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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宋善成!李章印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

"

摘
!

要"依循牟宗三对王阳明+从明觉之感应说物,与+从意之所用说物,的区分$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

方法$分析和诠释阳明学中的两种+物,%首先通过阐释+心外无物,绽露+在生存世界中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

以作为预备性的分析%之后重点对+意之所在便是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作出生存论诠释$二者分别对应着生存

论层次的物!物
+

"和本真生存中的物!物
&

"%物
+

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其存在就是一般性因缘

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物
&

则关联着本真的因缘性存在$其存在则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

行$呈现出来的是本真的生存世界%物
+

与物
&

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生存论关联$二者的区分与关联有助

于从生存论上更好地把握阳明学%

关键词"心外无物&意&物&生存世界&生存论&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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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南镇看花"的阐释中&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任继愈等运用主体
C

客体对立模式*参见杜运辉,吕伟)'中国传统哲学

现代诠释示例%%%以王阳明!南镇看花"心物关系为中心(&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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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认为&!意之所在便是物"显然是一个接近于现象学的命题/通过内在于现象学的立场&意向性观念提供了内外联结的桥梁&在

意向性结构中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对立被打破&并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关联*参见陈来)'有无之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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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认为&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

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参见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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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冯巽认为&

在阳明哲学里&!物"实际上是由客观存在物与人的意念共同结合而成的!意义"之物&人向其!意向对象"投射什么!意"&由之就形成什么

!物"&其!意向"之含义不同&由之构成的!物"的意义也就不同*参见冯巽)'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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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春认为阳明首先从实践论的角度把!物"一般规定和总括为实践客体&即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实践客体的具体内容由实践对

象,实践基础,实践条件组成*实践对象是!孝"!友"!仁"等价值观念&实践基础是爱亲,恻隐,好恶等感受所感受的价值事物&实践条件是山

川草木等客观事物*参见陈清春)'王阳明理论中!物"的含义分析(&载'中国哲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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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
F#

年代&张世英就在!天人合一"的视域中开展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比较研究*他指出&!王阳明心目中的世界只是一

个现实的世界&即以人心为天地万物之心的天地万物/人心与世界#天地万物$原为一体&人心是整个世界的4发窍.处*"参见张世英)'程朱

陆王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载'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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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王阳明的思想通常被称为!心学"&重视彰显人之本心#良知$的作用*然而其所言本心#良知$&从来

不是抽象的,悬空的,隔离于!物"的本心#良知$*!物"的概念在阳明学中同样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物"

问题或曰!心"!物"关系问题是阳明学义理体系的核心问题*回顾学界对阳明学!物"的诠释&有将其解释

为客体之物!

,意向性构成之物"

,意义之物#

,价值之物$

,生存论境域之物,等*在对!物"的诠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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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将避免主客分离的对象化思维*因为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儒学向来不是关于对象化事物的!客

观"学问&而是关于生命的学问&直指人的生存本身之源始现象&!物"必得在消弭主客的源始境域中方能

得到生存论上的规定*其次&本文亦将避开胡塞尔,舍勒现象学的方法*因为无论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

学还是舍勒的价值现象学&虽然对理解阳明学均有助益&但仅仅把阳明!心外无物"之!心"的功能局限在

认识论或价值论上&没有从!心"的领会#

;5)675/5*

&

(*05)67+*03*

1

$,抛出#

O*7L()-

&

K

)'

]

5973'*

$等功能出

发&对!物"作出生存论上的规定*在此&我们尝试采用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的方法来诠释王阳明之

!物"*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探讨的基本课题不是认知现象,意识现象&而是生存现象&与作为生命之学

问的阳明学更为亲近&问题意识也极为相似&对理解阳明学中的!心"!意"!物"颇富启迪&特别是其对此在

#

T+653*

$生存的生存论建构#

OU3675*[45)-+66(*

1

&

5U3675*73+,9'*6737(73'*

$的揭示&有助于开辟出更加贴切深

入的比较研究新视野*

据海德格尔&现象学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0

%

1

?%现象

学要!让人来看"的则是首先与通常不显现,未给予的东西%%%它虽隐藏不露&!同时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

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

0

%

1

?!在此在的现象学中&生存#即

此在的存在$的生存论建构首要地是那!让人来看"的首先与通常隐而不露的东西*对生存层次#存在者

层次$和生存论层次的区分及运用贯穿'存在与时间(全篇*!生存问题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4事

务."

0

%

1

%"

&而生存论结构就是生存的存在论结构&是此在在平均日常状态中&甚至在非本真模式中也先天

地具有的一种基本结构*

0

%

1

"!

