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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日本近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他一生从事哲学研究，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顽强而精心的思索，并融合东西方哲学，也受到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影响，集日本近代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人称“西田哲学”的庞大的哲学体系，被誉为日本“
最初的独创的哲学家”。
西田哲学是日本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果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西田和世界一流的思想家们相比也毫不逊色。
西田几多郎已被选入《二十世纪思想家文库》。
    西田用长达半个世纪的思索，融合东西方哲学，创立了独特的“融创哲学”。
他认为，除客观逻辑之外，还应有更深刻的主观世界的逻辑。
为求得这深藏于东方文化根底中的“见无形之形，闻无声之声之物”，他提出了“纯粹经验”、“场
所”、“无的逻辑”、“绝对无”、“辩证法世界”、“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
，使其哲学逐步的构筑成形。
这种探索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并把它吸收进现代哲学研究中。
目前，对西田哲学的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1．批判、否定多，肯定、吸收少；2．简单归结
为唯心主义多，客观、全面分析少；3．简单归之于资产阶级本质多，深入揭示其哲学精神少。
本文试图克服哲学界所存在的上述“三多”、“三少”的问题。
导论分为问题的提出；西田哲学的背景；西田哲学的特征；西田哲学的演化；西田哲学的结构；西田
哲学的影响等六部分全面加以论述。
    第一章来源——东西结合    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为西田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尤其是德国古
典唯心主义哲学和东方佛教思想构成西田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
西田哲学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西田一生没有离开过日本，也没有会见过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位大师，但是西田在日本战前哲
学家中是对西方哲学研究最广、最深入的人。
西田对于西方古代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奥古斯丁，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费
希特、谢林、黑格尔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
后来研究过詹姆斯、格林的著作，以及新康德学派、现象学派、神学等。
这些哲学家对西田哲学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唯心主义。
    西田构思“纯粹经验”概念，参照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模仿了谢林的“绝对同一”，还受到
柏格森的“纯粹持续”，詹姆斯的“宗教经验”、“根本经验”，狄尔泰的“内在经验”，马赫和阿
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等的启示，并借用了其中的某些含意。
    西田又把胡塞尔的“意识之野”把握为“场所”，把“意识雕意向性”看做“在自己之中反映自己
”的场所的作用。
西田的《意识的问题》、《艺术与道德》中包含了不亚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具体的经验分析。
    西田哲学受东方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
西田赞同天台宗的“一念三千”的世界观，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世界观。
西田的“纯粹经验”实际上是以佛教的“参禅”、“打坐”时的精神状态和体验为基础的。
    西田引进了佛、道等东方思想中的“无”。
他主张“从无创造有”，反对黑格尔的“从有创造无”。
西田的“自我”，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超越了有和无的“绝对无”。
西田以“无”改造了近代哲学中的“自我”概念。
这种“绝对无”类似于佛教所说的认识主体即“心”，以及在“心”中成立的神秘的直观状态。
     晚年，西田从正面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一些观点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
     第二章  自我——纯粹经验     “纯粹经验”是西田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西田哲学的归宿；是西田哲
学大厦的基石，也是西田哲学体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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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经验既不是单纯主观性即主体性质的东西，也不能说是单纯客观性即客体性的东西；而且它也
不能依靠分析间接的把握。
它是主观与客观尚未分化的经验，只能在未分化的直接经验中直观地把握。
这样，西田经过长期探索，终于达到作为直接经验的“纯粹经验”。
     西田的“纯粹经验”具有五个特征：第一，“纯粹经验”具有根源性。
西田认为“纯粹经验”是根本性的东西。
至于主观、客．观乃是“纯粹经验”由于反省、分裂而形成的。
是派生的东西。
第二，“纯粹经验”具有纯粹性，西田把“纯粹经验”说成是最纯的，丝毫未加思虑辨别的，真正经
验的本来状态，是“独立自全的纯活动”。
第三，“纯粹经验”具有直接性。
西田的“纯粹经验”是从所谓“无可置疑的、直接的知识”出发，认为这直接的知识便是经验。
