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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试图探讨黑格尔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并非是一种外

在于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它甚至不是一种方法论。辩证逻辑立足于黑格尔对于

哲学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哲学的根本矛盾。这个根本

矛盾在于是否坚持反思的绝对立场。哲学的基础是反思，而反思直接面临反思和

被给予人的世界的矛盾。反思如果坚持自身的真理性，那么反思被给予的世界就

没有真理性；如果坚持世界的真理性，反思自身就没有真理性了。因为真似乎就

是绝对的为真。由于反思被给予的世界是时间上在先的，因此世界常常被认为是

独立自存的。但是黑格尔转化了立场，他站在绝对的高度，以绝对的反思来考察

知识的世界，从而解决了这个表面上的但是确实深刻的矛盾。从绝对是唯一真理

并且只存在唯一真理的反思看来，所谓世界也不过是反思中的世界，世界本身的

给予是空洞无物的，它不过是在表现绝对本身。绝对对世界的克服过程就是辩证

逻辑的内容。同时这种克服也被看作是绝对自身的表现。但我们同时看到，这种

克服依赖于一些先行概念，这些概念的本质就是反思的绝对立场。是这些概念在

保证逻辑的效用，但这些概念只在自我保证。这些概念只有思维的真理性，而没

有现实的可能。真正的概念应该指示出现实的可能性，即现实作为出现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是生活的世界，而不仅是反思的世界。 

 

关键词：辩证逻辑 绝对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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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is text want to discuss dialectical logic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Dialectical logic may be not only a kind of methodology, but a 

way to dis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that confused philosophers for long time.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of philosophy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reflection that is our 

thought and experience that is appearance of the world. How can human beings know 

the world only by reflection?  How can human beings know absolute truth only by 

experience? Hegel dissolve the problem by dialec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we know 

thing itself is only a category, so everything is true only when it is a concept which is 

a concept of Absolute which is the only truth. But a concept is only a concept if it has 

no way to became reality. Dialectical logic dissolves the problem by some priori 

notions which are only concepts. This text tells that any true concept has a way to 

became reality and a concept is a true concept only when it has the way. 

 

Key words: Dialectical logic Absolute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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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   言 

黑格尔哲学是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它在黑格尔活着的年代里就取得了哲学

界的最高地位，然而当黑格尔死去的时候整个体系却不再有太多的观众了。整个

流派分化瓦解，最后被人遗忘。虽然如此，哲学本身却无法离开这位哲学家的思

想。后来者或者是汲取他的营养，或者是从事于他的批判来开展自身的思想。对

于一种哲学，很难用错误或者正确来表达；对于黑格尔哲学也如此。黑格尔哲学

是否被超越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思想家们已经走向其他的道路了。从发

展的眼光看，要走向其他的道路必定是已经深入的探查了这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对批判者而言，我们也无法判定他们是否在误读黑格尔。因为既然他们是走的另

一条道路，那么即使误读也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他们的自我创造。但黑

格尔哲学的命运是不是它本质的命运？还只是人们厌倦了旧的东西？任何能被

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它的遭遇也必然是本质的。黑格尔哲学的生命力和死亡都在于

他的哲学的本质之中。他的哲学必然已经指明了某种东西，是这个使得他的哲学

体系变得如此宏大，同时又如此让人困惑。 

要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生命必须从黑格尔哲学的内部考察。哲学历来的困难都

是思想和世界的差异。这一差异几乎是无限的，无论思想前进到何处，世界却似

乎总包括地平线以外的内容。但这种无限差异是就思想和世界的一般关系而言，

而不是就具体关系而言的。在具体的认识中，思想总是超越那地平线而获得地平

线外的世界。因此，地平线外对于世界而言并非是不可能的。地平线作为思想的

地平线本身就在思想的眼光之内，地平线外的世界本身不过是思想的另外一种观

看。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思想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道路。世界通过思想

才是世界，思想是世界的真理。黑格尔站在思想的绝对立场上认为，只有一个真

理，这个真理就是绝对。任何试图把握绝对真理的人必然的要认为只有绝对真理

这一个真理，而这样的把握又是思想的把握。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别的，正是

思想对世界世界性的克服过程。辩证逻辑是思想的绝对可能性。用黑格尔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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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自身的本性是辩证法。”
 ①
 