!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离它自己4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但在前存在论上却

并不陌生*"

0

%

1

%F就是说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

'*7369/

&

'*739+,

$生存原本就是由这种生存论结构所构建

的&向来对其有某种前存在论的#

4')'*7','

1

369/

&

K

)5C'*7','

1

39+,

$领会&但却!日用而不知"&并无一种生存

论上的#

5U3675*[3+,

&

5U3675*73+,

$领会*!在世界之中存在"!操心"!时间性"等都是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无论

此在的生存是否本真&均先天接受这种生存论建构之规定*从生存论现象学的角度看&阳明学的义理体

系中同样包含着生存论建构的维度*阳明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存本身&但不是止步于生存层次上的物

事&而是透过生存层次的纷纭万象&看到了生存根基处的人之原本存在状态&并致力于回复到这种原本存

在状态*此原本存在状态就是本然良知主宰的存在状态*本然良知为人所原本具有&虽然在实际生存中

或被遮蔽而!隐而不露"&但却从来不能在生存论层次上消失为!无"&故随时可通过致良知工夫去除遮蔽

而使之在实际生存中显现*如此看来&本然良知对于人之生存就是一基本的生存论建构*而在人之原本

存在状态中&本然良知必然与物一体而在&此即!心外无物"&这提示出!心外无物"亦有生存论建构的面

向*至于!心外无物"等!物"的相关表达如何在生存论上构建着人的生存&则是本文阐释的重点*

学界已有对阳明!物"的诠释鲜有以生存论建构分析为突破口&在!心
C

意
C

知
C

物"的本质关联中对!物"

作生存论上的剖析*而且&迄今的诠释大都认为阳明学中只有一种!物"*牟宗三敏锐地觉察到)!从明觉

之感应说物&严格讲&与从意之所用说物&是不同其层次的*后者的说法&意与物是有种种颜色的&故必有

待于致良知以诚之与正之*而前者的说法&则无如许参差&唯是良知天理之流行&意不待诚而自诚&物不

待正而自正*"

0

!

1

%?F

!从明觉之感应说物"对应着阳明的!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

0

$

1

!#%

#可简称为

!明觉感应之为物"$&说的是良知发动得明觉时物的存在*而!从意之所用说物"对应着阳明的!意之所在

便是物"

0

$

1

!F等表达&此时!意与物是有种种颜色的"&即是说!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

0

$

1

!FF

&!意"未必是从知

之意&!物"亦有正与不正/然而&无论!意"是善还是恶&!意之所在"都是
!

!物"*如果援引本真生存,非本真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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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生存这一组概念来指称阳明学中的良知明觉和良知遮蔽两种生存状态!

&那么!明觉感应之为物"就是描

述本真生存状态的表达&而!意之所在便是物"则是无论生存本真与否均成立的表达*本文的诠释工作将

致力于揭示)!意在所在便是物"之物#可称之为物
+

$是生存论层次的物&而!明觉感应之为物"之物#可称

之为物
&

$则为本真生存中的物*接下来&将先通过阐释!心外无物"绽露出作为生存论结构的!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以作为预备性的分析/之后重点对!意之所在便是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作

出生存论诠释&以揭示物
+

和物
&

的生存论含义/最后简要阐释物
+

和物
&

的区分与生存论关联&并展望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作为生存论结构的'在,心
B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

!心
C

物"互融&即心与物互相涵摄,水乳交融&在一气流通中展现出超越心物对立的源始境域&人即在

这种作为源始境域的生存世界中存在*生存论上的!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蕴含在阳明!心

外无物"的义理之中*!心外无物"并不是把作为客体的物以某种知觉,感觉的方式收藏在作为主体的心

中&而是在摄物归心的同时将心归物*阳明不但说!心之物"&也说!物之心"&既不偏于心#知,意$一边&也

不偏于物一边)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

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

$

(

!#%

!物之心"!物之意"!物之知"的说法&将!物"作为主语&在消解心的现成!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指示出

!物外无心"之意*!心外无物"与!物外无心"是同时并起的&说!物"必涵着!心"&说!心"必涵着!物"&心,

物在根本上不可分割为二&根本就没有内外彼此的问题*阳明还说)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

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

$

(

$#A

这句话表明&!我的灵明#心$与天地鬼神万物在一气流通中根本没有任何阻隔*"因为天地万物的存

在&灵明才作为灵明有所绽出地得其真实而具体的显现/因为心有所绽出地存在&天地鬼神万物才得其绽

露与呈现&才得以被赋予高,深,吉凶灾祥等价值和意义*从这里看&与心互融存在的物&就不仅仅是某个

单一的物&而是实际生存中来照面的所有物的关联性整体&如此方能形成境域,构成世界*人在这种作为

源始境域的生存世界中存在&可结合海德格尔此在#

T+653*

$的基本生存论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

"来领

-

F!

-

!

"

在阳明学和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中&均存在两种既有所区分又互相关联的生存状态*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此在之生存

有本真性#

O3

1

5*7,39/Y537

&

+(7/5*73937

8

$和非本真性#

2*53

1

5*7,39/Y537

&

3*+(7/5*73937

8

$之分&前者是在先行决心中展开的本己生存状态&后者指常

人沉沦于世的生存状态*在阳明学中则有良知明觉和良知遮蔽两种生存状态*在阳明学语境中&!本真"一词通过适当地诠释与转化&可以

容纳良知明觉之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本"&对应着人人本具的本然良知&指向人原本的生存状态/!真"&对应着真诚,不欺,慎独之真己*

良知作为!自知"!独知"&其发用彰显必得个别化,具体地落实于每一个人&故良知明觉之生存状态也可以称为本己的生存状态*因此&在区

分和转化的基础上&我们在诠释阳明学的进程中&考虑保留并使用!本真"一词*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不直接