第四，“纯粹经验”具有自展性。
西田认为“纯粹经验”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和差别。
“纯粹经验”就是在这一矛盾和差别的“对立与统一”中不断分化与演变的，是“自发自展的无限活
动”。
第五，“纯粹经验”具有神秘性。
西田把“参禅”中脱离身心的体验一般化。
西田“纯粹经验”与禅的“无我寂静”之境界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章场所——无的逻辑     在哲学史中，“场所”是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是古希腊哲学以来反复
探索的课题。
古希腊柏拉图的“空间”、亚里士多德的“场所”等就是古老的体现形式。
但是这一“场所”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却几乎被遗忘。
西田注意到了这个历史事实，重新研究“场所”，重新提出“场所”。
在近现代，从本质上把“场所”作为哲学问题提出来，并企图通过“场所”实现逻辑本身之根本转变
的，无疑是西田几多郎。
     西田把“场所”区分为三种：一种是“有”的场所，一种是“相对无的场所，一种是“绝对无”的
场所。
     西田认为，除客观世界的逻辑之外，还应有更深刻的主观世界逻辑。
为此，他创立了“绝对无”的逻辑。
西田为求得深藏于东方文化根底中的“无形”“无声”之“物”，在无的逻辑之中努力丢弃一切物的
根底中所能见到之物，把一切物升入无的场所，进一步升入绝对无的场所之中，把物全部消解掉。
此时映入这一场所之中的必须是自己反映自己的自觉者。
西田认为，在被限定的有的场所之中，只能看到单纯的动者，在对立无的场所之中能看到意识作用，
但是对立无还是一种有，不是一个真正的无，在其深处有超越有和无的绝对无的场所。
在“绝对无的场所，，上存在着自由意志。
西田认为，绝对无的世界是完全超越了我的概念、语言、思虑知识的立场的神秘的直观世界，就是自
由的睿智界。
     第四章表象——辩证法世界     “辩证法世界”，是后期西田哲学的重要思想。
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刺激，西田反复思索一直彻夜不眠，以“历史现实”、“环境”、“
事实”、“行为”、“绝对矛盾”等不曾用过的概念，并用“辩证法世界”，把它们联系起来，从自
己的立场转向“世界的立场”，从而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彻底的实证主义者”。
     什么是“辩证法世界”，首先要搞清“历史现实”。
西田认为，对象世界即物的世界之外，还有我们自己的世界。
只有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对象世界合而为一的世界，即“主客合一”的世界，才是完整的世界，‘‘真
正实在的世界”。
所谓“历史现实”就是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存在于其中、生活于其中的“真正实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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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只寻求关于对象世界的逻辑结构的真理，而且应当寻求我们自己存在于其中，生活于其中的
“真正实在的世界”的真理。
     西田所说的含有自觉和反省的“事实”即“历史现实”，不是一般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世界，也
不是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世界，它似乎是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东西。
西田把“事实”叫做“行为的事实”。
在西田看来“真正的实在”即“行为的事实”，其中必须有人的自觉的反省，即有人的意识的、有目
的的、有自由的行为，离开人的行为，便没有“真正的实在”，即“行为的事实”。
     第五章  实践——行为的直观     西田几多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西田那里，实践是“表现世界”的展开，同时也是“历史的生命”“的展开和“制作”。
     西田关于实践的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本质上把实践看成是历史的生命的表现；第二，在
其历史的生命辩证法地展开自身中，个人的自己作为相关的存在萌动于工具的制作；第三，其工具的
制作很快失去技术的意义，制作有了较强的表现或创造的意义；第四，制作与实践就由“我们制造物
”与反过来是“我们被制造”的形式联系起来。
实践在这里成了被动形，因为历史的自己形成是中心；第五，实践反转成积极的意义，是见超越者后
所进行的行为。
可见西田的制作实践的理论，是从弄清历史的、社会的世界中的行为这一愿望出发的。
     西田认为，我们的身体不仅带有历史性，而且历史的生命通过我们的身体实现自己。
在这里，西田把历史的身体看作是生于并形成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是表现世界的活动——即行为的直
观的主体或承担者。
     第六章  超越——自己同一     我们想要超越西田哲学，就一定要设法阐明其中的秘密，因此，最后
收缩到对西田的“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考察上来。
     西田说：“叫做场所者不能不是辩证法的一般者或矛盾的自己同一的世界。
”西田把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认识视为贯穿实在世界所有领域、层次、场面的根本原理，并试图在
各种领域、层次、场面使用这一原理。
     西田的逻辑提供了将黑格尔的时间的历史过程、过程的辩证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主词逻辑和柏拉图的
宾词逻辑综合的线索。
它包含前三者，同时又向超时间的“永远的今”的方向超越。
西田认为，这种方向可以把自己的逻辑作为辩证法，从而完成它的全部过程。
     以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为中心的西田的场所辩证法，不是本来意义的辩证法或动性的语言的逻格斯
。
在西田的场所辩证法中，作为元辩证法对辩证法的构成强行予以逻格斯化。
     在西田哲学中，都会看到宗教的重要意义，西田哲学的宗教性使它很容易还原成超越的内在的东西
。
西田首先推出辩证法的逻辑，但辩证法本来是语言的逻格斯的逻辑，虽然可以通过打破被固定化的矛
