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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立意

白 锡 能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概念论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旨趣和根本观点的明白确立。在本体论层面上 , 它旨在把

终极存在归结为概念 ,从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所展开的概念和客体的关系的推演来论证概念是

存在的本质和唯一全体 ,是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根据和实体性力量 ,消解主客的二元分裂;在

认识论层面上 ,它旨在从概念由潜在到自为自在的发展的必然性的推演来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 ,

确立概念和概念的运动所展开的主客体的辩证法为世界的终极解释的原则和模式;在价值论层面

上 ,它旨在确立概念的辩证进展所指向的善和自由 , 为客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目的和理性所追

求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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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和核心 ,是其哲学观点及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框架的基本规定 。

概念论又是逻辑学的灵魂和核心 ,是逻辑学的旨趣和根本观点的明白确立 ,亦是逻辑学的思维

方式和整个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框架的具体规定。黑格尔把概念认作存在的本质 ,把存在看作

概念的外化 ,把真与善统一的世界看作概念扬弃其外化的结果 ,从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引出解

释世界的主客关系模式和主体性原则。概念的外化及外化的扬弃 ,亦即概念的主观性和客观

性的差别与矛盾的展开和通过否定返回到概念的统一 ,构成了黑格尔哲学解释世界的基本思

路及其理论的实质内容。从本质上说 ,整个黑格尔哲学就是一概念论。掌握了这种概念的理

论 ,也就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 。可以说 ,概念论是揭开黑格尔哲学的秘密 ,把握黑格尔哲

学的思路 、体系构架和思想实质的一把钥匙。理解和把握黑格尔的逻辑学 ,如果不上升到概念

论 ,或者对概念论作简单化的理解 ,就没有掌握到其核心和实质 ,就不能解开黑格尔哲学的秘

密 ,把握其思想的底蕴。本文拟对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立意作一研讨 ,希求探明概念论及逻

辑学的秘密与其思想的实质和底蕴 。

一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本体论 、认识论和价值论三者同一的体系 。在逻辑学中 ,本体论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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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紧密不可分地结合在同一个概念推演过程中的 ,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的 ,即从根本上解释

世界 ,找出现实世界之必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的根据 ,说明世界的本质之是 ,论证现实性和

合理性的统一 ,并为理性的探求确立一个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取向 。逻辑学所确立的解释世界

的基本观点是确认概念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根据 ,是现实世界必然进展的内在目的和实体性力

量 ,现实世界是概念各个规定性的展开和客观化及扬弃主客观的外在对立的过程 ,作为概念的

主观性和客观性即思维和存在的绝对统一的善和自由 ,是世界必然进程的究竟目的和主体价

值追求的终极目标。逻辑学把概念认作终极存在 ,它对世界的解释是以概念这一终极存在的

展开和推演的辩证运动来阐释的 ,因而它对世界所作的解释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释 ,而这种

以终极存在的逻辑推演来解释世界的方式既规定了逻辑学的本体论性质和内容 ,也规定了逻

辑学作为认识论的基本性质和内容 ,并且表明了逻辑学作为认识论与作为本体论实际上是同

一个解释世界理论的两个方面 。同时 ,逻辑学把作为事物本质的概念之由潜在到真在或实在

的辩证发展过程展开为主客体的矛盾运动 ,并把扬弃主客观的对立 、实现主客观的统一设定为

这一过程的目的 ,从而在本体论 、认识论和目的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理性对善和自由的终极性的

价值追求 。逻辑学因此最终引导到价值论 ,使本体论 、认识论和价值论合而为一 。

由此说来 ,逻辑学的立意可分析为三个层面:(1)在本体论层面上 ,旨在从事物 、世界的本

质 、根据的意义上确立概念为宇宙的终极存在;(2)在认识论层面上 ,旨在确立概念自身所展开

的主客关系及其辩证法为世界的终极解释模式;(3)在价值论层面上 ,旨在确立善和自由为客

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目的和理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逻辑学的这三个层面的立意虽然依据

其“预悬终点为目的并以终点为起点”的思维方式 ,按照概念从潜在到展开和显现的逻辑顺序 ,

从存在论开始逐层深入地加以推演证实 ,但它们都只是在概念论中才得到明白地确立和具体

的论证 。概念论的立意也就在于在存在论和本质论的推演的基础上 ,明白地确立概念为终极

的存在和终极解释的根据 ,确立概念的辩证进展所指向的善和自由为客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