关乎道德&而阳明学语境中的本真生存乃善之存在#善在$&非本真生存则是恶之存在#恶在$&有着鲜明的道德含义*当然&海德格尔的生存

论现象学并不是绝缘于道德&其中蕴含了某种源始伦理学或前伦理学的维度&比如&他认为此在的!本质性的有罪责存在也同样源始地是

4道德上的.善恶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这就是说&是一般道德及其实际上可能形成的诸形式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参见海德格

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第
$!A

页*海德格尔与阳明学语境中的本真生存虽然在关联道德的程度上有强

弱之分&但均不是发端于现成的,对象化的道德伦理规范或价值标准&而均是在处境中灵动地,当机地,非对象化地得以具体实行*不同的

是&海德格尔侧重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对如何达致本真生存状态并无工夫路径上的言说&而阳明就如何达致本真生存状态#如何致良知$

则有着较为完备的工夫论体系*!本真生存"在海德格尔和阳明学语境中的这些异同之处&为互通有无,相辅相成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空间和

视角*

海德格尔从分析此在的日常平均状态出发&得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

_*C05)Ca5,7C653*

&

@53*

1

C3*C7/5CL'),0

$的生存论结构*!在

世界之中存在"是一个统一的现象&必须作为整体来看待&由世界之为世界,!在之中#

S53*

1

C3*

$",日常在世之!谁"#常人$三个生存论环节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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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心具有绽出与展开的特征*心在绽出自身的过程中消散于物,依寓于物!

&展开了

!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并在生存世界中关心物,照管物&赋予物的存在以意义*心始终!携有"其生存

世界&心的现象就是世界现象&只要人存在着&心就已经展开!心
C

物"源始境域的世界&世界#源始境域$的

此在始终伴随着人的生存*这种生存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展开状态&是万事万物绽露之场域&心和物只有

在生存世界中方能彰显各自的存在*

"

需要说明的是&!心外无物"相关表达有时出现在本真生存语境中&但有时也出现在无关乎本真生存

与否的语境中&比如&阳明有时通过!意之所在便是物"解释!心外无物"&而!意"是可善可恶的&所对应的

生存状态是可本真可不本真的#

*固然在本真生存中#良知发用流行时$&才可本真地体验,领会!心外无

物"&但即便在非本真生存中!心外无物"受到遮蔽&生存论层次上的!心外无物"依然原初地规定着人的生

存*阳明说)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33是其一

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33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

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0大学问1"

'

?

(

%#EE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人"&均本
!

有其一体之仁*心本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不是!大人"在本真生存中

才有意识地发现的&而是原本
!!

就有的&即便!小人"也原本有之*!本
!

"&即指向人原本,原初的生存论建构*

正如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是被抛具有的一样&本然良知以及!心物一体"!心外无物"也是在生存论上被抛具

有的&决不能视其为某种现成属性而将其去除掉,割舍掉*小人即便在生存层次#存在者层次$上局限于

狭隘之小我,区分隔离于外物&然其生存论层次上的!心物一体"!心外无物"却未尝无&只是被私欲所遮蔽

而已/正因如此&才可随时通过去除私欲之遮蔽&而使!心物一体"!心外无物"在实际生存中得到真切的领

会与开展*因此&如果说!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一个基本生存论结构&那么在阳明学中&!心外无物"

蕴含的!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也是一个基本的生存论结构*无论生存状态本真与否&此基

本的生存论结构均成立&故此生存论结构是!中性"的*

三%物
!

"生存论层次的物#'意之所在便是物(之物$

'传习录(中最早的关于意,物关系的表达是!意之所在便是物"&出自徐爱录第
E

条)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

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2听2言2动$即视2

听2言2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0中庸1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

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

$

(

!F

在这里&!意之所在便是物"是作为对!无心外之物"的解释而出现的*阳明一般说!心之所发便是

意"*当说!心外无物"时&侧重于讲!心之所发"&而不是指悬空的,光板的,隔离的未发之!心"&故!心外无

物"涵着!意外无物"*关于!意"!物"关系&在陆澄录,陈九川录中&分别表达为!意之所着为物"

0

$

1

A?

!意之

-

#$

-

!

"

#

据海德格尔&作为生存论环节的常人总已消散在所操劳的世内事务之中&这种消散于世的沉沦境况同时是操心的组建环节%%%

!寓于++的存在"*即便是在此在的本真生存中&也同样要接受!寓于++的存在"的生存论规定&但却是在先行决心展开的处境中当下即

是地!寓于++存在"*在阳明学中&心消散于物#乃至!心
C

物"互融$同样是无关乎本真生存与否#良知发用流行与否$的生存论规定&只不

过在良知发用流行的实际生存中&心消散于物不再是!舍心逐物"&而是自觉本真地保持在!心
C

物"互融的源始境域中*

!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所具有的!在之中"&不是作为现成存在者的主体存在于现成存在的!世界"之内#这个!世界"