可是我们也必然的看到，绝对真理就是无真理。日常的真理总是有限的真理，

而正是因为它是有限的所以才是真理。在反思的世界中的真理才是绝对的真理，

但反思中的世界在成为现实的真理时却永远是有限的真理。所以，真正的绝对只

有可能是哲学，而不是别的，因为哲学就是对思想的思想，就是纯粹的思想。日

常的任何判断为真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观念具有参与现实的可能性，而参与现实

的观念都是有限观念。观念是我们的行动方式。事物之本质不是在单纯的反思中

被发现的，而是在参与现实的可能性中发现的。辩证逻辑克服了世界，却无法克

服自身。不过，无论谁也无法免除这种对绝对真理的渴望，而渴望绝对真理就必

然的渴望辩证逻辑。哲学无法免除这样的诱惑，因为哲学的观念都是抽象的范畴，

而抽象的东西似乎是直接的真理，它的实现似乎就是自我直接的实现。 

辩证逻辑作为真理的形式就是逻辑学的规律，它首先表现为质量互变规律。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质就是事物之本质，不过我们要把

这个本质和与现象对立的本质区别开来。这个本质指的是如果没有它事物就不再

是这一个事物了。而量是和事物相互外在的。因此质的范畴在量的范畴之先。质

和量是相互结合的。任何一种质都有其特定的量，任何量都归属其特定的质。没

有与质无关的量或者与量无关的质。二者的统一就是尺度。量变超过尺度就会 引

起质变，它中断了量变的渐进过程，因而是一种飞跃。量变必然的要超出自身，

从而引起质变。这一点是和绝对哲学密切相关的。我们因此过度到逻辑学的第二

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

矛盾既是一切现象的原则，又是一切表现概念的原则。因为就绝对本身而言它的

内部就是矛盾的。矛盾是属于事物本身的，因而是内在的，而不仅仅是主观思维

的结果。统一本身就包含对立，对立自身就包含差别；没有统一就没有差别，没

有差别就没有统一。矛盾是发展的源泉，发展是矛盾自身的发展。矛盾是事物的

生命所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并不是消失或者某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矛盾本身

发展和丰富起来了。发展就是辩证逻辑的第三个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表现。否定

之否定首先是对肯定的否定，这本质上是因为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本身就包含

矛盾，即存在否定自身的可能性。单纯事物自身其实什么都不是，它必须有规定。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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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切规定必然都是否定。辩证的否定不是空无，而是扬弃。扬弃既是否定，又

是保存。黑格尔认为第一重否定之后还有第二重否定，这表现为逻辑学的三段式：

正题——肯定，反题——否定，合题——否定之否定。最后的否定又复归到原处

的肯定了。显然这种复归不是重复，而是原处直接性获得了自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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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格尔哲学的目标 

第一节 哲学的目标 

哲学的方法是服务于哲学的目标的，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黑

格尔的辩证方法并不是可以任意的运用于别的哲学里的一种方法，而是和他的哲

学紧密结合的。正是由于他的哲学的特殊性，辩证方法才成为其哲学的有效方法。

辩证法建立在黑格尔对哲学的目标及其可能性的看法之上，它的本质就是属于其

目标的可能性。 

哲学的目标无疑就是真理。“什么是我们的科学的对象？……答复是：真理

就是它的对象。”
 ①
但真理是什么意思？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关于绝对的科学体

系。 

真理首先是共相，是一般原则。真理就是科学。科学把握一般性的东西，

并且向理性证明它的内容。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就是指能够被普遍理解并且在经

验中证明自身普遍性的知识。“一个民族会进入一个时代，在这时精神指向普

遍的对象，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理解自然事物……这个民族开始作哲学思考

了。”
 ②
但黑格尔的科学概念和一般自然科学的概念不同，虽然仍然和后者相

关。因为科学意味着能够被理解而并非是某种秘传的东西，也不是借助领会和

直觉的东西。哲学之为科学的表明自身的真理不是在感觉直观之中，也不是任

意的断言，它必须向一般的理性证明自身。科学又必须有经验的内容，哲学也

必须证明自身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拥有整个经验世界作为内容，并且作为外

在世界的根据。因此，哲学的目标是真正的一般性，世界整体的一般性。 

真理必须是世界的真理，必须是事物自身的真理。真理作为主观的认识必须

符合于客观的真理。认识和认识的客观性并不直接就是统一的。认识之中有任意

的想象，一般的意见，只有少数是真理。因为每一个认识的主体都是不同的，都

有不同的欲望，能力和偏见。黑格尔指出，一般认为思想只是思想，是主观的，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56 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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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偶然的，而不是事实本身，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东西。真理却和欲望需