在目的和理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二

在本体论层面上 ,概念论旨在把终极存在归结为概念 ,它从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所展开

的概念和客体的关系来论证概念是存在的本质 ,是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根据和实体性力

量 ,是唯一全体 ,以此消解主客体的二元分裂 。

确立概念为事物的本质 ,是概念论乃至逻辑学作为本体论的最根本的观点 ,对事物 、世界

的一切解释都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 ,一切实存着的东西都被看作本质的表现 ,从而被看作概

念的外在化 。概念论的这一根本观点是建立在本质论所确立的本质先于存在 、设定并决定存

在的原则之上的 。不过 ,本质论还只是在同一与差别的关系这一抽象的层面上确立本质作为

实存的根据 ,从本质所特有的反思性质和本质的必然表现来论证这一原则的。在本质的阶段 ,

概念仅被当作普遍性的形式来表述事物本质的相互反思的规定性 ,它们只是在客观逻辑的意

义上被使用 , “只是特定的概念 ,自在的概念 ,或换句话说 ,是对我们来说的概念”[ 1](P331)。只

是到了概念论 ,通过概念的三个环节即普遍性 、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展开和推演 ,形成向客体即

具有普遍性于其自身内的表现为直接的存在或实存的个体事物的过渡 ,才表明概念不仅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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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思维的形式 ,而且是事物的本质 ,事物作为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才是其直接存在和实存的

真理。可以说 ,对“主观概念”的论述是逻辑学的概念本体论的真正确立 ,因而是逻辑学的核

心。在这里 ,确立概念本体论的关键在于 ,一方面诉诸普遍概念的特殊化 ,借助概念的普遍本

性由特殊性通过否定的自身回复使自身成为个体和个体事物通过特殊性而提高到普遍性的推

论 ,表明概念作为包含特殊性于自身内的普遍性即是真正的个体 ,而客体 、存在是概念各规定

性的分化或特殊化 ,现实的个体事物则不过是概念的普遍性 、特殊性和个体性三个环节之展开

了的统一;另一方面诉诸主观概念的客观化 ,把概念的特殊化同时看作客观化 ,以此表明“存在

是概念的外在化”[ 2] (P283),客体即是概念的直接存在或外部实存 ,或者说是作为客观性实存

着的概念 。这样 ,概念作为存在的本质也就确立起来了 。

通过对概念的规定性的展开和推论即以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来说明概念是存在的真正

本质 ,构成了概念论在本体论层面上的第一个基本立意 。而概念论在本体论层面上的第二层

旨趣 ,便是从这一基本立意出发 ,依据客体是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这一基本观点 ,通过由客

体到理念 、善的推演来论证概念作为事物的本质即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目的 ,客观世界的

必然进展无非是构成其内在本质的概念自己外化自己 、并不断扬弃其外化而实现自己的过程 ,

因而概念即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 1](P327)。这就为由确立概念作为终极存在到对

世界必然进程的终极解释的过渡作了进一步的铺垫 。而按照逻辑学的思维框架 ,概念论是跟

在本质论之后对客观逻辑范畴的后思 ,从客体到理念 、善的推演 ,即是从概念的辩证运动所展

开的主客关系的层面对由存在到本质及本质的实现的过程所作的进一步思考和界定 ,旨在揭

示本质和存在的真实关系和由存在到本质的进展的实质 ,以表明原先在客观逻辑中只认作主

观思维形式的概念其实即是事物的本质 ,从而把本质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概念的主观性和客

观性的关系 ,进而表明由存在深入到本质 ,即是概念从作为其直接存在的客体中超拔出来而回

复到主观性 ,并扬弃其主客观的各自的片面性 ,达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自为存在着的统一” ,

以此证明概念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实体性力量。

把本质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概念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 ,把理念看作主观性和客观性

的自为存在着的统一 ,其目的又在于确认“理念是唯一全体”[ 1] (P427),并以这种“绝对唯心论”

