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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影响

袁建新
(湘潭大学哲学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 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以实体观为基础的 ,哲学家们将实体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 (心灵)

实体 ,这两种实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其微粒论学说表明其形而上学的实体观。近

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将第一性质归入物质实体 ,第二性质归入心灵实体 ,前者是知识和科学理性的领域 ,后者是价值

和价值理性的领域 ,从而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导入知识和价值、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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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给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

同时 ,又迫使人类去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一系

列基本问题 ,这一点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就是如何看待科

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由于这一问题本身极为基本和

深刻 ,因此本文在此不作论述 ,作者只是从近代的形而上学

实体观简述其对两种理性之间关系的影响。

一 　近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

的形而上学实体观

　　众所周知 ,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研究为中心的 ,但这并

不是说近代哲学没有形而上学基础。实际上 ,近代哲学的那

些大师们的形而上学基础就继承了古代哲学先辈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实体观传统 ,虽然其具体形式有很大区别。

笛卡儿以为 ,上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不变的、

全知全能的极度完满存在物。而人则是物质性的身体和一

个纯粹精神性实体自我的结合 ,自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 ,一

个没有长宽高的广延性、没有一点物体性的东西。而我的身

体则只是一部由骨头和肉组成的一架整套机器 ,它是永远可

分的 ,而与精神的完全不可分相反。身体与心灵是独立平行

的两种不同存在物 ,只是借大脑中“松果腺”这一特殊器官 ,

灵魂才对身体发挥作用。而外部世界 ,笛卡儿认为是由物质

实体构成 ,其唯一属性是具有广延性及其附加的外力、形状

和运动。一切人世的和天上的现象都只是这个实体延扩了

的内容。而且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是互相独立的存在 ,彼此

之间根本不对称 ,心灵是精神实体 ,其属性是思维性 ,而物体

的唯一属性是广延性 ,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活力。[ 1 ]

斯宾诺莎认为世界只有唯一的实体 ,而“实体 ,我理解为

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 ,形成实体的

概念无须借助于别的事物的概念。”不能有多数实体 ,只有唯

一的实体 ,除了神以外 ,不能有任何实体 ,也不能设想任何实

体。实体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产生 ,所以必定是自因的。

换言之 ,它的本质必然包含存在 ,或者存在属于它的本性。

实体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实体具有无限多属性 ,其中最主

要的 ,能够被我们认识的只有广延性和思维性。[ 2 ]这样 ,斯宾

诺莎的实体说就以泛神论的形式克服了笛卡儿的心物二元

论 ,并且把能思的主体 (人)与具有广延的外部物体世界都看

作统一的世界的一部分 ,这无疑用泛神论的外衣使外部世界

具有与人类世界平等的地位 ,从而克服笛卡儿对外部世界的

机械的无活力的理解。

莱布尼茨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出发 ,进一步克服了笛卡

儿对外部世界机械的无活力的理解 ,这主要体现在其“单子

论”中。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 ,

是没有部分的 ,不存在广延、形状、可分性等特性 ,单子是由

上帝创造的 ,一般复合物只是单子的堆积和聚集 , 单子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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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孤立的 ,相互之间不能发生作用 ,单子没有可供出入的

窗口 ,单子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由上帝的作用所造成的“前定

的和谐”来保证的 ,正是“前定和谐”说表明了莱布尼茨试图

克服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莱布尼茨还

认为单子具有知觉的基本属性 ,而宇宙万物是由具有不同等

级知觉的单子构成的。最低一级的单子只有微知觉 ,无生命

物由这种单子构成 ,较高级的单子具有比较清晰知觉 ,而且

伴有记忆 ,一般动物由这类单子构成 ,再高一级的单子是人

的灵魂单子 ,具有清晰知觉和记忆、有理性和精神 ,最高级的

单子是上帝 ,他是全智、全能的。莱布尼茨与笛卡儿不同 ,他

不把宇宙看作机械的无活力的 ,而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把整

个宇宙都看作是有活力的或被赋予灵魂的。莱布尼茨的外

部世界是一种类似于泛心论的充满活力的世界。[ 3 ]

洛克认为外界物体没有完全自动的能力 ,虽然处于变动

不居状态 ,但物体没有完全运动的能力 ,它们只有被动的机

械运动能力 ,外部物体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很含糊、很不完

全的自动能力。外界物体具有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

质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 ;物体无论经过什么变化 ,外面强加

给它的力量多么大 ,它永远保持这些性质 ,这就是物体的疑

性、广褒、形相、可动性。而物体的第二性质并不是物体本身

所具有的东西 ,而是借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

那些能力 ,如颜色、声音、滋味等。[ 4 ]

贝克莱反对洛克的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通过其著名

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学说彻底取消了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而

认为只有一个全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的超感知才赋予外部

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客观实在性。[ 5 ]

由此可见 ,近代哲学虽然以认知论为中心 ,但是实体观

一直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基础 ,而对理性主义哲学家们

来说 ,实体概念更是其形而上学的核心。[ 6 ]