即现成主体与现成客体的简单并置综合$/也不是在心与物的!之间"&因为这个!之间"已然预设了心的现成存在和物的现成存在*这种!在

之中"根本上是心所敞开的!心
C

物"互融)!物那里"的!那里"&总是在心有所揭示地向着!那里"的存在中&才得以领会/!心这里"的!这里"&

总是从寓于!物那里"的存在中来领会自身*

如下文所引的徐爱录第
E

条&!无心外之物"就是关联着!意之所在便是物"而言&不宜理解为良知本心发用时#本真生存中$的!心

外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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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着处谓之物"

0

$

1

!!F

*

! 在上述三处表达及其上下文语境中&从未说!意"是顺从良知而发的!从知之意"*

而在'答顾东桥书(中&阳明在把!物"规定为!意之所用"的关联文本中&却说!有知而后有意&无知而无

意"&似把!意"规定为!从知之意")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而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 33凡意之

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

$

(

%?%

牟宗三就此文本指出&就顺从良知明觉之意说!知为意之体"&是没问题的/而就有善有恶的意说!良

知为意之体"&!乃是以良知为意之超越的评判标准之意*"所以&!此处的说法稍欠简别&亦嫌急促&当以别

处说法为准*"

0

!

1

%?A牟宗三的意思是&心发出的意可善可恶&并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说!知为意之体"&因为恶

意并不是顺从良知明觉发出的*

" 本文认同其观点&并认为&较之!有知而后有意&无知而无意"&!心之所

发便是意"才是更为究竟的表达*因为在人的实际生存中&良知本心之发动常受私欲,习气等影响&发出

的意就可能不再是从知之意*故!意之所在便是物"等表达中的!意"是毋论生存本真与否的意&是可善可

恶的意&相应地&这里所定义的物也就是毋论生存本真与否的中性之物*与!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

中存在"作为生存论结构相应&!意之所在便是物"同样是一个指向人之原本存在状态的生存论规定&而如

此规定的物
+

就是生存论层次上的物*对!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生存论诠释需纳入!心
C

物"互融的视域之

中&而物
+

的存在须关联着生存世界才能予以揭示*对于物如何关联着生存世界而存在&阳明学文本中

并无直接的生存论上的专题阐释&而用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可以将其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下面&将分

别从!意"和!事"的角度对物
+

的存在进行探讨*

#一$从'意(的角度看物
!

的存在"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

多有学者将阳明学中的!意"理解为!意识"&如龚晓康认为)!意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即是为人所呈

现的4物.&故阳明谓4意之所在便是物.*"

0

"

1本文认为&将!意"理解为!意识"是对!意"之功能的对象化,

现成化,窄化乃至异化*从生存论现象学开启的视域看&!意"有两个生存论特征*首先&!意"具有展开的

生存论特征*心展开了!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也就是!心之所发"的!意"展开了!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

界*其次&从时间性上讲&!意"是朝向将来的*阳明对!意"的界定中包含着将来维度&如他说!欲食之心

即是意"!欲行之心即是意"

0

$

1

%$!

&!意"在这里就指向了将来的某种生存可能性*!意"#以及!念"$固然是

在每一当下发动的&但无疑是朝向将来的&或在本质上是向将来敞开的*如果把!意"锁止在每一个作为

现在的瞬间&那么生活本身就是无数个瞬间不相关联的集合&这显然是荒谬的*

把!意"的上述两个特征综合起来看&!意"就是在向着将来之可能性的存在中展开可能的生存世界&

其生存论功能毋宁是一种具有展开作用的!领会"#

;5)675/5*

&

(*05)67+*03*

1

$&或组建着!领会"的!抛出"

#

O*7L()-

&

K

)'

]

5973'*

&又译作开抛,筹划,投开等&有投射,打开,开放,开启之意$*

# 既然!意"具有抛出,领

会的性质&那么!意之所在"作为意所抛出,领会的东西&根本不是现成的世内存在者&而是世内存在者的

存在*!意"指向物
+

之存在的方式&不是认识论上的认知,理解&不是实践论上的对象化的意欲,操作&也

不是先验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而是抛出生存世界中的!消散于++"!寓于++"*在!消散于++"!寓于

-

%$

-

!

"

#

!意之所在便是物"等表达是对!心外无物"的某种推进&其在!心外无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意与物如何关联的方式%%%!所在"

!所着"!所用"!涉着"&进而以包含着!是"!为"!谓之"的命题&对!物"作出了规定*

对!知为意之体"还可作出另一种!变通"解释)人在良知受阻碍时仍拥有自己的良知本心/应感而动是良知本心才有的源初功能&

私欲,习气等要发用于物上&必须凭依于#非对象化地附着于,杂糅于$良知本心方可&故基于私欲,习气而来的意可看作是!处于褫夺遮蔽状

态的本心"之发用&或曰是本心发用的某种褫夺状态*

按照海德格尔&领会是一种开展活动&它!始终关涉到4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整个基本建构*"而领会具有抛出的生存论结构&!领会

把此在之在向着此在的4为何之故.加以抛出&正如把此在之在向着那个使此在的当下世界成为世界的意蕴加以抛出*这两种抛出都是同

样源始的*"!领会作为能在彻头彻尾地贯穿着可能性*++在对世界的领会中&4在之中.也总被一同领会了&而对生存本身的领会也总是

对世界的领会*"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第
%EAC%D#

页*领会朝向!为何之故"之能在抛出自

身之生存&亦是在朝向将来之可能性的存在中展开可能的生存世界&与阳明学中!意"的生存论特征颇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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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在哪里&意涉着在哪里&哪里就有物
+

之存在&意从根本上组建着,通达着物
+

之存在*然而&

当
!