的一元论来消解“认主观性和客观性为僵硬的抽象的对立”的知性思维的二元论 。这便是概念

论在本体论层面上的第三层旨趣。基于上述观点 ,概念论把“别的意识当作存在着的并直接地

独立自存的事物 ,却只认为是构成概念的一个理想性的环节”[ 1] (P327),并力图说明 ,概念的运

动所建立的对方 ,其实并非对方或异己的他物 ,而是概念的客观化 ,是概念“自己固有的存在和

自己设定起来的东西” ,是在概念自己本身内的存在 ,因而概念在它的对方中只是自己与自己

结合在一起 。[ 1](P325-326 , 329)在概念论看来 ,扬弃了“片面的主观性和那当前的客观独立性

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假象” ,达到了概念“自己与它自己本身的结合” ,这就是“实现了的概念”即

“理念”[ 1] (P396 , 426)。这样 ,理念就是唯一的全体 ,概念论通过取消概念以外的存在而消解了

二元论。

无疑地 ,逻辑学通过概念论最后所确立的是绝对唯心论的观点。然而 ,透过唯心主义的形

式 ,我们可以发见概念论在本体论层面上所确立的一些重要原则 。首先 ,概念论确立了本体论

上的普遍主义原则和理性主义原则 ,把理性所把握的普遍规定认作事物的本质 ,用普遍性的东

西的特殊化来解释现实事物 ,把现实事物看作“个体化的普遍性”[ 1] (P340),即具有普遍性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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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性于其自身的个体事物 ,从而把对对象的把握转化为对这对象的概念即其普遍本性的意

识。黑格尔也由此提出了“一切事物都是一概念”[ 1] (P356)、“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 1]
(P340)、“一切事物都是一推论”[ 1] (P356)的命题。它们突出地表现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精

神 ,确立了理性对事物的解释和支配的绝对权力 ,从而构成了现代性原则的最重要的理论根

据。其次 ,更重要的是 ,概念论确立了本体论上的主体性原则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 ,试

图赋予主体 、精神的实体性以客观根据 ,并为终极解释确立主客关系的根本原则 ,以克服康德

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 ,同时克服谢林的实体观的形而上学性 ,从主体自身中所展开的主客

观辩证法去解决主客对立这一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 ,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假象 。在黑格尔的

逻辑学中 ,“普遍性” 、“概念”本质上是作为思想 、精神 、主体的代名词来使用的 ,因此 ,普遍概念

的特殊化本质上是思想的客观化 ,客体被看作思想的外部实存 ,而善的世界是精神主体扬弃其

直接的主观性和客体的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的思想的外部实存与思想自身的绝对统一 。这

样 ,本质和存在或概念和客体的关系也就转化为思想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 ,主客关系的理

论因此构成本体论的深刻内容 ,而主体性原则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原则成了解释世界的最

高原则 。概括说来 ,概念论在本体论层面上的立意 ,一方面是从事物本身的普遍性去说明事

物 ,另一方面是从主体去说明客体 ,而这两个原则的结合一方面使思想作为事物的本质 、实体

获得了客观的根据 ,克服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又赋予客观世界以主观的

根据 ,把真实的世界理解为思想的真正现实 ,理解为存在与思维的绝对统一 ,并因此消解了主

客的二元分裂。

三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 ,概念论旨在从概念自身由潜在到自为自在的发展的必然性的推演来

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 ,确立概念和概念的运动所展开的主客体的辩证法为世界的终极解释的

原则和模式。如前所述 ,逻辑学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是从概念这一终极存在出发的 ,其根本观点

是把概念认作现实世界必然如此的内在根据 、终极理由 ,以证明现实性的合理性。显然 ,这一

终极解释的原则要到概念论才明白地确立起来。不仅如此 ,概念论又是整个黑格尔哲学对世

界的终极解释的基本模式和体系框架的原则规定 。

从广义上说 ,概念论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是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的 ,它们都可以看作广义认识

论的内容:一是本体的层面 ,即从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及扬弃其客观性的外在性而实现自身

为真实的存在的必然性 ,来说明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合理性的根据。二是存在的层面 ,即通过

赋予概念的运动不同于存在的“过渡”和本质的“映现”的独特的“发展”性质 ,从概念自身由“潜

在”到“自为自在”或“真在” 、“实在”的进展的必然性来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 ,以概念的这一发

展所展开的从客体到善的理念的逻辑来规定存在的过程和性质 ,一方面把客观逻辑层面上的

存在论和本质论的解释提高到概念 、思想的主观逻辑意义上的阐释 ,另一方面又为自然哲学和

精神哲学具体说明从自然到精神的必然进展的合理性确立最终的根据和基本框架。三是目的

论的和价值的层面 ,即通过目的关系的推演 ,借助合目的性的活动和理性实现善的冲力来说明

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合目的性和主体的价值取向 ,把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论证 、解

