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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天人合一
”

的认识特征

赵 载 光

湘潭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

湖南 湘潭 引 】���

摘 要
� “

天人合一
”

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

其基础是整体有机的宇宙沦
。

表现在认识特征上则是系统思维

与意象思维
。

系统思维把人 与宇宙看作本质上互相贯通的有机系统
�意象思维注重事物表象和文化符号与人的精

神的交融作用 没有人的精神解读
，

符号只是死的符号
，

有了人的精神参与
，

符号与客观世界才变得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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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体对立的形式 比较
， “

天

人合一
”

的认识方式有 �个特点
�

系统思维与意象

思维
。

系统思维的认识方式
，

是以中国传统的有机

宇宙论为基础的
。

宇宙是一个大系统
，

人类社会是

宇宙火系统中的子系统
，

个体的 人是更小的 子系

统
。

由 于系统结构功能的相似性
，

人可以从认识宇

宙系统中认识 自我
，

也可 以从认 识自我 中认识宇

宙
。

这是与现代系统哲学的双透视理论相似的一

种 认识方式
。

欧文
·

拉兹洛说
� “

一 个内省存在的

心灵事件系统
，

就很可能是一个被外界观察的物理

事件系统
。 ” “

当观察者描述系统时
，

它实际上是在

描述 自己
。 ’ ，

川

在这种认知系统里
，

主体和客体是不分离的
，

因为 自然是相依共生的系统整体
�
精神和物质也是

不分离的
，

因为精神是人体有机系统的功能
。

宋儒

张载说
� “

因明至诚
，

因诚到明
，

故天人合一
”

�《正

蒙
·

乾称 》�
。

这是从认识的角度阐述天人合一的
。

认 识之 明
，

可 以认 识宇宙本原即人性本原之
“

诚
” �

反过来说
，

体 认人性本原之
“

诚
” ，

也可以达到认 识

世界之明
。

宋代新儒学的认 识是以道德认知为中

心的
，

因此
，

认知的 目标是要达到
“

民胞物与
” 、 “

上

下与天地同流
”

的境界
，

与 认识客观世界规律为 目

标的主客分立认识方式有所不同
。

主客分立的认识方式
�

是人们在观察周围世界

中建立起来的
，

是 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
。

先秦的墨

家和名家注重机械度量和概念分析
，

发展 了这方面

的认识
。

但儒家以思孟学派为代表轻视这种认识
。

《中庸》 ��� 章�提出
“

诚则形
、

形则著
、

著则明
、

明则

动
”

的道德认知路线
�《孟子》主张

“

尽心
、

知性
、

知

天
” �道家的《庄子》则主张

“

同天人
，

均彼我
” 。

儒道

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天 人合
一

的 认识论
。

秦

汉 以后
，

儒道 �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

墨家思想

渐次湮没
。

张载称主客分立的认 识方式为
“

客感
、

客形
” ，

他认为这种认识把 自我与整个世界分离开来
，

容易

形成
“

意
、

必
、

固
、

我
”

的蝙狭和 自私
，

只有
“

与天为

一
”

才能达到
“

民胞物与
”

的精神境界
。

程颗说
� “

知

心便知天
，

知之便知性
，

知性便 知天
， 、 �
�处便 认取

，

更不 可外求
。 ”

�《二程语录 十 二 》�
。

他解释 《 孟 子》

的
“

反身而诚
”

就是破除身与天之对峙
，

也就是破除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

破除主客体的对立
，

有利于人与 自然的统
一 ，

有利于道德精神的提升
，

但不利于向外的认知具体

世界活动的展开
。

程朱学派看到 了这 一点
，

提出天

人合一于
“

天理
” ，

即人与 自然的统一是共同的规律

和价值
。

程颐说
� “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
，

但在天则为

天道
，

在地则为地道
，

在人则为人道
。 ”

�《 �程语录

二上 》�
。

天与人相通的是共同的道或理
，

人心能认

知这些道理
，

所以说尽心就能知睦
，

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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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天人合一

”

的认识特征

展了这种观念
，

他说
� “

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
，

而心

则管之
。

心既管之
，

则其用实不外乎此矣
。 ”

