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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哲学是人类 高的智慧，哲学家思考着宇宙人生 普遍的问题。对于我们存

在的这整个世界，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怎样去思考？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是怎

么思考世界的？不同的哲学家各以怎样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的？

这便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本文正是想通过研究比较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与印度哲学家商羯罗的

思想，来考察人类对世界的哲学思考。作为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建立了

历史上 庞大、 全面的哲学体系，系统探讨了西方哲学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

问题，提出众多极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商羯罗作为印度中世纪承前启后的

大哲学家，他的思想和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印度哲学思想，把印

度哲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对后世印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黑格尔和商

羯罗是两个典型，对他们的比较研究不仅能揭示他们各自的思想，还能反映出不

同文化系统的独特哲学思考方式。 

本文的哲学比较有两个方面的侧重：一是两人哲学的形成过程的考察。这个

哲学的形成过程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小的方面说，黑格尔和商羯罗的生平活

动和时代背景；二是从大的方面说，两人所处的文化系统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文

化系统里哲学思想在历史上如何发展演化到他们这里。因此，本文第一章考察的

内容是两者的社会背景和生平著述。第二章考察的内容是两者的思想背景。 

另一个侧重的方面是两人哲学的主要思想的比较。黑格尔与商羯罗作为类型

极其不同的哲学家，其思想之间必然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而他们同样作为哲学

家，又必然有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对问题 认识的一致性。于是，两种哲学的共性

使得相互比较成为可能，而两种哲学的巨大差异性使得相互比较富有意义和价

值。本文的第三章集中比较两者的基本思想，是从宏观的角度，从文化传统的角

度展开的比较。第四章则是深入到他们的思想内部进行的更加具体的比较。 

 

关键字：黑格尔；商羯罗；哲学比较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I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II

Abstract 

 

Philosophy is the highest human wisdom. Philosophers thought about life and the 

universe's most common problems. For the whole world we exist, how do we know it? 

How to think? How the great philosophers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How each 

different philosopher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understanding the word? This is the concern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of human 

byComparing the greatest Western philosopher Hegel's thought with the India greatest 

philosopher Sankara's ideas. As a synthesizer of Western philosophy, Hegel 

established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system, discussed all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raised a number of very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deas. As the medieval past and the great philosopher of India, 

Sankara's philosophical ideals greatly enriched the Indian philosophy, bring Hindu 

philosophy to a new level, and mad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ater Indian philosophy. 

Thus, Hegel and Sankara are two typical,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will not only 

reveal their own thoughts, but also reflect the unique ways of thinking of different 

culture. 

The comparison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aspects: First, the study of their 

philosophy formation. This part also involves two aspects, one is Hegel and Sankara's 

life and times, the other is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ystem which they live, al well as 

the influence they got from previous philosophy thoughts in history. 

Another aspect is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philosopher's specific 

philosophy content. As two different type of philosopher, Hegel and Sankara 

inevitably have so many different places between their thought. However, both as a 

philosopher, they must have common concerns and the consistency of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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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So,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philosophy making the comparison 

possible; while, the hug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philosophy making the comparison 

worthwhile and meaningful. The third chapter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mparing 

their major thoughts. The previous sections are 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 with its 

comparison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Subsequent sections are 

deep into their thoughts with a more specific comparison. 

 

 

 

 

Key words: Hegel; Sankara; philosoph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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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言 

一、黑格尔与商羯罗比较的意义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商羯罗和黑格尔两位大哲学家的思想，了解他们

对哲学问题的不同的思考，以及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同时，因为他们两人分别

是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思想集大成者，也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反映两个文化传统的

不同。 

1、商羯罗和黑格尔都是哲学思想深刻，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不

仅局限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里，而是有着世界性的影响。黑格尔自不用说，他的哲

学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广泛关注和认真研究，诸如他的辩证法思想、

哲学体系的思想、哲学史的思想等等，都得到许多人的赞赏和认同。商羯罗的影

响也一样巨大，如同黑格尔有着诸如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以及新黑格尔

主义等一大批的追随者，商羯罗也有着以注解派和光辉派为主的一大批追随者，

而且当今印度的哲学家们几乎全部受到商羯罗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十九世纪

末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西方，商羯罗也在西方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他的哲学曾被拿

