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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新与时代需要接轨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 邓晓芒著《思辨的张力 》评介

王 荫 庭

80年代以来
,

对黑格尔哲学真正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已逐渐成为我国黑格尔哲学论坛的主流
。

十多年间发

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

也出版了若干立意新颖
、

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小册子
.

然而
,

以整个黑格尔哲

学系为对象
,

在总结现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

从一个崭新的基本观点出发
,

系统地展开全新的阐述
,

独树一帜

地形成一个从最一般的层次解释黑格尔哲学的观点体系
,

不能不承认邓晓芒先生的专著《思辨的张力— 黑

格尔辩证法新探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 9 9 2年出版 )首开其端
。

该书之所以取名
“
思辨的张力

” ,

因为作者认为
,

在黑格尔整个辩证法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或

两个杠杆
,

即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 ,这两种起源于古希腊
、

尔后一直支配整个西方文化的精神
,

在黑格尔哲

学中第一次达到了完整的融合
。

作为理性主义思辨哲学的黑格尔哲学就是由这两大因素之间对立统一的张力

系统构成的
。

所谓努斯精神
,

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贯彻于整个体系的
、

构成黑格尔辩证法能动灵魂的否定原

则
。

而真正的辩证否定则是 自否定
,

它既表达了辩证法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主体性
,

又表达了万物自己运动的

本原和动力
。

所谓逻各斯精神
,

在黑格尔哲学中同样表现为贯彻整个体系的反思的思维方法
.

反思使黑格尔辩

证主体的进展获得了自身肯定的确定性形成
,

从而成为有规律的
、

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过程
. “
思辨的张力

”

也

可说是作为同一
“

理性
”
能动过程的内容和形式的自否定和反思之间的辩证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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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著的这一基本思想至少在迄今为止国内黑格尔哲学研究中是一种崭新的
“

视界
” 。

该书从头至尾系统地

发挥了这一基本思想
。

每章
、

每节
,

甚至每小节
,

作者都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别开生面
、

深刻隽永的思想
,

不时

跟数十位世界级或国家级著名黑格尔专家或哲学家进行对话
,

或肯定他们的成就
,

发挥他们的思想
.

或提出不

同见解
,

与之商榷
、

辩难
.

无论独白还是对话
,

总是揭举证据
,

进行或详或略的分析论证
,

以晓畅的文笔讲出一

番自成体系的道理
。

在各个适当的地方
,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评述黑格尔思想的言论也作了新颖独特的解

释或详细充分的阐述
。

这一切说明一个道理
:

黑格尔辩证法不是象某些人以为的只是
“

一些辩证思想的闪光
” ,

而乃是
“
一种一贯的逻辑思想和体系

” 、 “

一种系统运用的方法
”
(第 255 页 )

,

其中蕴藏着革命因家和合理 内核
“

至今仍须大力挖掘
” (第 5 3。 页 )

.

全书表明
,

作者对于古希腊哲学
、

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
,

以及德国古典哲

学 (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 )有着精深的研究
,

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
、

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学派和中国哲学也有

相当的造诣
。

这些就是保证该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实力基础
。

邓著无疑首先是一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术专著
。

这里我只想向范围更广泛得多的读者
,

就该书关于黑

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和意义的独具特色的论述
,

作几点简略而颇有代表性的介绍
。

首先
,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或最根本规律是什么? 几十年来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是对立统一规

律
,

只有肖混煮教授 1 9 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第 2 期上公开提出不同意见
,

认为应该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

邓

著指出
,

肖文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身的理解尚有欠妥之处
,

未能清楚阐明否定原则与矛盾或对立统一原则之

间的关系
.

对于这样一个如上重大而繁难的间题
,

要求邓著一下子解决
,

做出大家比较都接受的答案是不现实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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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
,

而矛盾原则和质量互变原则都不过是否定原则的一种体现
。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
,

邓著只是引证

了恩格斯一段关键怀的话
: “
马克惠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

” ,

即
“

按本性说是对抗的
、

包含着矛盾的

过程
,

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
,

最后
,

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
” ,

然后写道
: “

可见正是在马克思

恩格斯眼里
,

否定之否定被看作其他辩证规律的核心
” (第 2 16 页 )

,

此外没有作更多的分析
.