下
!

生发之意是在当下
!!

!消散于物"!依寓于物"的&如何能够在朝向将来
!!

展开生存世界的同时又于当下
!!

寓

于物而存在呢2 又&物
+

是当下操劳的具体之物&还是生存世界中来照面的物之整体2 在此&笔者试援引

海德 格 尔 的 世 界 现 象 以 及 因 缘 #

@5L+*07*36

&

3*4',45J5*76

$,操 劳 #

@5)6')

1

5*

&

9'*95)*

$,意 蕴

#

@505(76+JY537

&

63

1

*3-39+*95

$等概念!

&来!补足"阳明学中专题生存论诠释上的不足&对物
+

之存在给出一

个诠释方案*

以!种花"为例&院子里的花圃闲置已久&杂草丛生&吾人心烦意乱&现在意在花圃中种花*那么&随着

!意"抛出!种花"的可能性&意欲种花者即回到实际所处的局势而展开一个因缘整体&比如可以是!取来锄

头
#

使用锄头
#

除草
#

种花"等等的因缘指引整体)取来锄头作为何所因同使用锄头有缘&使用锄头作为

何所因同除草有缘&除草作为何所因又同种花有缘*这些指引关联的关联性质是!赋予含义"&作为!为何

之故"的能在#如为观花赏心悦目之故$赋予种花以含义&种花赋予除草以含义&除草赋予使用锄头以含

义&使用锄头又赋予取来锄头以含义&而这些含义的关联整体即为意蕴&意蕴组建着世界之为世界*

"

!意"从已
!

置身其中#被抛入其中$的世界中抛出了!种花"的可能性&朝向将来
!!

抛出了!种花"的生存世界&

并在当下
!!

寻视着把!某物"带近前来对之有所操劳&如使用锄头等*这里就彰显出!意之所在"所展开的生

存世界中!曾在
C

现在
C

将来"的回旋交织&!意"在根本上由曾在
!!

,当下
!!

,将来
!!

三个时间性维度一体构建*当

下操劳于某物之际&总有一个被可能性所牵引的因缘整体被先行领会&所以操劳总是寻视#

2J639/7

&

93)9(J6

K

5973'*

$中的操劳*因此&意在当下操劳着打交道的某物之存在&就不是现成独立之物的存在&而

是某物的因缘性存在&即某物在!何所因
C

何所缘"组建起来的因缘整体中的存在*由此看来&物
+

关联着

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

施邦曜说)!人看物字是死的*先生看物字是活的*"

0

$

1

!F在!意之所在"中展开的某物之因缘性存在&

绝不是静止的,现成的因缘性存在&而是某物以因缘的方式存在起来#让结缘$&是某物之特定因缘的动态

实现和占有*操劳从不僵固于特定因缘&而是在朝向可能性中动态地不断实现和占有因缘整体中其他具

体物的因缘*在!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意"向着曾在,当下,将来一体开放&每一个带近前来的某物

都负载着因缘整体&都天然地携有周围世界#

2JL5,7

&

5*43)'*J5*7

$&世界在某物这里世界化&某物的因缘

性存在向来被嵌入因缘整体和世界意蕴之中*某个具体物不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世界也不是各种物的

集合或整体&每一个当下所操劳的物都聚集了一个世界*!意之所在"固然指向当下某物以因缘的方式存

在起来#让结缘$&亦即某物之特定因缘的动态实现和占有&在根本上却在曾在,当下,将来的一体互构中

指向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亦即生存世界的动态呈现*其实是说生存世界本来就蕴含着!动态呈现"&

!意"所展开的世界现象根本不是静态的,现成的*综上&物
+

的存在可以指某物的因缘性存在&本质上却

是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关键不在于物
+

是指向具体物还是生存世界中的物之整体&而是物
+

作为

!活物"以因缘的方式存在起来&始终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乃生存世界的动态呈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意之所在便是物
!

"在严格意义上应表达为!意之所在便是物之存在
!!!!

"&

-

!$

-

!