来与笛卡尔、康德、布拉德雷等人的思想作对比，而且在现代物理学中，像量子

论里也在借鉴他的一些思想。 

2、商羯罗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体现两个人各自的不同思想，另一方面还

反映着他们各自所隶属的文化哲学传统。他们的思想如何从其所在的传统孕育出

来；他们对传统继承了哪些，又批判了哪些；他们的哲学前辈们怎么影响了他们

等问题，都很有比较的意义。 

3、商羯罗的哲学是一宗教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理性哲学，这两种哲学

总体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他们又同样在关注着一些关于世界的根本的问题，所

以说差异中又有相通之处，相同处也各有独自的特征。因此，对它们的比较研究

将会非常有意义。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黑格尔与商羯罗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2

二、本论文的比较方法 

1、放在各自文化背景里进行考察 

比较商羯罗和黑格尔的思想，是不可能像简单地比较两个哲学家那样，直接

把它们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放到一起进行分析探讨的，因为两者的哲学差异太大，

距离太远，许多概念和理论如果不是放在它们植根于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里，

是无法真正理解透彻的。而且两者多数理论上的不同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

的观点，而是反映着其哲学传统的看法。因此，本文许多地方试图从总体的角度，

对两人的哲学思想展开比较。于是，文中对两人理论渊源的追究探讨和对他们文

化传统特征的比较占了相当一部分内容。 

2、重点考察的是两人的理论思想本身，而非价值的评判。   

本文比较研究的重点是两人的哲学理论结构和思想特征，而不是对其思想的

定性，即作出各种价值评判。虽然价值评判经常是必要的，但是客观上说，在价

值评判中对一种思想定性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对这种思想的实际认知。比如对

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定性，可能引起对其哲学中唯物性缺失的不满，从而限

制着对其思想实质的准确把握；而对商羯罗哲学的宗教哲学的定性，容易造成贬

低其哲学思想，以为那仅仅是种关于宗教的哲学，从而忽视其哲学深刻理论性的

结果。价值评判是很容易跟主观立场偏见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和商羯罗的哲学

的 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以及思

想体系的建构，对理论的论证等。因此，本文将把关注点放在哲学理论本身上面。 

3、相对独立的介绍各自思想 

对于商羯罗和黑格尔两个人，考虑到他们的思想都博大浩繁，不同的思想方

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需要从一些单独的方面对其特定思想进行梳理，所以本

文采取相对独立的介绍两人思想的方式。这样一方面是为了清晰的展示两人各自

的思想，另一方面这种展示本身就已经是在比较了。因为，在梳理他们思想的过

程中，是以一种相近的逻辑结构去呈现各自的思想，当他们的思想被以相近的逻

辑结构分别呈现出来的时候，其思想中相对的部分，相关的成分，相同相异的地

方本身就在结构中显现了出来。介绍本身也是在比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他

们的概念一个个单独抽出来进行比较，把他们的思想一条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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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不利于了解他们各自思想本来的面目，也使比较显得混乱不清。像那种比较

也只有在读者对黑格尔和商羯罗的思想同时都非常熟悉的情况下才能可行，但是

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清楚的区分是准确比较的必要条件。 

4、从宏观角度做概要的比较                                  

黑格尔和商羯罗的思想广阔而深刻，他们都著作丰富，对各个方面的问题都

有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因此，要想对两人的思想给予全面的比较研究绝不是一

件易事。鉴于笔者的能力所限，只能对两人的思想从总体上进行大略的比较，对

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考察，因此个别问题无法全面而细致地展开，毕竟个别

问题的透彻展开本身已经足以成为一篇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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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背景和生平著述 

第一节  生平和时代 

一、商羯罗的生平和时代 

商羯罗是印度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 

在印度，对于商羯罗的生平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不同

时代的学者对商羯罗都有过记述，尤其对于商羯罗的生卒年月争议极大，这主要

由于各种史料中可信的成分太少，加上印度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有着强烈的历史意

识，他们的历史记录多为口头流传，这种口头传说代代相传，不免带有不少夸张

和错误的地方，总会有一定的失真。虽然学界对商羯罗的生平尚未有确切的定论，

但较为学界沿用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商羯罗的生卒年代约为 788—820 年。 