求不同，不是人的表达，而是世界的表达。认识和人是不同的，而真理却只有一

个。真理是主观的欲望偏见被超越而走向事物自身。认识必须使自己符合真理。

哲学和科学的目标一样，是要把握事物自身，把握客观性。而且，哲学把握的是

绝对的客观性，其中的任何前提都必须得到证明。 

哲学的目标是真理，但哲学的真理和平常意义上的真理不同。此处真理就是

绝对。平常意义上的真就是符合事实的判断。而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对象并非是

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哲学的真理是从只存在一个绝对真理的角度说的，这个绝

对真理也可以叫做上帝。“哲学和宗教……两者都以真理为它们的对象，而这是

从上帝就是真理，并且惟独上帝才是真理这个意义上说的。”
 ①
哲学的真理就是

绝对真理，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绝对”一词表明没有什么比它更本质的

了，绝对不过指世界就是它，它就是世界。在此意义上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因

为科学是体系，而不是单个命题的堆积。只有绝对真理证明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它

的表现并且从它之中推演出整个世界时是绝对才证明了自身，正如上帝之为上帝

就是在于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且能够控制世界时才是上帝一样。哲学的目标是绝对

的体系。 

从哲学的目标中滋生出一种超越单纯知性原则的要求，因为知性原则总是在

经验中寻找原则和原则的有效性，而永远不可能超越具体的经验。知性认为思维

规定只是主观的，永远有一客观的对象和它们对立；知性还认为各思维规定的内

容是有限的，因此各规定间即彼此对立，而且更尤其和绝对对立。所以，辩证逻

辑之为黑格尔哲学的特殊方法就不是为了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采取的方法，而是

为了哲学的整个目标，即把握绝对本身，把握完全的超验的真理。不过我们仍然

要证明辩证逻辑是唯一适合于问题的方法而没有其他可能的方法，这就涉及回答

哲学研究的根本矛盾。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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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哲学的矛盾 

哲学的目标是科学，而科学是原则或共相的体系。“那些被称为哲学的科

学……想要达到和创造出来的主要东西，确实一些规律、普遍原理活一种理论，

换句话说，是一些关于现存事物的思想。”
①
哲学本身它研究的对象——“自由、

精神和上帝”
②
更是如此。“哲学……这种知识在个体经验事物的海洋中从事于

对固定尺度和普遍东西的认识。”
③
共相是用来解释感性世界的。感性世界中的

一切都是变化的，而共相却是不变的原则，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矛盾。不变的共

相和变化的世界中的事物的统一的可能困扰着希腊人，也困扰着黑格尔。不变

的共相并不理会变化的事物而坚持自身是变化事物的本质，而变化的事物也不

和共相相干而坚持自身变化的现实。我们从这两个极端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东西。可是哲学作为这里不能把分裂看作是分裂，而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或

许形式逻辑中对立的东西只是对立的这种观念必须被改变或超越以适应这种

状况，因为这两个极端之为极端，正是形式逻辑坚持的真理。 

哲学既然要把握真理，就必须克服主客之间的鸿沟。“我们通常把真理称

为对象与我们表象的符合。……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真理……则是内容和其自

身的符合。”
④
因为符合客观对象的主观认识才是真理，无论黑格尔的真理概念

还有多少重含义，它必须首先具有这一重含义。但主观的认识既然是和客观的

事物是不同的东西，那么又如何以主观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世界的呢？主观的认

识似乎只是客观事物在主观认识中的反映。就认识的内容来说，主观认识把握

的只是在主观中的表象；就形式来说，逻辑的必然性也是属于主观思维自身，

而并非在客观世界中具有必然性。于是主客的符合就成了一种猜测和期望。一

个判断当下是对的，不表示将来是对的。这个地方时对的，不表示其他地方也

是对的。真理的形式是全称判断，一个全称判断的形式是“所有 S 都是 P”，

这一方面指向所有的主词，另一方面指向所有的时间地点等外在的状况。这个

判断的意义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 S 都是 P，但是在经验中我们只能发现在某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39 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 40 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 38 页 
④ 黑格尔《小逻辑》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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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下的某些 S 是 P，逻辑的同一性并不能做出有效的推理才证实这一全称

