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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一个精神哲学新体系，揭示了精神的本质是“知”，用现象学方法得出了“知、明、我”
三位一体的结论，再以此为进路，结合因果同一性原理阐述了精神心理现象的由来与发展过程、机制
和因果根据，论证了“一体两观”的心身关系。
与精神现象相联系，本书阐释了自我的四个层次，着重论证了自我的由来，证悟了先哲关于“宇宙一
我”的直觉结论。
阅读本书可以在系统领悟精神意蕴的同时，也会对世界的人生获得一个较圆通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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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作为一个觉知者，它应该具有一种普遍的觉知能力。
正像人作为一个认识主体能够看见周围的一切一样，这个觉知观念的脑内知者也应该能够觉知脑内的
一切，即除了觉知各种观念之外，还应该觉知脑颅内的细胞组织和神经冲动。
但事实上，这个知者对于脑内的物质结构与活动是毫无觉知的。
如果这个觉知者不能够觉知脑内的物质性存在而只能专门觉知观念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具备专门辨识
各种观念或映象的机构，即某种类似感官的东西。
这样一来，这个觉知者就成了一个五官俱全的脑内小人了，它无异于宗教神学中所说的灵魂实体，这
与科学精神不符。
    第三，所谓觉知者，也即是一个“知”的主体。
但一般公认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如果再在人的头脑里又设置一个觉知者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主体中
的主体，这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若有主体中的主体，也就可以有主体中的主体中的主体⋯⋯从逻辑上讲，作为认识过程之终端的东西
应该是自知的(即不应该再由他者来觉知它，否则就不是终端了)。
如果不想在脑内设置灵魂的话，观念或主观映象本身就应该是一自知性的认识终端。
    综上所述，假设存在一个脑内觉知者的主客体分立的觉知模式，在逻辑上不能自洽，不能合理地说
明觉知的发生，并且也与上面关于“知”不能用关系来理解的分析结论相违，因而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一种常识性的误认，是把日常所见的人．与物的关系直接搬进头脑里来解释觉知
之理的一种尝试。
然而，克服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觉知模式(或意识模式)乃是哲学史上长期努力的目标，是自莱布尼茨以
来就已着手解决但又始终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认识论问题。
    关于观念由谁来知问题的第二种见解是认为，无须假设觉知者，观念或映象是由脑本身来觉知的。
这种观点为心脑同一论等一些学派所赞同，但也面临以下几种反对理由，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如果脑本身能够觉知观念，那么它也就是一个有知的东西，作为一有知的东西，除了觉知观
念之外，还应该能觉知进入自身的其他东西，像传人脑内的神经冲动和流人脑内的血液等东西。
事实上，对于这些东西，脑是毫无觉知的，因此它就不能算是一个有知的东西，从而观念也不能由脑
来觉知了。
    第二，观念不是实体，它虽然依存于空间事物(脑组织)而存在，但不占有物质空间，它不是在头脑
内或皮层上客观地存在着而成为脑所面对的实在对象。
观念是精神现象，科学仪器检测不到它的影迹，它与物质是完全不同质的存在，因而我们不可将观念
与物质的脑拉扯到一个水平上来谈论。
这样，如果将观念作为脑的觉知对象也就显得不合逻辑了。
      以上我们简述了斯宾诺莎的两面论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可看到这是一个卓越的唯物主义哲
学体系，它合理而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且思想严谨、逻辑缜密。
因此，斯宾诺莎也是两面论的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然而，这一卓越的理论并未得到世人的广泛接受，由于种种原因，其深刻的思想和意义未能得到人们
的真正理解和应有的重视，相反，它也受到了各种不当的批评和指责。
比较普遍的一种批评是指责这种两面论有物活论的性质，此外，还有人说它是一种二元论、心物平行
论等。
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做评述。
不过，我们也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确有一些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思想属性”的表述是不
妥的。
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属性”有本质之义，那么“思想属性”则是表述精神现象的本质，即以思
想为精神的本质。
这虽然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如笛卡儿也持此见)，但却是错误的。
在前面第二章中我们已论证了精神的本质是觉知(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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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乃是一种复杂形式的心理活动，而不是精神现象的本质。
因而，若用广延与觉知作为自然实体的两种基本属性则会更确切些。
一般的物质可设想其具有某种极微弱的觉知，但它决不会有思想能力。
    斯宾诺莎的两面论思想对以后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得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
义者的拥护。
拉美特利虽然主张人是机器，但他也认为思维是物质的属性之一。
他说：“我承认，思维很难与有组织的物质分开，因为我看它就是后者的这种属性，如象电，运动力
，不可渗透性，膨胀性等等一样。