更为重要的是 ,实体观不仅是哲学家们 ,更是大多数近

代自然科学家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根基。事实上 ,近代自然科

学一直是在“微粒论”传统中发展的。[ 7 ]与此相应 ,近代以物

理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 ,是把根本实

在和因果力赋予数学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的 ,那个世界被等同

于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物体的王国。对世界的由亚里士

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目的论解释代之以机械力学的解释。

这种解释认为 ,一切原因和结果都可以还原到时空中物体的

运动 ,而且按照所表现出来的力 ,它们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如牛顿认为 :“物质世界也是个根本上具有数的特征的世界。

它在根本上是为绝对坚硬的不可毁灭的粒子构成 ⋯⋯自然

中的一切变化都要被看作是这些永久的原子的分离、联合和

运动。”“科学是对自然过程的精确的数学表述。”因而牛顿发

展了经典力学的纲领 ,而其核心就是“质点”概念 :质点是这

样一种有形物体 ,就它的位置和运动而论 ,它是足够准确地

描述为与时空无关的运动着 ,并足够准确地被描述为一个具

有坐标 X1 ×X2 ×X3 的点。它的运动 (对空间 B0 的关系) 就

由作为时间函数的 X1 ×X2 ×X3 描述 ,并且可以用惯性定律

和力的相互作用定律加以数学描述。[ 8 ]由此可知 ,“原子”成

为近代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它的机械运动变化构成

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基础 ,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

的实体基础。这一原子主义的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

性之间关系的毁灭性后果在休谟哲学中第一次深刻地揭露

出来 ,虽然其直接后果只有在现代量子力学中才被当代思想

家们广泛地注意到 ,我们在此不作专门论述。下面让我们看

看形而上学实体观对近代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

有何影响。

二 　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

价值理性之间关系的影响

　　科学理性就其本质是人对外部世界作理性的理解和说

明 ,以认识成就来表达其自身的现实存在 ,而价值理性则超

越于人类认识成就本身而直面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然

而 ,近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实体观一开始就将认识领域和价值

领域截然划分开来 ,从而必然导致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

分对立。这种划分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近代哲学和科学通过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

将认识领域和价值领域分离开来。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对现代思想起着不可估量

的影响。因为这一区分不但构成了 17 世纪哲学家和自然科

学家所持的普遍性观点 ,而且直到 20 世纪的哲学家们 ,特别

是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们仍然坚持了这一区分 ,虽然这一区分

是与“分析 - 综合”( analytic - synthetic) 的区分结合起来

的。[ 9 ]笛卡儿是近代第一个系统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

哲学家。他认为我们感觉的性质不可能是物体的性质 ,事实

上 ,它们不是任何物理性质。对于笛卡儿来说 ,感觉性质仅

仅作为感觉内容而存在 ,它们只不过是“我思”实体的状态。

而真正的物理性质 ,后来被玻义耳称为第一性质的只是广

延、形状和运动。[ 10 ]笛卡儿以为 ,第一性质即广延、形状和运

动可以清晰分别地感知 ,而颜色、滋味、声音和冷热等第二性

质固有晦暗不明和混乱 ,因此不能在对物理现象的因果解释

中扮演角色。[ 11 ]笛卡儿并且以为只有第一性质才符合对物

理现象进行测量的理性标准 ,而第二性质并不能满足测量的

三个理性标准 ,因此他认为经验到的第二性质仅只是主观现

象 ,不能成为知识的理性对象。笛卡儿并且以为第一性质附

属的物理有形自然 (corporeal nature) 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和

可分性 ,而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 ,却不具有空间的广延

性和可分性。因此 ,心灵实体王国和物质实体王国不可能用

同样的语言来理解 (后者是用数学语言来理解 ,前者不能) ,

心灵和它们的样态构成了与物体世界一个完全异质的秩序 ,

决不具有广延性和可分性。由此 ,笛卡儿第一次将属于物质

实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论领域和科学理性的范围之内 ,而

将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逐出知识论和科学理性之外而

归入价值理性领域 ,并且通过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在知识、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掘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虽然笛卡儿的这种思想传统对近代哲学有着广泛的影

响 ,洛克却是公认的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作明确地、系统

地区分的哲学家。洛克通过从玻义耳那里继承而来的微粒

论哲学 (玻义耳继承了笛卡儿) 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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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说结合起来 ,以为运动、广延、形状等第一性质属于主观

的心灵实体在物质实体微粒论中没有类似性质相对应 ,从而

与笛卡儿一样将属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质划入知识和科学

理性领域 ,而将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划入价值理性领

域 ,从根本上未能走出笛卡儿的二元论泥潭。[ 12 ]