然而
,

对前述流行

观点所源自的列宁《哲学笔记 》
,

邓著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

他的结论是
:

列宁虽然说过对立统一是辩证法实

质的话
,

但
“

并未作定论
” ,

他还
“

在斟酌和探索
” ,

他的具体言论表明他已意识到辩证法
“
不仅是对立面统一

” ,

而且还有某种更深入的
、 “
需要说明和发挥

”

的东西 (第 227 一 229 页 )
。

从邓著发表之日开始
,

可以说
,

任何一个

严肃的理论工作者
,

都不能不顾它的存在而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断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

质了
,

这是邓著的一个最起码的毋庸质疑的成就
。

其次
,

在阐明否定原则的同时
,

邓著还指出
,

在黑格尔那里
,

真正的对立面是指同一个东西自己建立的自

己的对立面
,

它是自否定的产物
,

矛盾则是这个对立面与它所否定的那同一个东西的关系
。

所以
,

不能象通常

所做的那样
,

把辩证哲学的矛盾范畴看成两个预先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外部冲突
,

或它们通过相互排斥而产生

的地位转化和循环
,

也不能把这种矛盾看成一个事物内部现有的两个方面或两种成分
、

两种因素的相互矛盾
,

这种做法用两个东西的外部冲突掩盖和取代了同一个东西的 自相矛盾
,

从而把辩证的矛盾观降低到了黑格尔

所批评的外在知性的矛盾观
.

在吸取汪莫基先生意见的基础上
,

作者进一步指出
,

用
“

矛盾
”
一词来翻译黑格尔

的
“ w ide

r sP r
cu h ”

是不恰当的
,

如果不能更换译名
,

也必须对中文
“
矛盾

”
一词的习惯意义与 w ide sr rP u c h 范畴的本

来含义之间的重大区别广泛地进行解释
,

决不能为了通俗而损害科学性
.

再次
,

邓著严肃批评大多数流行的出版物把
“

发展
”
与

“

过渡
”
混为一谈的错误 (第 2朽 页 )

。

不能不承认
,

这

一批评也是很中肯的
.

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中写道
: “
发展是本质的变化

,

本质的变化意

味着新事物的产生和 旧事物的灭亡
,

即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
. `

产生
’

和
`

灭亡
’
是揭示发展概念具体 内容的

两个本质环节
” (上册第 260 页 )

.

肖前等先生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也是这样解释
“

发展
”

的
,

不过多了一

个循环定义
,

即一方面用新旧事物的转化
、

过渡来定义发展
,

反过来又用
“

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

来定

义
“

新旧事物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
” (该书第 15刁一 155 页 )

.

间题在于光凭新旧转化
、

过渡是无法揭示发展的本

质内容的
.

邓著则认为
,

理解发展概念所必须的两个本质环节不是
“

产生和灭亡
” ,

而是否定 (即自否定 )和内在

目的
.

首先发展只能理解为一连串的否定过程
,

如马克思所说的
: “

一切发展
.

不管其内容如何
,

都可以看作一

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
,

它们以一个否牢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

的存在形式
.
”
否定当然包含

“
旧的灭亡和新的产生

”

的意 思
,

但后者并不等于前者 ,只有作为同一个东西的 自

否定的那种新旧过渡才构成
“

发展
”
的内容

。

此外
,

邓著对黑格尔关于 否定原 则和目的论原则
、

目的论与必然性

的紧密关系的思想也作了详细而深刻的评述
.

他指出
,

黑格尔是
“

将
`

发展
’

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内在 目的论联

系在一起
”

的
。 “

衡量
`

进步
’

与
`

退步
’ 、 `

发展
’
和

`

倒退
’ 、 `

高级
’
和

`

低级
’

的标准
,

只有靠目的论及由此带来的

诊填移才能建立
” ,

如达尔文的
“

进化论
”

就包含一个未言明的前提
:

人是目的
, “

有了这个前提
,

进化论才能对

生物界划分等级
:

接近于人… …就是高级的
,

否则就是低级的
.

如果去掉这个标准
,

单纯以生存斗争或
`

适者生

存
’

的理论作纯客观描述
,

那就无所谓
`

进化
’

了
,

一切生物的
`

进化
’

都完全可以说成是
`

退化
’ . ” (第 176 页 )当

然
,

这里要说的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
“

内在 目的
” ,

它既非神学 目的或外在 目的
,

亦非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

的内在 目的
.

至于什么是
“
内在目的

” ,

邓著和梁志学先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自然哲学中的 目的性与因果

性 》一文 (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 》一书 )中有很好的说明
.

邓著中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
,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感兴趣的读者
,

看了以上的

介绍之后
,

产生仔细研读《思辨的张力 》一书的愿望
,

我就认为达到了自己写作本文的目的了
。

(责任编辑 彭昌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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