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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发生学作为观念与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运用日渐频繁，使用范围

日渐广泛。然而，一些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存在着误解，最常见的是将发生理

解为起源，将发生学理解为起源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是由于混淆了观

念的发生与事件的发生。观念的发生与事件的发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

调主观认识，后者强调客观现象  

  ，因此，发生学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而起源学研究事件在历史中的

出现；发生是逻辑推理概念，而起源是历史时间概念。  

  由于起源研究的是事件在历史中出现的源头，因此，起源研究在方法论上

具有实证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但是，任何事情的起源从

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以事件的发生作为起源，必然导致起源的绝对化，并且

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而发生学研究观念的发生恰恰能弥补起源学研

究事件发生的不足。观念的发生强调知识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事物从一个

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性的过渡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

念进行推理，从而有效解决了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以及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生

成机制的问题。与起源研究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反，发生学研究通过探究

认识的结构生成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解决了起

源研究忽略主体性、只注重事件形式而不注重功能的不足。与起源研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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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学研究具有客观性与历史性。  

  因此，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角，发生学强调的是对主客体共

同作用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运用，这样，发生学就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事件的发

生以及相关的起源概念明显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观念发生与事件起源的不

同，严格意义上的发生学就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作为认识论，它有别

于强调认识结果的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它有别于研究事件起源的实证主

义。  

  发生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是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发生学研究应归功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那么，人文科学发

生学研究则应该归功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是解释新

的事物是怎样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构成的，其前提是，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

在每一次理解中，总有一定程度的发明被包含在内；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

阶段过渡，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志，而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

于新结构的构造机制问题。因此，发生学探究与认识相关的结构生成，不仅研

究认识如何发生，也研究认识为何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发生学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标志着人文科学

学术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静态的现象描述到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

析，从注重外在形式要素的研究到注重整体内容与功能的研究，从对主客体相

互作用的结果的研究到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研究，从事件与现象的历史性

研究到观念与认识的逻辑性研究。就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与跨

学科研究是必要的方法与途径。关于人文科学发生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人类

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在研究神话时指出，任何神话或神话中的片断，如果

不能和同一神话的不同异文或是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神话相对照，那么它们

将不会被人理解，它的每一个可与同一神话中的其他细节或别的神话相对的细

节，尤其是在其逻辑结构、具体内容，直到细微末节方面似乎都显得矛盾。事

实上，就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比较的基

础上才能从人类行为整体中寻求普遍性与规律性，而这种普遍性与规律性正是

人文科学作为科学正题法则的重要保证。  

  发生学还必然是跨学科研究。人文科学都以人作为认识主体，都涉及到人

的思维认识发展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不仅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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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而且相互阐释，这使得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具有跨学科

研究的特征。实际上，仅仅从认识的发生看，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也必然是跨

学科研究，它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与领域的联系

尤为密切。首先，人文科学的发生在本质上因于人的需要，因此，人文科学发

生学首先必然要涉及心理学；其次，人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作为主客体相互作

用的产物，人文科学不仅因于机体的主观需求，也因于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

这就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第三，作为认识的工具，语言是人文科学建构的基

础，因此，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必然涉及到语言学。此外，由于语言与宗教、

文化等相关学科密不可分，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有可能牵涉到人文科学所有领

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  

  在中国，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方兴未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文科学发

生学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方法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不仅认识其意义，也

要认识到问题，而最为根本的，是将发生学研究付诸实践，在整体上推动人文

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生学只是认识论与方法

论的一种有效途径，它能有效解决事件发生与起源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但不

能解决所有问题，仅从科学要求的客观性而言，它也只能是“通过逐步接近而

困难地达到”。从目前的情形看，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的困境或许不在它自

身，而在于它能否突破旧有的研究误区，也就是将发生等同于起源的误区，并

消除起源研究导致的经验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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