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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善的研究》是作者的哲学处女作，出版于1911年。
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销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哲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日本“独创哲学”的形成。
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的目标在于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
书中第一次提出并且阐述他的哲学基本概念——”纯粹经验”。
他所谓的“纯粹经验”并非以主、客观对立为前提的对象经验，而是所谓“主观和客观合一”的直接
经验。
他认为，有了经验才有个人，并不是有了个人才有经验：“纯粹经验”是唯一的“实在”，而主观与
客观是这“实在”中统一着的两个方面，其中主观即“我”是“统一的方面”，客观是“被统一的方
面”。
“善”就是实现主客合一的意识状态，也是自我的发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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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1870～1945）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早年托病退学，在家自学：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
从1897年起过着以打坐为中心的孤独思索生活，1903年开始正式研究哲学。
历任东京学习院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
与田边元在京都帝国大学培育出一批知名哲学家，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形成所谓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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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纯粹经验　　第一节 纯粹经验　　所谓经验，即为按照事实其原貌去感知它。
也就是完全不经自己的加工，按照事实来感知。
一般所说的经验，实际上总夹杂着某种思想，因此，所谓纯粹，即指丝毫未加思考、辨别的、真正经
验的初始状态而言。
例如，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瞬息间，看者或听者不仅没有考虑这是外物的作用还是自己
在感觉它，而且也没有判断此颜色或声音之前所处的状态。
因此，纯粹经验与直接经验是同一的。
当人们直接经验到自己的意识状态时，还没有主客之分，知识和他的对象是完全合一的，即为最纯的
经验。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所谓“经验”的含义并不明确，如冯特就把基于经验推论出来的知识也名之为间
接经验，称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为间接经验的学问。
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说是正确意义上的经验。
不仅如此，即使是意识现象，个人也不能经验他人的意识；即使是自己的意识，如果是对过去的回想
或是对当下意识做出判断，也都不能算是纯粹的经验了。
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经验，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而只是反映事实原貌的当下意识。
　　那么，从以上论述来看，究竟什么样的精神现象才是纯粹经验的事实呢？
谁也不会否认，感觉和知觉属于纯粹经验。
不过，我相信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以这种状态呈现的。
即使拿记忆来说，他既非过去意识的直接再现，也并非是对过去的直觉。
感觉虽是过去的，但他毕竟是现在、当下的感受。
即使抽象的概念，也决不是超经验的东西，仍然是一种现在的意识。
又如几何学家在脑中构想一个三角的时候，会把它当作一切三角形的典范，此种概念的代表因素也无
非是当前的，一种情绪而已。
此外，如果将所谓意识的边缘（Fringe）看作直接经验的事实，那么就必然使得经验的事实之间的各
种关系的意识也都像感觉、知觉一样被列入直接经验的范围之内。
如果是这样，那么情绪的现象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愉快与否的感情必然是当下的意识；即使在意志方面，尽管其目的在于将来，却也总被我们当作现在
的欲望来知觉的。
　　那么，这种与我们有直接关系、作为一切精神现象的原因的所谓纯粹经验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将对其略加探讨。
关于这一点，首先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纯粹经验究竟是单纯的还是复杂的？
虽说是直接的纯粹经验，如果从他是由过去经验所构成这一点来看，或者从以后可以把它分解为单一
因素这一点来看，也许可以说他是复杂的。
但是，不论纯粹经验多么复杂，在他发生的那个瞬间却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
即使是对过去意识的再现，当其被统一到现在的意识中并成为他的一个因素而得到新的意义时，就已
经不能说他与过去的意识是同一的了。
同理，在当下意识被加以分析时，他就已经和分析发生时的意识不能同一了。
从纯粹经验的角度来看，万时皆异，万物皆异：每个事物、每个场景都是单纯而独特的。
其次，我们来看纯粹经验的综合范围是怎样的？
纯粹经验的现在并非说“当我们开始思考现在时，就已经不是现在的那种思想上的现在。