判断。只有超越形式逻辑才有可能。 

哲学研究的是绝对，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①
。

康德已经证明对范畴的超验使用会不可避免的导致二律背反，而绝对作为最高

的统一性无疑是一个超验的范畴。黑格尔既然把哲学的目标确定为绝对，那么

绝对超验的范畴如何经验的有效性？超验原则超越了当下现实的经验，经验本

身似乎也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把握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无法把握。绝对超越了一

切现实的经验，而要把握一切可能的经验。这里的矛盾是我们永远处在有限的

世界中，而不能直接直观到无限的世界。我们甚至不得不假定过去的经验和将

来的经验的相似性而大致不改变我们的观念。在绝对的内容上绝对是全体，黑

格尔哲学全书包含了当时所有科学部门的原则，无论是逻辑学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都是绝对的表现。绝对之为绝对首先意味着它是一切现象中的绝对，即

一切现象的真理。在这个全体中，绝对不是知识的堆积。在绝对中内容和形式

都是绝对自身的结论。全体不仅是整个外在世界，还是我们，我们思维者。绝

对就是上帝。哲学是以有限的人的思维把握无限的上帝的内容。在我们这些有

限的人与绝对的真理之间，总有一种差异，自然会引起寻求有限与无限间的桥

梁的问题。 

 

第三节 解决的可能性 

绝对是科学的体系，而科学总是关于一般原则或者共相的体系。但是，一般

的看法是共相知识共相，而特殊只是特殊，二者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判断正

是基于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即 A是 A。根据这一规律，事物和自身等同被视为自

明的真理。A只是 A，B只是 B。但形式逻辑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真理。日常的判断

就与形式逻辑相反，总是 A是 B这样的判断，它的主词和谓词是不同的。其实形

式逻辑的判断是无意义的。黑格尔指出，一个事物如果仅仅是和自身等同，那么

它就和另外一个自身等同的事物没有区别，没有任何规定使它们区别开来。另一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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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这种形式逻辑的意识也假定事物只有在单纯的自身中才能保持自身，但是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规定的，是规定把它自身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而规定就是

和主词的差异，换言之，只有在差异中事物才能自我保持下来。 

绝对是关于真理的科学，而真理首先的含义就是判断符合事实或者观念符合

事实，而无论判断还是观念首先是主观的判断或者主观的观念。事实和真理被认

作是客观的东西，二者正相反对。主观的不可能是客观的，客观的不可能是主观

的。我们从这种意识中可以看到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影响。不矛盾律认为 A不是

非 A，非 A 不是 A。不矛盾律被认作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中真理本身就蕴含着

它的反面。两个互相否定的东西必定有相互同一的一面，因为二者正是在相互否

定中才成其本质的。所以主观和客观之所以是对立的，恰恰是因为二者关系的另

一面是同一的。于是主客之间的鸿沟就是虚幻不实的。只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了

解二者实质上的同一和对立到底是什么。 

绝对是全体，而全体并非就是现实世界的总和，而是所有可能世界的总和。

于是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就对立起来。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现实世界，世界总体

就是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它的内在逻辑就是要么是现实世界，要么就是可能世

界。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各在对方的外围。这其中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形式

逻辑的排中律，要么 A，要么非 A。但非 A依赖 A，A 依赖于非 A，这其中单独任

何一个都无法确定自身。其实，现实世界总是在我们理解中的世界，即我们必须

在和可能世界的参照中才能够理解的世界，而可能世界也并非是单纯可能的，而

总是在现实世界中得以成为可能的，并且不断的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东西。真理作

为逻辑的真理看上去只是可能的真理，但必然要成为事实的真理；而世界中长存

的东西必然在逻辑上有其解释。黑格尔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①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要达到哲学的目标——真理，都必须超越传统的形式逻

辑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必然的要立足于关于哲学的基本判断。这

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之所以是有效的，也只是因为它从属于

真理的特殊性质。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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