"

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现象&不是现成存在者总体的存在&而是由操劳,操持活动中的指引联络#意蕴$所组建*此在在生存中作为

能在总是它所是的可能性&相应地世界意蕴由可能性构成&因缘整体性也是世内存在者存在的可能性的联络*此在存在着就不得不被抛入

世界之中&向来已经熟悉世界意蕴&并向着世界意蕴抛出并领会自身的存在&同时也抛出并领会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海

德格尔从分析上手用具的因缘性存在入手&绽露出世界现象*此在操劳于上手用具时&从来不是与单独的用具打交道&而是与用具整体打

交道&用具整体的因缘整体性总已在寻视中被先行领会*因缘整体性最终要溯及到!为何之故"上&即此在本身的!在世存在"上&其实就是

此在向之抛出自身存在的能在*在因缘整体内的自我指引中&一系列上手用具存在着因缘指引关联*这些指引关联的关联性质是!赋予含

义"&而这些含义的关联整体即为意蕴&意蕴就是构成了世界的结构的东西*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第
FDC%#$

页*

<

这里在种花中所展现的因缘整体是一种事后分析&是一种!权说"&实际生存中因缘整体及意蕴是动态生发,随机变化,一体给予,

当下领会的&从根本上说只能被亲身经历&而不能用认知,反思的方式被完全还原&比如在种花中除了刚才列举的因缘&还有土壤,气候,种

子等以因缘存在的方式非对象化地,纵横交织地构建着人的生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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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意之所在"作为!意"所展开的东西&是物
+

的因缘性存在&即因缘整体之实行,生存世界之呈现*阳

明在!物"的相关文本中&并未明确区分存在者与存在&以及物与物的存在*而海德格尔严格区分了存在

者和存在&!物"就是存在者&而世界则对应着存在*依据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存在和存在者具有二重性&

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总是关联着存在者&而存在者又总是存在着的存在者&不可能不存在&存在和存

在者密不可分*在阳明学中&物与物的存在也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从生存论存在论视角看&物与存在之

间又总归是有区分的/之所以未明确作出区分&而用!物"#作为!活物"之!物"$笼统地指称物的存在&原因

之一就是缺乏专题的存在论分析视角*关于物
+

的存在具有!世界"义&以及阳明用!物"来指称物的存

在&将在阳明!训物为事"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二$从'事(的角度看物
!

的存在"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

阳明训物为事&将物的名词性转换为动词性&进一步将!物"凸显为存在起来的!活物"&打通!物"!事"

之界限&更加契合!心
C

物"互融中!意"的展开性质&直指人的生存本身*阳明说)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

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

'

$

(

%?%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0大学问1"

'

?

(

%#D%

在当下实际地操劳于某物之时&!意"所展开的既有所操劳之物的因缘性存在/又有当下依寓于物的

操劳&有所揭示,有所解释地实现和占有因缘可能性&使某物以因缘的方式存在起来*从人之操劳于物的

角度看是!事"&从被操劳的物的存在角度看是!物
+

的存在"&二者有机统一于!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

!同出"于一个源始境域而!异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物#之存在$即事"*然而&!事"的意蕴却有待进

一步探析*

作为动词的!事"&实为生存之行&在存在者层次上向来有时间上的绵延&不可能在孤立绝缘的一瞬间

完成#其实瞬间也是一段绵延$&总得在一段时间中有所延展地展开&这在生存论上讲即是朝向可能性连

续地展开生存世界*而且任何事都不能只与某个物打交道&人从来不能从!心
C

身"主体一头扎出而直接

及于某人,某物&实际情况是操劳于某事从来都是在某个空间和场所中进行的&!就仿佛说&无论一个客体

能如何4在外.&世界都要4更在其外.*"

0

%

1

?%"

!意所在之事"的!所在"&本来就有!空间"义*!意在于种花"

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动态的!让结缘"中展开了种花的生存世界*而从种花的能在回到所居持的因缘

整体&就是置身种花的生存空间之中&!取来锄头
#

使用锄头
#

除草
#

种花"即是一个不断!去远"的过程*

虽然当下正进行的!操劳于某物"对于实际地实现和占有生存可能性突出而重要&但仅局限于此尚不能呈

现!事"的完整意蕴*!意所在之事"&是一系列何所因,何所缘组建起的因缘整体的动态实行&而因缘整体

的实行即生存世界的动态呈现*!意"在当前化中消散于上手事物&本质上是消散于周围世界*连同上手

事物带近前来的&向来有一个周围世界/操劳着与上手事物打交道&就是操劳着同周围世界打交道&甚至

可以说&上手的是周围世界*因此&!意在于种花"&就是展开并呈现了种花的世界*意在于事亲,治民,读

书,听讼&就是展开并呈现了事亲,治民,读书,听讼的世界*意所在之!事"&就是呈现出来的一般性生存

世界&而不是单纯与某个具体物打交道*阳明训物为事&而!事"则是因缘整体的实行,动态呈现的生存世

界&亦说明!物即事"之!物"其实是指!物的存在"*

以上&!笔者"先后从!意"与!事"的角度来看物
+

的存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物
+

的存在即一般

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

四%物
"

"本真生存中的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之物$

以上所揭示出的物
+

&是毋论生存本真与否的中性之物&其生存论含义自然适用于规定物
&

#本真生

存中的物&亦即良知明觉感应所开展的物$*既然物
+

的存在即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

般性生存世界&那么物
&

的存在从生存论上讲&就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行&呈现出来的是本真的生存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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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关于!明觉感应之为物"&见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

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

'

$

(

!#%

良知发动得明觉之时&意得其诚&人进入本真的#善的$生存状态中*良知明觉仍是心所发出的意&却

是从知之意/物仍是物&却是得其正的物*!得其正的物"之存在&从生存论上讲&就是从知之意在抛出本

真能在中所展开的物
&

之存在&此时因缘整体得到本真的实行&灵动地展开了本真的生存世界*人在本

真的生存世界中存在而!成己"#得其本真生存$&具体的物在本真的生存世界中存在而!成物"#得其本真

的因缘性存在$&!成己"!成物"统一于本真的生存世界#物
&

的展开状态$之中&此即是合内外而为一之

道*

依照阳明&在良知明觉感应中蕴含着与天地万物同体*牟宗三则认为&!良知感应无外&必与天地万

物全体
!!