”他还说：“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具灵性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植物却是其中灵性最少的。
”不过他认为，植物和矿物的“灵”只是一种萌芽的东西。
爱尔维修也持有物质有感觉的观点。
他赞同一位化学家的话：“我们在物体中认识到两类性质；一种性质的存在是持续的，不可改变的，
如不可人性、重量、可移动性等，这些性质属于一般的物理学。
在同一物体中，还有另一些性质，这些性质的存在是变化无常的，通过内部各个部分的某种组合、分
散或运动而交替地产生或消灭。
⋯⋯为什么在动物界中，组织机体不应该以类似方式产生那种我们称为感觉能力的特殊性质呢?医学和
博物学上的一切现象，都明白地证明了，动物中的这种力量只是身体结构的结果。
”这里，拉美特利和爱尔维修认为物质具有思维属性或感觉、或有“灵”的萌芽的观点，与斯宾诺莎
关于自然实体具有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的论点是类同的，只是改变了一下表述方式，即将自然实体改
称物质、将实体的样态称为物体了。
物质或物体具有思维或感觉，也即具有心理与物理两个方面(物体具有物理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双透视理论是拉兹洛的又一有重大意义的创建。
拉兹洛的哲学立场是既不赞同二元论，也不赞同物理主义的还原式心身同一论。
他承认心灵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差异。
启明星与长庚星之间的同一性可以通过调整观测方式(如连续地观察)而实现出来，但颜色和声音则不
论怎么调整观测方式也不能实现与神经活动的实际同一。
心灵事件是由自我经验形成的，它的全体构成“认知系统”；物理事件则是通过认知系统以一定的方
式和过程建构出来的非我客观对象，它的全体构成“自然系统”。
但是，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二元存在，拉兹洛为此提出“双透视理论”来统一二者
的关系：世界上独立实在的只有一个心理一物理统一系统，认知系统与自然系统是由于以两种不同的
透视方式来观察统一系统而产生的现象。
当从(统一系统的)内部作内省观察时所得到的是心灵事件的认知系统；当从外部来观察时所得到的是
物理事件的自然系统。
换言之，“从内省角度看，自然系统是认知系统(同样，从外部观察，认知系统是自然系统)”但鉴于
认知系统与自然系统是同一心理一物理系统的两种透视的表现，因此这两个系统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关
系，而是各自形成一条因果链条。
“人类心灵就不再作为一个连接到物理化学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不可证实的环节。
相反，它构成了另一类事件的链条；该链条中的因果性环节不再是物质过程，而是认识过程。
”再将双透视原理具体运用到人身上，“人”就是一个心理物理一元实体，心灵和大脑则是“人”的
两个“不同透视方面”；心灵与大脑也不相互作用，而是平行而对应地并存于“人”之中。
这样，“我们不需要把幽灵引入机器⋯⋯我们有一个幽灵，也有一台机器，当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时，
发现它们构成了具有同一性的系统”。
有心灵的人类是从低等生物进化出来的，拉兹洛主张进化的渐进性，他说：  “在进化论中，没有任
何东西表明非精神活动性的生物祖先会突然出现精神活动。
当然，精神活动的形式可能进化，并跳跃地进化，但这样的假定，即在进化的某一特殊时刻，纯粹的
物理化学组织系统会突然转变为心理一物理系统，则是武断的，毫无根据的。
”从而，合理的结论是，“自然普遍具有心灵属性”，但心灵事件不应局限于人的感觉经验，“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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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组织化的感觉”也是心灵事件。
    以上是双透视理论的基本内容，拉兹洛将其总结为一个双透视定理：不可还原的各种精神和物理事
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一物理系统，它可以通过各自的理论的不变性来揭示。
系统哲学的基本实体是非二元论的心理一物理系统，叫做“双透视的自然一认知系统”㈤。
并又概括出三条原则：(1)承认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的相互不可还原性；(2)建立物理事件组和精神事
件组各自的模型；(3)研究这些模型的同型性。
“利用同型性模型揭示的一致性是根据双透视(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观察)自然—认知系统概念综合得到
的，它是本体论的基本原则。
     通过以上对神经元电活动之过程与方式的介述和分析，我们初步说出了“由神经到精神”的机制。
这意味着，可意识到的明态精神心理现象直接是由神经电活动引发的电磁场物质(光子)所产生的。
这合理吗?我们认为其合理性有两方面：第一，光子群体乃是电磁场的实质内容，而电磁场的形成则是
神经电活动的总体效应的完整体现。
现代心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心理现象(明态精神)的产生是与大脑神经电活动相联系的，那么由大脑
神经电活动引发的电磁场物质来产生明态精神现象也是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符合的。
第二，由光子群的加和作用来产生明态精神现象也很好体现了大脑皮层感觉区的构造特点——有高度
发展的颗粒层，大数量相同的星形细胞的同步电活动能(比在其他脑区)更好地强化电磁场光子(“微觉
”)的加和效果。
其他方面，诸如有人认为大锥体细胞的强烈发放(神经冲动)是产生心理现象的机制，但这种说法完全
不能体现感觉皮层的构造特点，因为感觉皮层区的锥体细胞层是相对不发展的(相反，运动皮层区的锥
体细胞层则特别发展)。
实际上，感觉区中(因信息传人)大量星形细胞同步电活动而产生巨大加和作用形成明态精神时，相应
功能区中的大锥体细胞也将会产生高频率的传出性神经冲动，但这是由于功能柱内大量星形细胞的同
步电活动的兴奋传出作用于大锥体细胞(的树突)之上所导致的结果。
因而，当感觉区内部的同步加和性电活动越强，其大锥体细胞的传出性发放也越强，并会使接受其传
人的其他有关脑区的神经电活动(包括它们的锥体细胞的发放)也增强。
反之，大脑感觉区的大锥体细胞的发放增强时，也意味着皮层内部的星形细胞的同步电活动在增强；
即这种大锥体细胞的发放增强乃是感觉皮层内部星形细胞的同步电活动之增强的结果与表征。
明态精神现象实是由星形细胞群体的同步电活动所产生，而非由大锥体细胞的强烈发放产生。