在公元 5世纪至 6世纪之间，匈奴人从中亚向印度入侵，导致曾一度造就印

度古典文化黄金时代的笈多王朝政治制度在 6世纪全面崩溃。7世纪戒日王又恢

复了印度北方的和平，然而在他死后北印度又很快再次分裂。而南印度在公元 6

世纪中叶之后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历经王朝争霸，更难形成政治上的统一。商

羯罗的学术生涯活动就处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生活极不安定的时

代。此时佛教已经处于衰退之中，商羯罗趁机大力宣扬自己的学说，使婆罗门教

迎来复兴时期。 

中世纪的印度，政治力量和社会的实权掌握在诸侯土邦国王手中，他们分占

国土，纳取赋税，享受荣华。国王门下的大武士力量非常强大，百姓阶层基本上

不具有抗争统治阶级的力量。婆罗门虽然作为印度的祭祀阶层，根据圣典规定居

于社会的 上层，但是经济政治实权被封建领主掌握着，社会的兴盛衰亡都与实

权阶层相关，却与婆罗门无关。商羯罗承认并维护正统婆罗门法典的种姓划分，

并主张严格遵守规定。这样，当时的社会状态肯定是无法满足婆罗门的要求，在

商羯罗的眼中是末世来临，人伦堕落。他对当时政治、军事上的种种社会现象很

不满，坚持古来正统的婆罗门教育，要求以婆罗门的法典作为绝对权威来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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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然而，商羯罗仅仅是要去维护婆罗门的权威，他并不真正关心社会的广

大民众。他主要是面对处于社会上层的祭祀阶层和知识界，在具体生活中，与他

打交道的也多为作为农村、山村中指导阶层的婆罗门祭祀，他对都市人、农民的

生活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他对于当时的异族入侵，政治上的变动等事情都不太

关注，在他看来，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现象并无关心的必要和价值，他是要做一个

彻头彻尾的婆罗门智者。正是因为商羯罗的这种社会立场，漠视广大的黎民百姓，

而只为社会上层服务，他的一切说道活动都是面向社会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

商羯罗在与知识界进行论争，在许多时候向佛教、耆那教、薄伽梵派和大自在天

派发难时，也只是单从其教理和哲学理论进行辩论，却不去考虑他们的宗教行事

和民间信仰。甚至于，他用来传授知识建立起的四大僧院，也只招收纯粹婆罗门

出身的弟子。综上可见，商羯罗一方面不满意封建邦主的称王称霸，企图重新确

立婆罗门在社会上的 高地位，另一方面有迎合着统治者的需要，维护种姓制度，

某种程度上他的哲学理论麻痹着百姓。 

据说商羯罗出生于西南印度的喀拉拉邦马拉尔河岸的伽拉迪，其家族属于南

布德里族的婆罗门阶层，他自幼丧父，遁世而成为云游者。少年时跟随牧尊学习

婆罗门教经典，牧尊的生平不详，传说是吠檀多不二论者乔荼波陀的弟子。后来

商羯罗遍游印度各地，同其他的哲学派别进行论战。据说他曾与当时强有力的弥

漫差派的学生曼陀纳·弥室罗进行过激烈的论辩。这一事件反映当时拥有鸠摩利

罗等卓越哲学家的弥漫差派与新的反弥漫差的吠檀多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商羯罗

四处说教，但他的对象并非城市居民。因为在当时城市里佛教的势力还很强大，

一般的工商业者又都信奉耆那教，下层庶民百姓则倾向于通俗的印度教，同时在

都市里人们的伦理观念又流行着快乐主义。商羯罗主要是对与他同样出世的云游

仙人们说教。他热切的希望复兴传统的婆罗门教，恢复奥义书精神。商羯罗去世

时很年轻，约三十二岁时死在喜马拉雅山的基达那特。 

二、黑格尔的生平和时代 

随着十五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席卷欧洲各国的宗

教改革运动，西方人走出了漫长的中世纪，进入了近代。此时的社会文化崇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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