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在这三个层面中 ,本体层面的解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起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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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存在层面的解释是本体层面的展开 ,它构成终极解释的基本方面 ,因为终极解释即是

解释存在或世界的必然进程。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 ,存在层面的解释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

论述的:现象学的(以意识之由现象到本质的进展的形式来阐释)、客观逻辑的(以客观逻辑的

范畴之由存在到本质的推演的形式来阐释)、主观逻辑的(以概念的辩证运动之由客体到善的

理念的进展的形式来阐释)和应用逻辑学的(以概念的经验形态即客观世界之由自然到精神的

进展的形式来阐释),而概念论的即主观逻辑的阐释既是对客观逻辑的从而也是对现象学的阐

释的提高和补充 ,又是为应用逻辑学的阐释确立最终的根据和基本框架。在概念论中 ,存在层

面的解释又通过目的论引导到价值层面的解释 ,把理性自身的价值追求引入到对世界的终极

解释中 ,确立为终极意义上的根据 。这样 ,逻辑学就在概念本体论 、目的论和价值论的基础上

确立了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的主客关系模式 。

概念论这一终极解释的理论既是由存在论和本质论发展而来的 ,又是对存在论和本质论

的解释模式的扬弃和超越 。存在论的解释是采取一种直接性的观点 ,把事物看作直接存在着

的东西 。这种直接性的观点正是普通意识对于事物 、世界的看法 。从存在论到本质论的推演

是对这一解释模式的扬弃和超越。本质论的解释采取的是反思的观点 ,它深入到了事物的底

层和表层的关系层面 ,从底层和表层的相互反思去说明事物的本质和存在。但这种解释模式

还只是具体科学的解释模式 ,仍然停留在客观逻辑的范围内 ,仅是一种对象思维 ,尚未把对象

及其本质和存在的关系放到主客关系中来思考和解释 ,因而被看作尚未把握到本质和存在的

完全统一 。因此 ,逻辑学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也就不像一般认识论那样终止于本质的阶段 ,而

是在本质论之后还多了个概念论。在黑格尔看来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对世界之所是的解释 ,

还须上升到概念的 、主客关系的层面;只有把事物的本质认作概念 ,从概念的辩证运动所展开

的主客关系去把握本质与存在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必然进展 ,才能达到对事物 、世界的真理性

认识 。这也就是概念论解释模式的要义 。

从本质论的模式进到概念论的模式 ,是从反思式的思维上升到思辨的思维 ,从具体科学的

单纯对象思维进到哲学的主客关系思维 。这种思辨的主客关系思维表现为一种双重的否定 ,

其“主要的特点则是对两极端的否定”[ 1] (P389):通过概念的外化和扬弃外化的运动 ,一方面否

定概念本身的直接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否定客观世界的直接的客观性。其核心思想是消解认

主客为抽象的二元对立的知性观点 ,把普通意识所假定在先的客观世界的独立自存性宣布为

假象 ,并把它降低为概念的外壳或实存 ,从而把本质与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概念的主观性和客观

性的关系 ,从这一关系的矛盾进展去解释世界 ,并通过合目的性的活动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结合起来 ,最终引导到价值论的解释上 。这种解释原则 ,借用黑格尔自己对斯宾诺莎泛神论的

评论所用的术语 ,可以称作“无世界论”[ 1](P315)。即是说 ,它是对客观世界的独立自存性的否

定 ,是把客观世界消解为单纯的现象甚或一假象 ,以此来确立概念为世界的本质 、为真正独立

自存的实体。这种对客观世界的独立自存性的否定构成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一个基本

要义 ,是黑格尔借以确立概念为终极解释的根据的思维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

无疑地 ,概念论的解释模式是唯心主义的 ,黑格尔自己也公开申明“概念的观点一般讲来

就是绝对唯心论的观点。 ……因为哲学把别的意识当作存在着的并直接地独立自存的事物 ,

却只认为是构成概念的一个理想性的环节”[ 1] (P327)。然而 ,同样确定的是 ,逻辑学关于解释

世界模式的结构安排以其特有的辩证法的深刻性和巨大的历史感 ,揭示了人和人类对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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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的认识发展的逻辑 ,即由直接存在逐步深入到背后的本质 、由表象的直观和单纯对象的抽