在这

里
，

朱熹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做了明确的区分
�

“

此是以身为主
，

以物为客
，

故如此说
。

要之
，

理在

物与在吾身
，

只一般
”

�《朱子语录卷十八》�
。

我们

今天说的主体
、

客体的概念实际上是从古人那里得

来的
。

程朱派的主客相分
，

最终仍然要达到人与天

精神上的合一
，

这是儒学的道德价值取向决定的
。

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本原论
，

强调的是人与 自然在

本质上的统一
。

马克思说
� “

人同 自然界完成了的

本质的统一
，

是 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
，

是人的实现

了的 自然主义和 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 �’ 〕宋

代新儒学强调人与 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
，

目的在实

现儒家的人道主义理想
。

天人合一认识的第 �个特征是意象思维
。

在

天合一认识论 中
，

人 与认识世界的符号体系的关

系
，

也不同于西方的主客相分的形式
。

卡西尔把人

定义为
“

符 号的动物
” ，

认为人类的特点就是能创造

符号
，

并用这一些符号来认知
、

把握和创造世界
，

这

就是文化
。

他说
� “

符 号系统的原理
，

由于其普遍

性
，

全面适用性
，

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

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
。 ” 汇’ 〕他把符号世界或

者说文化世界看作是主客观对立的 �个世界之外

的第 �个世界
。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
，

也探索了认

识者与文化符号的关系
。

魏晋玄学有所谓
“

言意之

辩
” ，

言就是符 号
，

意指语言文字代表的意义或意

境
，

这种观念源于 《易传
·

系辞》对易卦的象
、

辞
、

意

的辨析
。

王弼主张
“

得意忘象
” ，

认为卦象和语言符

号最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意
，

而不是符号本身
。

意

是 认识者在创造符号和接受符号时所赋予的生命

解读
，

它把人的生命精神与符号系统紧密结合在一

起
。

意 可以用符号表达
，

但符号不等于意
，

离开了

人的精神的解读
，

符 号就等于没人认识的古代文

字
，

变成无意义的线条或声音
。

符号系统之所以能

产生巨大的文化功能
，

就在于它在创造和接受的过

程中
，

不断地把人的生命精神结合其中
，

这是意与

言的统一
。

另一方面
，

符号在传递当中
，

一个人所

理解的意
，

往往不能被语言完全表达出
，

这是
“

言不

尽意
” 。

《易传
·

系辞》说
� “

子 日
� ‘

书不尽言
，

言不尽

意
’ ，

然则圣人之意
，

其不可见乎�
”

回答是
� “

圣人立

象 以尽意
，

没卦 以尽情
。

系辞焉 以尽其言
。 ”

认为

《周易》的卦象与辞可以表达这种意
。

王弼在《周易

略例
·

明象章》中则以《庄子 》的观念来解释言
、

象
、

意三者之间的关系
，

把它们看作由外至内互相关联

的 �个层次
。

而人的认识的目的
，

是要获取最深层

次的意
。 “

言者所以明象
，

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

意
，

得意而忘象
。 ”

这里的象指卦象
，

推而广
一

之也可

指事物的表象
。

《系辞上 》说
� “

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

颐
，

而拟诸形容
，

象其物宜
，

是故谓之象
。 ” “

辞也者
，

各指其所之
。 ”

象是用形象来表达事物的复杂内容
，

作为辞的语言文字则是指称具体事物的
。

王弼认为
�

辞是说明象的
，

而象里面所蕴含的
“

意
”

才是 人 们认识 中要 获取 的最根 本 的东 西
。

“

意
”

不同于西方语义哲学所说的意义
，

意义是抽象

的
、

反思性质的
。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说
� “

当他从涌

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象梦景中
，

能够集

中于醒着的一瞬
，

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
，

清晰并更

加宁静地观察它
，

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

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
，

这时人就显出了反

思
。 ，，� � �他认为这种从表象反思特征的抽象能力

，

是人的
“

灵魂语言
” 。

认为语言的产生
，

是人运用符

号表达事物的过程
，

是人把反思的结果用符号清楚

地表达出来
。

王弼的
“

意
” ，

同样是从涌 向感官的表象中获

得
，

但他不需经过分析的反思
，

而是通过直观的领

悟
。 “

是 故存 言者非得象者也
，

存象者非得意者

也
” ， “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
，

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 ”