相感应"&此感应!实乃是即寂即感&神感神应之超越的,创生的,如如实现之的感应&这必是康德所

说的人类所不能有的4智的直觉.之感应*"

0

!

1

%?!C%??我们固然可以在良知明觉展开物
&

之存在#本真的生存

世界$的意义上讲生化,讲造化,讲实现&疑问是)从知之意所展开的物
&

之存在是天地万物全体
!!

之存在

吗2 天地万物全体
!!

可以一览无余地解蔽于良知面前吗2 物
&

之存在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2 对此&可以从

两个层面予以理解*

首先&在阳明学的义理体系中&本然,圆满的良知即是天理,天道本身&故阳明有时在天理,天道的意

义上讲本然良知&此时良知等同于天理&自然可以说是与天地万物的全体
!!

一体存在的*在此本然,圆满良

知语境下&确乎存在一些称赞化育天地万物的宇宙论表达&如)!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

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

0

$

1

!E$

其次&阳明对人之有限性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圣人也是有局限的)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

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2度数2草木2鸟兽之

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

'

$

(

!?E

即便对于圣人&也只能做到随着良知的发用&使天理流贯于他所实际遭遇的事事物物而使事事物物

得其理&而不是使天地万物全体
!!

一览无余地通体可见*关于人心与天理的关系&王庆节抛出了这样的问

题)!心即理"中的!吾心"与!宇宙之理"&!倘若用现象学的语言&两者之间的4意象性.或者4意蕴性.关联

究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4即是.&还是去接近,开启,联通,连接的4即近.2"

0

E

1

%!根据语境推断&他更倾向

于是!即近"&并说!倘若是4即近.&++吾心事实上也不可能囊括这个宇宙存在的全体*如果4心.只是这

个宇宙的一部分&连接着宇宙&彰显着宇宙之理&但它并非也不可能是宇宙的全体和整体*宇宙的整体是

4黑暗.&只有连接着人的生命,生活和意识的一小部分&才有光明&才有照亮*人的生存超越活动&特别是

人的意识活动&唯有在这明暗,显隐之间&方得意义*"

0

E

1

%!顺此&本文认为&固然人是天地之心&天理只能

在良知本心处呈露&但实际生存中的良知展开现象是让良知行,让天理在&具有有限性的人不可能使无限

而圆满的天理完全
!!

呈现*既不可能使无限而圆满的天理完全
!!

呈现&也就不可能在实际生存中展开天地万

物全体
!!

的存在*在良知明觉感应中&天地万物既有解蔽#敞开$处&更有浩瀚无边的遮蔽处&人只能在朝向

无限天理的存在中展开有限的本真生存世界*阳明那些将良知本心等同于天理天道的表达&应理解为对

作为源始根据性存在之本然良知的一种描述&是对!心与天理"源始关联#亦即人人皆有!圣性"$的生存论

刻画&可用来增强人们对!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的觉悟&激发人们向着本然圆融的良知天理回复的信

心,决心和动力&以求杜绝!心外求理"的弊病*要之&在物
&

之存在中呈现出来的本真生存世界&只是有

限度的澄明&只是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澄明&而不能及于天地万物全体
!!

和永恒的时间,无限的空间&甚至

也未必能及于有限生命的每一刻*然而&纵使是!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之此时此地的澄明&却也!便是一刻

的圣人"&也在有限的生存中联通着无限的天理*由此&我们可把物
&

之存在进一步揭示为虽有限而无限

-

?$

-



宋善成!李章印
!!

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的本真生存世界*!虽有限而无限"&所透示的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超越于现实又

落于现实*

五%结语

以上生存论诠释工作&是在!心
C

意
C

知
C

物"的关联中进行的&避免了重视!心#意,知$",轻视!物"的倾

向&致力于在!心
C

物"互融的视域中理解物之存在*在绽露!在4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中存在"之生存论

结构基础上&本文揭示出阳明学中有两种物)物
+

是!意之所在便是物"之物&是生存论层次的中性之物&

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物
&

是!明觉感应之为物"之物&是本真生存层次的良善之物&关联着

本真的因缘性存在*这提示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阳明学中仅有一种物&而要注意根据不同文本语境对物

的含义作出区分&以更精准地把握阳明学的生存论意蕴*

! 物
+

与物
&

既有区分&又有着紧密的生存论关

联*二者的紧密关联&通过生存论视角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来*无论是物
+

还是物
&

&都是指称!活物"之

存在&均指向作为!事"的生存之实行,生存世界之呈现&不能用对象化,理论化的认知方式予以把握*物

+

之存在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是圣人&还是寻常之人,气拘物蔽之人/适用于人的一切存在情形&无论是良