象反思上升到思辨的主客关系思维的深化过程。黑格尔把人对世界的认识看作一个由客观到

主观 、由存在到本质再到把本质认作概念从而把现实世界认作主客观的统一的过程 ,并因此把

主体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引入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中 ,从主客观的矛盾进展和主体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的活动去解释世界。尽管黑格尔把主体仅仅理解为精神 、理性 ,把主体的实践活动只

看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而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本身 ,但是他的这种把改造世界的实践

活动引入到解释世界的模式中 ,从主客关系的矛盾进展和主体的活动去解释现实世界的思维

取向 ,与马克思所提出的把“对象 、现实 、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从主体

方面去理解”[ 3](P58)的思路是很接近的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毫

无疑问 ,在黑格尔那里 ,在分析认识过程中 ,实践是一个环节 ,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

看来是`绝对的' )真理的过渡。因此 ,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 ,他的观点是直接

和黑格尔接近的”[ 4] (P228)。黑格尔正是通过概念论把实践引入解释世界的认识论中 ,从主体

的方面去理解现实世界 ,并力图把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统一起来 ,使近代西方哲学解释世界的

理论框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而且其合理内核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

前提 。

四

在价值论的层面上 ,概念论旨在确立善和自由为客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目的和理性所

追求的终极价值 。对善和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理论确证 ,是逻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

全部论述的落脚点 ,也是整个黑格尔哲学所指向的终极目标。而善和自由作为终极价值是在

概念论中确立起来的 ,并且主要是通过概念与客体的目的关系的推演和理念实现客观世界与

它自身的同一性的辩证运动 、特别是理性的双重运动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阐述来论证的 。

在概念论的第二部分“客体”中 ,黑格尔已通过由化学性到目的关系的过渡 ,尤其是“目的关系”

的推论 ,把作为客体的概念超出其外在性和直接性 ,回复到主观性 、独立性 ,设定为客体本身发

展的目的 ,并引入合目的性的活动作为目的实现的中介 。在“理念”这部分中 ,黑格尔又通过理

念实现其自身的辩证运动的阐述 ,进一步把善认作世界的“应如此”和“究竟目的” ,并“把善的

真理设定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 1] (P421),确立为理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黑格尔把理念看作一个过程 ,认为“理念的运动过程是这样的:即概念作为普遍性 ,而这普

遍性也是个体性特殊化其自己为客观性 ,并和普遍性相对立 ,而这种以概念为其实体的外在性

通过其自身内在的辩证法返回到主观性”[ 1] (P403)。理念一方面作为概念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

又通过特殊化和外在化而作为概念的客观性实存着 。理念的这两个方面虽然潜在地是同一

的 ,但却不是自为的同一 。对于主观理念来说 ,客观性就是那直接出现在面前的世界 ,它是一

个被假定在先的外在的宇宙。但是 ,理念出现在世界上 ,“深信它能实现这个客观世界和它自

身之间的同一性” , “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使成为真理。理性复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力 ,把那据它

看来本来是空无的对立 ,复证实其为空无”[ 1](P410)。理性的这种内在的冲力是一种双重的运

动 ,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 ,前者是“认知真理的冲力” ,后者是“实现善的冲力”[ 1] (P411);

前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 ,后者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 1](P420)。这样 ,黑格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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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过理念的辩证运动 ,通过理性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论证了世界的“是如此”和“应如此”

的辩证统一 ,建立了客观世界与理念自身的同一 ,并因而把善设定为“世界的究竟目的” 。

善作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 ,作为主客观的统一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 ,从根本上

说 ,是客观世界符合其概念或存在符合其本质 ,因此它意味着客观世界的完善化。另一方面 ,

善又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这本性现在被当作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以规定并改造客观

世界 ,扬弃其客观性的直接性和外在性的结果 ,是主体对世界所提出的根本价值要求:“善趋向

于决定当前的世界 ,使其符合于自己的目的”[ 1](P419)。这样 ,善也就同时从主体的方面被确

立为终极价值 ,而且黑格尔也因此把主体实现这一终极价值的活动与客观世界实现自身完善

性的目的的辩证运动统一起来 ,通过前者赋予后者以主观的意义 ,同时又通过后者赋予前者以

客观的性质。而主体通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扬弃主客观的对立 ,决定当前的世界 ,使其符合

