以指实 ”（《荀

子·正名 》）的观点 ，肯定概念

是实物的反映 ，名实相符有一

个过程 ；对感性和理性 、知和

行的关系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冯契认为

荀子提出的 “贵有辨合 ”“贵有

符验 ”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

辩证法思想的统一 ，值得高度

重视 。 他在其列入 “智慧说三

篇 ”的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中

认为 ，“‘辨合 ’和 ‘符验 ’的统

一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

的全部方法论 。 ”而荀子的这

些观点也是对先秦哲学史的

总结 。 冯契指出 ，先秦哲学史

上 ， 孟子是独断论的代表 ，庄

子是相对主义的代表 ，荀子则

克服了两者 ，具有了辩证法的

思想 。 “辨合 ”和 “符验 ”的统

一又表现为使用 “类 ” “故 ”

“理 ”的范畴 。后期墨家注重在

形式逻辑的领域内使用这些

范畴 ，荀子则把它们应用到了

辩证逻辑的领域内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冯契

酷爱庄子 。他对庄子的解读达

到了古典文本与现代思想相

互对话产生思想发展新的契

机的境界 。冯契看到了庄子一

定程度上否认人们能够把握

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 ，但庄子

对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

矛盾的揭示从另一个侧面表

明 ,运用辩证法 ,人们可以得到

此种自由 。和认识论领域内的

这种消极性相反 ，冯契认为庄

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肯定

了劳动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

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审美的至

高境界 。 在此 ，冯契既立足于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庄

子作出了解读 ，这种诠释又迫

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

观点 ，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发展造成了契机 。

除了以上解读路向之外 ，

我们还应该重视体现在中国

哲学史研究中的先秦诸子与

认识论之间关系的思想 。任继

愈主编的 《中国哲学发展史 》

便是一个范本 。《发展史 》认为

“大道 ” 就是人通过实践使自

己的目的在客观世界实现 ，它

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

一 。《发展史 》以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 （主要是唯物辩证法 ）为

原则来解读先秦诸子 ，判断他

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原则 ，还是为这个原则贡

献了若干的环节 ，或者比较接

近这些原则 ，只是在某些地方

需要修补 。 《发展史 》认为 ，老

子和易传的辩证法 、墨子的思

想是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论辩证法的 ，但也有其

不足 ；而庄子 、名家贡献了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若干

环节 ：这个观点与流俗的看法

不同 。可以看出发展史的写作

受到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

深刻影响 。 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 ，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相互对勘时会有意想不

到的成果产生 ，默会知识就是

一个发展契机 。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

学系副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通

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

的冯契哲学研究”[16JJD720005]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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