盾接触到实在的深层，可不能成为深层的知的基础。
因此，西田转向本来应称为中道逻辑的即非的逻辑。
     总之，西田的“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是玄而又玄，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
西田哲学使玄妙的东方思想获得了西方式的逻辑化。
西田哲学是试图东西相融，古今相融，唯心唯物相融，在融合中创新，在融合中超越，在融合中形成
自己体系的独特的“融创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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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朴金波，女，朝鲜族，1954年生，哲学博士，教授。
198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1988年至1995年，吉林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讲师。
1996年晋升为副教授。
2004年晋升为教授。
2008年获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期间，1992年至1993年到日本关西学院大学、1998年至1999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
所任客员研究员，从事合作研究。

　　1995年至2001年任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
2001年至今任吉林大学海外留学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日本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哲学研究年报》、《外国问题研究》
、《现代日本经济》等刊物发表《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哲学史意义》、《论西田的“纯粹经验”
》、《日本近代启蒙哲学的特征》、《现代化的实现与价值观的转意》等学术论文十多篇。
其中两篇被中国人大《外国哲学与哲学史》转载。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言哲学研究》2007年结项并获优秀成果奖。

　　2,朴金波，男，朝鲜族，中国森林灭火首位专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警种指挥学院森林灭火教研室主任，大校警衔，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库首批入选专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中国森林消防专
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广东省、河北省森林防火顾问，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
西北林机厂森林消防装备技术顾问。
从事森林消防工作四十余年，参加指挥扑救森林火灾200多起，无一伤亡，指挥扑救多起震惊全国的重
特大森林火灾。
1986年在加拿大学习森林消防指挥专业，获得森林消防指挥专业证书。
2003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育才金奖和银奖，200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多次获
全军、武警部队和森林部队科研成果奖，编写专业教材、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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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第六章  超越——“自己同一”  一、越超的方向和奇特的术语  二、心的逻辑和物的逻辑  三、
逻辑、修辞学、辩证法  四、深层的知与中道的逻辑结束语参考文献主要研究成果中文摘要Abstract西
田*多郎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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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西田哲学的背景19世纪后半叶，日本实行全面摄取欧美文化的政策，思想家得以接触欧洲
哲学。
到明治时代即将结束的近半个世纪，日。
本对欧洲哲学仅仅停留在介绍和解释上，没有人真正做到用欧洲哲学的逻辑、概念总结或概括日本传
统思想。
1911年即明治时代最后一年，新招聘的京都大学哲学科副教授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震动日
本哲学界；尔后，1927年他又推出《从动者到见者》，被日本学界誉为“日本独创的哲学”，并以西
田几多郎的名字称谓其哲学为“西田哲学”。
自1911年《善的研究》问世，到今天已经快一个世纪，日本哲学界始终认为，在日本没有再出现比西
田哲学更能表述日本思想的哲学，也没有诞生比西田几多郎更知名的哲学家。
西田几多郎曾有过充满苦涩的青少年时期，他未毕业便从第四高等学校退学，是这一时期的起点。
那一年他19岁，作为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学生迎来明治宪法（1889年）的颁布，当时他以“顶天立地自
由人”自命，血气方刚。
但是，四高逐渐追随文部省的旨意，校长以武断政策使四高成为完全规范的不自由的学校。
在这一过程中，西田因参与反对校方排斥教师的运动，而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
当时，他燃烧着青春朝气，决心“独立独行，另辟新蹊”，临近毕业时毅然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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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田"融创哲学"研究》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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