再者，关于微管是产生心理现象的结构之言也不能体现感觉皮层的特点，因为一切神经元中都具有微
管(一种微小的细胞器)。
此外，若认为是构成神经电活动之实体的钠一钾离子交换事件产生了明态精神现象，也不妥，，因为
钠、钾离子都是原子，是多种粒子的复合体，其内杂存着多种“微觉”，故难以形成加和作用(参见前
面的分析)。
神经电活动所产生的同种光子群，都具有同样的“微觉”，则可以形成加和作用(或加和效果)。
若是这样，那么太阳光和电台的强电磁发射是否也会产生出很强的明态精神来呢?对此可这样考虑：一
方面，太阳光和电台发射波都是多种光子的杂合体，不符合加和的单一性要求(即同种觉知状态聚集才
会产生加和效果——增强明度，不同觉知状态会聚则只能杂存，不能加和)。
另一方面，即便它们的某些部分产生了加和效果，那也只是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孤立的明态觉知(某种色
觉、音觉等)，而不会出现协调统一的心理活动。
下面，再进一步归纳一下我们上面所述的“由神经到精神”的机制。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与自我现代观>>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许多熟知的概念、范畴，人们自以为已经有所知，实际上并不真知。
对于这类概念、范畴，能觉悟到没有真知，而又能去求索其真知，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和探索
。
例如，在西方哲学的古希腊阶段，柏拉图对人们经常说和写的“存在”(einai,英译being，德译，sein， 
中译在“存在”之外，还有“是”、“有”)，就最先觉悟到，虽然人们以为知，却并非真知。
他说：“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
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柏拉图《智者篇》244a)。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卷首引述柏拉图这段话后发问道：“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
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
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存在与时间》，三联，修订译本第1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柏拉图早就提出了“是”或“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
，却一直没有真正深入去追索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被耽误了。
可以说，海氏的哲学创造，恰恰是在柏拉图之后对“是”或“存在”所做的深刻觉悟和探索。
    所有的哲学家没有不重视概念或范畴的，并且都有自己特有的概念或范畴。
如果说不同哲学展现出不同的世界观，那么其世界观也都是借助不同的概念或范畴加以规定的。
由此可知，概念或范畴的创造和使用，都具有以不同视角展现世界的重要意义。
甚至可以说，一个概念、范畴，就内含一种世界。
就此而言，说概念或范畴是人类思维所创造的最艳丽的花朵，一点也不为过。
不同时代的区分，是以不同的概念或范畴为标志的。
一切新的创造物的出现，必定有新的概念或范畴诞生。
任何概念或范畴，在人们把它创造出时，总是已经赋予它的特定意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概念或范畴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以至概念或范畴的原初意义可能会丢失。
特别是，一些内涵深广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在这种时间转移中，由于被广泛和不间断的使用，包括不
同文化所做的转译，使人们反而模糊了对其本真内涵的理解和把握。
例如，海德格尔指出，在logos从希腊文被罗马人翻译成拉丁文时，就使其在希腊时那种自显现的具有
生命本源活力的意义被僵化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海德格尔对此十分感慨。
他认为，西方自罗马人对logos转译所造成的这种意义丢失，致使西方人长时期陷入“无根”的状态。
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常见和常用的概念、范畴，不能认为它们的本真之义，都得到了真切的理解，特
别是其中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其本真之义最值得探索再探索，这个不仅会有助于弄清决定民族文化
乃至人类文化生命本源的根基，而且只有从这个根基出发，才能求得文化的创新和健康发展，    应当
说，对于已经被人们认为“熟知”的概念、范畴，能够跳出常规认识的眼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进而能对这种概念、范畴返璞归真，追索其本真之义，就更不容易了。
这不仅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修养，更需要有超常的开悟灵性，苹果熟透落地，千百年来没有人发生疑
问，习以为常。
但牛顿却超常的有所悟，并进而发问：“苹果为什么不飞上天去?”可以说，“地心引力”、“万有引
力”的发现，都自此悟此问而始之可能。
就是说，如果能超常开悟，那么在理性的概念思维之外，还必须具有非理性的悟性思维或“象思维”
。
老子说：“大象无形”；又说： “有生于无。
”在常规认识看来，老子的话都属不可思议，其实，老子的话，不过是其超常认识的表现。
常规认识，无论常识性的还是科学性的，都在不同层面的理性的概念思维之中。
老子的话则要人们，超越这种常规认识，或者说把这些常规俗见虚无化，任思维在“大象无形”的最
自由的思维空间里翱翔。
思维只有在这种“无”中，才有可能提出新问题，才可能创生出前所未有之“有”来，此之谓“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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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之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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