”作为意识上的事实的现在，他必须有一定时间的持续，即意识的焦点始终落在现在上。
因此，纯粹经验的范围自然与主一定范围趋同。
但是，我认为该范围不是仅限于“绝对单一”的注意。
我们能够不掺杂任何主观思绪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主客合一的意识状态。
如登山者奋力攀登峭壁时，音乐家熟练地演奏乐章时，都可以说完全是知觉的链条（perceptual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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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动物的本能动作也同样反映这样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精神现象上，知觉保持着严密的统一和连续，即使意识转而为他，注意也始终朝向同一事物，
前一动作自动引起后者，毫无思维的介入。
与转瞬即逝的知觉相比较，虽然注意有所转移，时间长短有别，但是从“直接”和“主客合一”上看
，二者没有丝毫差别。
尤其是所谓的“瞬间知觉”，如果认为它实际上是由复杂的经验结合而成的话，那么上述两者的区别
就绝非质的差异，而应该说仅仅是程度的差异。
纯粹经验不仅限于单一的感觉。
心理学家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感觉是作为学术分析的结果而家乡出来的，并非事实上的直接、具
体的“经验”。
　　纯粹经验之所以是直接而纯粹的，并不在于他是单一的、不可分析或转瞬即逝的，相反，是在于
他是具体的意识的严格统一。
意识绝非如心理学家所说，是由单一的精神因素结合而成，事实是其自身自成体系。
正如初生婴儿一般的意识，其实是晦暗不明的混沌一团。
千头万绪的意识状态就从这混沌里面分化、发展而来。
但无论怎样精细地分化，他也不会打破其根本体系的初始状态。
我们直接、具体的意识始终是以此种面貌呈现的。
即使倏忽变幻的知觉也绝不能背离这种状态。
例如，我们感觉到我们能一眼把握事物所在场景；但如果仔细研究，也就是随着眼球的转动，我们的
注意随之转移，才能最终得以感知事物全貌。
由此可见，意识，根本上就是作为整个体系来发展的；因其体系的统一和严密，在众意识分化发展之
间，我们将不会失去纯粹经验的立足点。
在这一点上，知觉的经验和表象的经验都是如此。
在表象作为一个体系自行发展时，整个体系即成为纯粹经验。
歌德在梦中直觉地吟诗作赋就是该状态的典范。
或许有人认为，在知觉的经验方面，注意力由于受到外物支配而不能说是意识的统一。
但是，在知觉活动背后，也必然存在某种活跃着的无意识的向心力，注意即由它所引发。
反之，表象的经验无论怎样被统一，也必定归为主观活动，看来似乎不能说他是纯粹的经验。
但是，即使是表象经验，当他的统一是必然、自发而完成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纯粹的经验。
例如，做梦。
在没有外界事物破坏其统一时，他是与知觉经验完全混同在一起的。
经验原本没有内外之别，使其成为纯粹的并非种类之别，而在于它的统一。
表象，在他与感觉严密结合的时候，即为一个经验；一旦他脱离了现在的统一而与别的意识发生联系
的时候，他就已然不是现在的经验，而成为所谓的意义。
此外，在只是作为表象的时候，就像做梦的情形。
他与知觉完全混同。
感觉之所以始终被认为是经验，很可能是因为他始终是注意的焦点和统一的核心的缘故。
　　现在，我想对意识统一的意义加以详细界定并阐明纯粹经验的性质。
所谓意识的体系，即指统一的某种事物像一切有机体那样有序合理地展开分化和发展，进而完成其全
貌的过程。
就意识而言，他开始只是显示一个侧面，同时，统一的作用便作为倾向的感情随之而来。
支配我们的注意的正是此种作用。
在不受外界阻碍的时候，该作用是无意识的；但在其他相反的情况下，则立刻脱离纯粹经验的状态，
转而成为表象出现在意识中。
也就是说，在统一力量发挥作用时，全部都是现实，是纯粹经验。
而意识都是冲动性的，如果像唯意志论那样把意志当作是意识之根本形式的话，那么意识所遵循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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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式就是广义的意志发展所遵循的形式，其统一的倾向则为意志的目的。
所谓纯粹经验，是一种最自由灵活的状态，也就是意志的要求与现实毫无空隙，完全吻合。
当然，如果从意志选择的角度看，这种受冲动所支配的意志状态反而可以看作是意志的枷锁；意志选
择已然是意志不自由的状态，但是，当我们训练意志后，他便又进入冲动状态。
意志的实质不在于未来的欲望而在当下的活动。
伴随意志的外在行为并非意志的必备组成部分。
以纯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意志是一种意识的内在而统觉的活动，并且除了此种一致性的活动之外，别
无其他独特现象可以被称作意志。
事实上，此种一致性活动的巅峰状态即为意志。
像意志一样，思考也是一种统觉的活动，但其一致性只涉及主观，而意志则牵涉到主观、客观的统一
。
基于此原因，意志永远是在“当下”发生。
　　我一直主张：纯粹经验是对事实原貌的直觉体察，毫无意义可言。
当被如此表述时，他很可能被看作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
然而，因为各种意义和判断来源于经验自身的特质，所以这些特质并非是意义和判断赋予的：经验总
是包含一定的区分。
例如，人看到一种颜色并判断它是蓝色，但是这个判断并没有使得原本的颜色感知更为清晰；它仅仅
是建立了一个当下感知和过去的类似感知之闾的关系。
或者如果我对桌子发生了一个单纯的视觉经验并对其做出种种判断，这个经验本身的内涵并不会因此
而更加充实。
经验的意义或者对其所作判断仅仅是对该经验与其他经验之间的关系表述，并不能丰富他的内涵。
意义或判断是对原有经验的部分抽取，相比于原有经验他们的内涵要贫乏得多。
当然，有时在我们回收原有经验时，会对一些没有察觉的事情有所察觉，但这不过是对我们先前忽略
的事物的再次关注所引起的。
因此，意义或判断不会给经验增加任何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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