于自己的目的 ,意味着思维从存在返回到它自己本身 ,在他物中自己与自己结合在一起 ,从而

达到理性的“独立自决” ,即精神的自由 ,“因为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 、自己依赖

自己 、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 1](P83)。这样 ,善的实现从主体自身方面来说又意味着精神的自

由。对善特别是自由的确证是概念论因而是逻辑学一切立意的根本目的 ,概念论的第一句话

就是认定“概念是自由的原则”[ 1] (P327),而概念也正是作为对客观逻辑范围内的必然性的思

维和对“最坚硬的必然性的消解”即作为自由的原则被确立为逻辑理念的最高阶段和存在与本

质的真理的。[ 1](§158-§159)

对善和自由的终极价值的追寻是逻辑学中最富有意义的理论探求 ,也是逻辑学深刻思想

底蕴的最重要的昭示 。其深刻性在于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 ,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 ,强调了思维 、精神要实现自己为真实的东西 ,就必须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发挥出来 ,客观化自

己 ,把自己转化为存在 、客体 ,并通过认识活动接纳存在着的世界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 ,以

扬弃自身主观性的抽象性和片面性 ,同时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规定和改造客观世界 ,排除客观

世界与自己本身的对立 ,使客观世界来适合于自己的目的 ,实现主体的自由 ,而且肯定理性“具

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同一 ,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使成为真理”[ 1](P410)。黑

格尔还把自由看作精神的本质 ,因而精神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实现自由便是精神的自我

实现。黑格尔的逻辑学通过概念论对精神实现其自由的论证 ,其深刻意义正如马克思在评价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的伟大之处”时所揭示的 ,在于“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

程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 ,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 ,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

性的人 、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5] (P120)。不仅如此 ,黑格尔把

自由不但看作认识论的范畴 ,而且更看作本体论的范畴 ,它意味着“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

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 1] (P83),思维即是唯一实体 ,存在就是思维 ,思维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

本身中 。这样 ,对自由的论证同时也就否定了精神最初在与客观世界的对立中所表现出来的

单纯的主观性 ,把精神提高到绝对 ,黑格尔也把它称作“精神提高到神性”[ 1](P390)。黑格尔依

据他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精神 、人作为宇宙实体的地

位 ,赋予其至高无上的价值。

黑格尔把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 ,实现善和自由 ,认作哲学的唯一任务 ,从而把哲学

的任务由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 。他说:“正如宗教和宗教崇拜在于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

对立 ,同样科学 ,特别是哲学 ,除了通过思维以克服这种对立之外 ,没有别的任务 。认识的目的

·119·



一般就在于排除那与我们对立的客观世界的生疏性 ,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 ,使我们居于世界有

如回到老家之感 。”[ 1](P378)黑格尔通过确立善和自由为世界的究竟目的和理性的终极价值 ,

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世界的“是如此”和“应如此” 、客观世界的辩证进展和人的价值追求及

其本质的自我实现 、世界的完善化和人的自由辩证地统一起来 ,从而把本体论 、认识论和价值

论结合为一体 ,把世界观和历史观 、自由观内在地统一起来 。这亦体现了逻辑学之概念论的立

意的深刻之处。当然 ,黑格尔仅仅是在头脑中来改造世界 ,以抽象思辨的否定性辩证法来代替

物质的批判 ,而且其实质是否定客观世界的独立自存性 ,因而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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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urpose of the Theory of Conception of Hegel' s Logic

BAI Xi-neng

Abstract:The theory of conception is the definit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rpose and the root standpoint of Hegel' s logic.

In the layer of ontology , its purpose is to sum up ultimate being as conception and to argue , through the derivation of the re-

lation between conception and object developed from the specialization and the objectivization of conception , that conception

is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and the unique whole , and is the immanent and the substantial force of necessary process of the

actual world , and to clear up the dualistic divi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In the layer of epistemology , its purpose is to con-

struct a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deviation of necessity of conceptual development from latency to being-for

-itself and being-in-itself , and to establish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object formed by conception and its movement as

principle and mode of ultim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In the layer of axiology , its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good and free-

dom , the aim of dialectical process of conception , as immanent purpose of necessary progres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ulti-

mate value pursued by reason.

Key words:Hegel' s philosophy , logic, the theory of conception , ultimate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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