与哲学家们相比 ,近代自然科学家们更加明确、坚决地

将第二性质从知识和科学理性中驱逐出去。近代科学的先

驱开普勒用自己的方式挪用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

他认为 ,知识当它通过感官被直接提供给心灵时 ,是模糊、混

乱和矛盾的 ,因此是不可靠的 ,只有世界的那些使我们得到

一致确定的知识的特点才在我们面前打开确定无疑、永远为

真的东西。其他特征不是事物的真实特征 ,而只是他们的符

号。[ 13 ]由此开普勒将第二性质从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中驱

逐出去。伽利略同样坚持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学说 ,而且这

一学说比开普勒来得更加明确和充分。伽利略将图形、量、

位置和运动归入第一性质 ,它们不能凭借我们的能力而使之

与物体分离 ,并且能够在数学上得到的完美特征。因此 ,第

一性质提供给我们的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真知识 ,而第

二性质只是第一性质在人类感官引起的效应 ,而这些效应是

含糊的、不可靠的 ,因而是主观的、相对的、起伏不定的 ,它们

不是知识的对象 ,而是意义和假象的王国。因此 ,伽利略通

过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将人的存在放入真实的、基本

的王国之外 ,人不是一个适合于数学研究的题材 ,人的行为

不能用定量的方法来处理。人不是知识的对象 ,他们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完全在知识和科学理性的领域之外。[ 14 ]近代科

学的伟大代表牛顿继承了他的先驱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

质的区别 ,他的学说与他的先驱没有多大分歧。比他的先辈

突出的是 ,牛顿将第一性质划入他所称的那些绝对坚硬的、

不可毁灭的物质微粒实体 ,并且用他对惯性的发现和精确定

义把这些特征加入第一性质。牛顿公开赞扬流行的第二性

质学说 ,并且认为除了作为物体或光线的反射或传播某些运

动的一种倾向外 ,第二性质在人脑之外没有真实的存在。牛

顿完成了他的先辈所奠定的将物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论

和科学理性的领域之外。这个领域是一个量的世界 ,一个被

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坚硬、冷漠、无色、无声

的死寂世界 ,它们是知识的领域。[ 15 ]而第二性质则属于人的

主观性质 ,它们属人的存在的意义及价值追求的世界。因此

在牛顿这里 ,笛卡儿肇始的二元论终于成为近现代最主要的

世界观、近代思想将附属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和

科学理性领域 ,而将第二性质归入“我思”(精神实体) 并且在

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之间由于互相不能作用的“身心二元

论”而在知识和价值、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掘了一道没

有桥梁可通的深不可测的鸿沟。

其次 ,多数近现代哲学家在为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及

自由辩护时 ,同样借助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区分来进行。

笛卡儿将是否具有广延性作为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加

以区分的标志之一。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莱布尼

茨、斯宾诺莎、费希特 ,特别是黑格尔、柏格森、萨特尤其如

此。他们认为心灵或意识是非广延的非物质的、单纯的、不

可分的、自足和自我相容的 ,因此是自由的。从而与外部物

质实体世界广延的、可分的决定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它

们只是知识和科学理性的世界 ,而价值理性的领域属于心灵

实体。

黑格尔从康德那里继承了心灵实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

思想 ,充分论证了心灵实体的非广延的、非物质的、单纯的、

不可分的因而是自由的。柏格森以为纯粹意识是非广延的、

非空间的 ,因而真正的全部自我独立于机械的、时空决定性 ,

纯粹意识是一个具有单纯的、非物质的、不可分的、非广延的

物质的存在物。人的感觉、颜色等与物质世界是完全异质

的 ,纯粹的存在意识是不占有空间的。因此柏格森将笛卡儿

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之间的二元论细分为质和量、知觉和概

念、紧缩和延伸、异质和同质、绵延和维度、内在和外在、单纯

不可分及非广延的和广延的、可分的区别。柏格森反对心灵

定域在物质性大脑之中的学说 ,认为纯粹意识不是由外部空

间的物质原因引起的 ,因此自我心灵实体就是完全自由的。

他们不是空间定域的 ,而只是内在的、非广延的流。柏格森

以为这样就为心灵实体的自由和价值意义得到辩护 ,从而将

价值从科学理性和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萨特以为“自为的

我”(for - itself)作为一个非广延的、不可分的、非空间的非物

理的存在 ,因而与“自在的我”(in - itself)的物理的、空间的完

全不同 ,“自为的我”是一个绝对的存在 ,是纯粹自发性 ,因而

完全是自由的。[ 16 ]

由此可见 ,与笛卡儿、伽利略、牛顿等思想家们一样 ,黑

格尔、柏格森等通过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及其性质的区分 ,

将人的自由等价值和意义世界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 ,以此

为价值和意义放入心灵实体领域的合法性辩护。从而从哲

学上回应了通过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将心灵实体

放逐在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之外的笛卡儿二元论传统。

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中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

观奠基于近代思想中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的二分法上 ,近代

西方文化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的理解也只有从形

而上学的实体观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因此克服近现代西

方文化中的两种理性的二分对立也只有从克服形而上学的

实体观才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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