知发用流行之时&还是良知遮蔽受阻之时*只要人存在着&就有物
+

之存在组建着实际生存的生存论结

构*

" 作为生存论层次的物
+

之存在&在根底处规定着物
&

之存在*物
&

之存在同样在生存论上指向!因

缘整体的实行"和!生存世界"&但却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行,本真的#善的$生存世界*在实际生存中&意

无时无刻不展开物
+

之存在&也就是说无时无刻不展开生存世界*然而意之发动不能无不善&实际生存

亦不能无不本真&于是就需时时刻刻在戒慎恐惧中向着良知本体回复&以实行本真的生存&展开物
&

之存

在&使无限的天理具体地,持续地落实于有限的实际生存之中*

物
+

,物
&

之区分与关联契合于良知的存在特质&有助于从生存论上更好地把握!致知格物"之过程*

阳明学中&人实际具有的良知不能论以!有与无"&只能论以!显与隐"*当某人良知未发用流行时&不能说

此人!无"良知&只能说其良知以潜隐或遮蔽的方式存在*同样&在良知受到遮蔽的非本真生存中&作为生

存论建构的物
+

之存在未尝无&只是在生存层次上以潜隐或褫夺的状态存在而已*人人本有良知&人人

亦本有物
+

之存在*在良知受到遮蔽的非本真生存状态中&虽然或多或少对物
+

之存在有模糊的领会&

但通常对其并无一种生存论上的领会把握&反而容易在存在者层次上理解物之存在&将心#意$,物割裂对

立为二/此时&物未得其正&生存世界未得本真之呈现*阳明训格物之!格"为!正"&从生存论上讲&致知格

物就是在致良知中展开物
&

之存在&使生存状态由非本真转为本真*必得在良知!由隐到显"展开本真生

存世界时#亦即展开物
&

之存在时$&才能对物
+

之存在蕴含的!心
C

物"互融之一般性生存世界有一切己

而真切的领会*也就是说&致知格物既是良知由隐到显的过程&同时是物
+

之存在由隐到显的过程&又是

物
&

之存在展开的过程&其实都是回到人之原本存在状态的过程*

行文至此&本文只是对阳明之!物"进行了总体性的生存论诠释&有的方向还未及展开&尚有进一步的

拓展空间*比如&海德格尔说领会向来是现身的领会&在领会中向来有现身情态一同展开着!此之在"*

-

"$

-

!

"

在阳明学文本中还有一种非本真生存中的物&如!逐物"!气拘物蔽"!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中的物&可称之为物
-

*参见

陈荣捷)'王阳明5传习录6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

!#%D

年&第
?E

,

%$A

,

%"E

页*在非本真生存中&本心受私欲,客气遮蔽而成习心&此时心

发出的意即展开物
-

之存在&呈现出非本真的生存世界*由于本心受私欲,客气遮蔽&与物同体的恻隐与感通受到阻碍&故源始的!心
C

物"

互融之生存世界于生存层次上处于褫夺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实际生存中心与物尚未融一*在!逐物"中&心沉沦于,失落于所操劳之物&物

欲愈滋生&则本心受蔽愈严重,!有我之私"愈突出&物与我,人与己的间隔就愈大&物亦在实际生存中愈被领会为心外之物,对象化之物*物

-

在阳明学文本中出现的比较少&而且不为阳明所正面使用&故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如果认为仅明觉感应的物
&

之存在才有因缘整体的实行&才呈现出!心
C

物"互融的生存世界&而认为在非本真生存中并无物
+

之

存在呈现出来的!心
C

物"互融之生存世界&那么致良知的工夫就是断裂的,不连贯的*因为&若没有物
+

之存在呈现出来的!心
C

物"互融之

生存世界从生存论上规定着一切生存情形&则一念良知发用而使意由!不诚"转为!诚"时&良知本心何以能连贯地发用于原本处于心#意$外

的物2 必是从生存论上人原本就存在于!心
C

物"互融之生存世界中#虽然可能对之并无存在论上的领会$&致良知才无需跨越心#意$,物为

二的!鸿沟"而连贯地及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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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物
&

之存在的展开中亦有一种基本现身情态的参与*正如陈立胜所说&!良知乃是真诚恻怛之

知&它不是一个悬空的,抽象的了别之知&亦不是盲目的一己之好恶取舍&而是扎根于仁体之中,带着鲜活

的生命同体的体验的一种觉知*"

0

D

1

!$D对于恻隐之觉情如何在牵挂,感通中展开物之存在&值得深入研究&

而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将为之提供一定的助益*再如&本文揭示出的物
+

之存在导向!心#意$

C

物"的

互融存在&物
&

之存在则导向本真生存之实行&两种物的工夫论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又如&在阳明学

中&心涵着意,知&而物之存在即是事,即是行&这提示出!心
C

物"互融存在与!知行合一"有着本质性的关

联&如果物
+

之存在对应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那么物
&

之存在则对应于!真知行"*至于阳明学中

是否有生存论层次的!知行合一"以及本真生存中的!知行合一"&则需结合阳明学文本作深入的生存论辨

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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