�《周易略例
·

明象》�
。

意与象和言虽然互相联系
，

但执著于后者
，

前者就会失真
，

所 以言
、

象只是 工

具
，

用来获得意
。

获得了意之后
，

工具也就可 以不

要了
，

达到
“

忘象
” 、 “

忘言
”

的意境
。

“

寄言出意
”

的观念来 自道家
，

这种观念认为言

只是意的载体
。

《庄子
·

外物》篇说
� “

签者所以在

鱼
，

得鱼而忘签 �蹄者所以得兔
，

得兔而忘蹄 �言者

所以在意
，

得意而忘言
。 ”

庄子的得意忘言
，

是与
“

忘

物
” 、 “

忘我
”

的
“

坐忘
”

相联系的
。

《庄子
·

大宗师》

说
� “

庸诅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 ”

成玄英疏
� “

此则泯合人天
，

混同物我者也
。

夫圣人者
，

诚能冥真合道
，

忘我遗

物
。 ”

从认识的角度说
� “

泯合人天
” 、 “

忘我遗物
”

就

是消除主客体的对立
。

庄子要泯合人天
，

是为了达

到一个审美的意境
，

精神 自由的意境
，

他认为这也

就是真知获得的途径
。

王弼发展了这种思想
，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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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意
” ，

是要认知生命和宇宙的本原而不是现象世

界
。

魏晋玄学从言意之辨推出现象和本体问题
，

“

得意忘象
”

是 自我对本体的直接把握
。

在天人合

一的意象思维中
，

主体的人可以对世界进行直观的

把握
，

语言符号只是过渡的工具
。

宋明新儒学也发展了这方面的认识
，

并力图把

它建 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上
。

程颖提 出
“

识仁之

体
” ，

王 阳明主张
“

致 良知
” ，

都是指人心对道德本体

的直接把握
。

意象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
。

宋明儒学认为它

是人通过向内的体认生命认知道德的过程
，

也是通

过 向外 的直观把握世界的过程
。

前者是
“

因诚至

明
”

后者是
“

固明至诚
” 。

向外
、

向内 �个过程本质

上是统一的
，

人的认知系统与宇宙自然系统是相通

的
。

在这种 认识中
，

言 �语言
、

符 号�象 �表象�都只

是起一个中介或桥梁的作用
。

人的认识要获得的

是
“

意
”

�意境�
，

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而形成的主

体对认识对象的精神解读
。

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产

生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方法
。

在中国哲学史上
，

它

与主客体分立的
“

格物穷理
”

方法
，

既有矛盾又互相

补充
。

天人合一 认识论的长处是能够克服主客分

立的认识方式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

如主体
、

客体�佳

是第一性的问题
，

二者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
。

这是

西方哲学家的基本问题
。

并由此引发精神 与物质
，

本质与现象的无休止冲突
。

主客相分的认识方法
，

因为把主体 与认识对象

绝对分离
，

客体变成了无生机的刚性物质
，

���以分成

无限小的颗粒
，

却忽视 了其间的联系
。

怀特海说
�

“

存在的相互联系是理解的本质
。 ’，

�’ �这种联系不只

是物体之间的联系
，

还包括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

质
、

能量与信息的联系
。

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
，

可以

说与现代有机论和系统论的认识论不谋而合
。

天人合一认识的弊病是忽视 了对外在世界进

行实测实证的具体分析
。

妨碍了机械科学的分析

方法的发展
。

它的合理方面是把人与 自然看作 互

相联系的系统
，

以系统的透视来 认识自我和宇宙
，

并且把人体生命的认知活动与能力作为其创造的

文化符号体系的意义源泉
。

人的精神主体是 自然

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

而世界的意义需要人的精神解

读才能获得
，

这是存在论意义的天人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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