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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哲学

黑 格 尔 的 思 辨 是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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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萧诗美(1956-),男 ,湖北黄冈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哲学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摘　要] 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在于他遵循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 ,把日常用语中极普通的系

词“是”(的意义或作用)理解成一种作为内部过程的绝对主体 ,因此他的逻辑学本质上是一种

关于“是”的哲学理论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 ,我们从“是”的角度去理解和不从“是”的角度去理

解 ,其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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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所谓思辨是学 ,依国人熟悉的名称 ,应该叫思辨逻辑 。把似乎人人都懂的逻辑叫做是学 ,仅仅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逻辑。在西方思想中本来就有一门关于是者(onto-)的学说(  logy)即逻辑

(logic)。黑格尔认为他的逻辑学大部分还是干这件事的
[ 1]
(第 48 页)。逻辑与“是”的亲缘关系我们从普

通逻辑中也能看出一些。普通逻辑研究命题“S是 P”的各种可能方式 ,而其基本规律是“A是 A”。这两

个公式除去变项后 ,真正的内容只有系词“是” 。费希特认为“A 是 A”就是逻辑系词的含义。黑格尔的

逻辑学不是一般的逻辑 ,而是所谓思辨逻辑或辩证逻辑 ,实际上等于哲学;但它依然“不是考察这是水 、

火 ,这是树 、人……等 ,而是研究`是' ”
[ 2]
(第 289 页)。仅《小逻辑》序言和总论中 ,就至少有三处明确讲到

这点 。例如他说:逻辑学的“内容不是别的 ,即是我们自己的思维 ,和思维的熟习的规定 ,而这些规定同

时又是最简单 、最初步的 ,而且也是人人都熟知的 ,例如 :̀Is' 与`Is not' ,质与量 ,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 ,

一与多等等”
[ 3]
(第 31 页)[ 4](第 63 页)。“但是这类熟知的东西往往又是我们最无所知的东西。例如 ,

Being 就是一纯粹思维规定 ,但我们平时决没有想到把`Is' 作为考察的对象。大家平时总以为 ,绝对必

远在彼岸 ,殊不知绝对却正在目前 ,是我们凡有思想的人日用而不自知的”
[ 3]
(第 50 页)[ 4](第 84页)。

黑格尔竞以“是”为绝对 ,说什么“是”是绝对的第一个谓词 ,绝对的第一个界说就是绝对即是“是”
[ 4]

(第 189 页)。我们说这是把“是”神秘化了 ,但也可以说是把“绝对”平凡化了 。至于“是”如何成为绝对 ,

马尔库塞有一个阐述:在我们周围 ,每一个是者都是一个此是 ,如(这是)一块石头 、(这是)一种动物 、(这

是)一个事件等等。因而我们断定每个个体它是某某东西 ,这就等于我们把“是”归于了此物。被归于某

物的“是” ,不是世界中任何一个特殊的是者 ,而是对于特殊的是者来说是普遍的 。这一点指出了这样一

个事实:存在着一个如此这般的“是” ,它不同于每个确定的是者 ,并且无论如何仍归属于每一个是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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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是的过程 ,真理也是一个现实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用一个命题来表达 。若用命题表示 ,只能是

上述辩证命题。因此“真理只不过是辩证运动 ,只不过是这个产生其自身的 、发展其自身并返回于其自

身的进程” 。同样 , “绝对本质上是个结果 ,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因为它的本性是现

实 、主体或自我形成”
[ 6]
(第 44 , 12 页)。要知道黑格尔一开始就说过“绝对”即是我们语言和思维活动中

日用而不自知的系词“是” 。黑格尔把实现真理的中介环节即现实的过程看做是绝对的积极环节;因而

绝对理念是一不断扬弃自身的无限判断 ,即从直接性向中介性或否定性过渡的环节
[ 4]
(第 402 页)。那么

这个绝对的真理 、理念 、理性到底是什么呢? 知黑格尔者莫过于马克思:“在黑格尔看来 ,形而上学 ,整个

哲学 ,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
[ 13]
(第 136 页)。什么是方法呢? 黑格尔答:“以自身为对象的概念……作为

概念本身就那样地是着 ,这就是方法”
[ 8]
(第 531 页)。这不就是甲如何是甲的方式方法或过程经历吗?

黑格尔说得够明确:“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 ,这种关系即`是' ” 。

“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
[ 8]
(第 551 , 537 页)。这与前文以“是”为例说明“逻辑学中的

思维规定是事物的内在核心”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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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cret of Hegel' s philosophy lies in his complying with the g reat t radition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understands the most ordinary copulative “be”(it s meaning or act ion)in everyday wo rding

as an absolute subject as an inner process.Therefore his logic is essentially a philosophical theory about

`being' .If through copulative “be” our understanding tow ard Hegel' s dialectic is ver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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