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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的融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创立了历史叭物主义，这意味着从定社会关系出发
的总体性经济哲学视角的形成，这意味着制度分析已内化于经济分析中，主流经济学把哲学中的理性
主义崇拜的传统发展到极致，建立了以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为基础的演绎性经济学说系统。
在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经济学中了现了反叛理性主义传统的老制度经济学和
新制度经济学。
诺斯试图把个人主义算计与历史辩证法结合，但他不能把握历史辩证法从一定社会关系出发的总体性
视角。
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和困境，全球性的生态运动，对以制度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一实主义运动提出了社
会主义性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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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学农，1965年生于江西宜丰，现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
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哲学和生态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1984年到1991年在厦门大学哲学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其后留系任教。
1998年到199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访学，1999年到2002年就学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
曾主讲过多门课程，参编过多部教材，发表过多篇论文，涉猎过多个学科。
主张理论与实际统一，学问与生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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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强调感觉和归纳法的经验论传统    德谟克利特是最早对经验论进行思索的哲学家。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沦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在物理上是不可分的，原子之间存在着空虚
；原子是不可毁灭的；原子永远是运动着的，原子的数目是无限的。
德谟克利特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者，他相信万物都是依照自然律而发生的。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原子论者力图不引用目的或最终因来解释世界。
从原子论出发，德谟克利特认为，感觉就是万物的影像，而影像的形成和性质是这样的：万物都在空
间里面投出各自的由原子所构成的影像，这些影像保留着它所由之流射出来的对象的特性，在对象与
眼睛之间的空气中起着一种像印章一样的作用。
他说：“一切物体上经常反射出一种波流。
然而这空气由此取得了坚固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就在湿润的眼睛中造成了影像。
”显然，德漠克利特持有的是反映论的思想，并且他以此为根据，推论出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即灵
魂是由原子组成的，思想也是物理的过程。
可见，德谟克利特是一个经验论的理性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许多方面和所有他的前人都非常不同。
“他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有系统的，他的讨论也分门别类，他是一个职业
的教师而不是一个凭灵感所鼓舞的先知。
”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持的是批判的态度。
亚里士多德对理念的超感官性质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他指出，理念不是实体，实体是由质料和形式共同构成的。
他认为，万物分由理念的说法是神秘的。
他进一步指出，理念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同单一并列和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以蜡版作的比喻，充分地说明了他的反映论观点：“心灵所思维的东西，必须在心
灵之外，正如文字可以说是在一块还没有什么东西写在上面的蜡版一样：灵魂的情形完完全全就像这
样。
”他把人的认识分成感觉、经验、理性，其中，他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
他说：“如果说，离开了感觉，引起感觉的物体不可能存在，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感觉不是对于感觉的感觉，而是在感觉之外有某种东西的存在，而这种东西必然是先于感觉的。
”他认为，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
从经验论观点出发，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我们必须借助于归纳，得以知道基本原理
。
因方这就是感觉在灵魂里产生的一般的方式。
”从认识论史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最早对唯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并提出了系统的经
验主义的认识论观点。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
黑格尔认为：“培根一直被赞扬为指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经验的人，被安放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顶峰
。
”罗素则认为培根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所以尽管
他的哲学有许多地方欠圆满，他仍旧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
”培根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他主张哲学与神学分离，他以为理性能够证明神存在
，他是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的双重拥护者。
    培根认为，一切知识都产生于感觉经验，知识就是感觉与实在的符合，而知识的增长就是经验的归
纳。
因此，归纳法就成为增进人类力量的关键的因素。
培根花费了巨大的心血致力于归纳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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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归纳法在认识论上主要提供了三个新思想：感官必须得到帮助和指导以克服感性认识的片面性
和表面性；逐渐上升的归纳程序；必须重视否证法和排除法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
在培根看来，感官获得的知识具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必须设计出精巧的实验来弥补感官之不足。
同时，又要对支配感官的理智进行指导，力图使理智摆脱成见，而让感觉从客观的立场去反映事物。
当然，这样仅仅使人类能获得个别性的知识。
但是，如何超出单纯枚举归纳呢?培根相信他有办法，能够把归纳做成一种比这要高明的东西。
他说：“要深入到自然的内部深处，必须用一种更稳当审慎的办法，把概念和公理从事物中引申出来
；必须要采取一种更好的和更确切的运用理智的方法。
”他认为，逐级上升的归纳程序就是他所提出的运用理智的一种好方法。
培根在试图发现人的本质时，使用了逐级上升的归纳法。
他设想，热是由物体的各个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规则运动构成的。
为了证明这个他试图得到的一般原理，他的方法是作出各种热物体的一览表、各种冷物体的表，以及
热度不定的物体的表。
通过这个表，他希望观察到最初级的普遍性原理，然后再一步步地上升到他的最后原理。
如此得到的法则必须用到新情况下加以检验，假如在新情况下也管用，在这个范围内便得到证实。
培根对他的这种方法非常有信心，他说：“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
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
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
这条道路是现在流行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
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还没有试过。
”这种从来没有试过的方法之所以可行，在培根看来，闵为有排除法和驱除法的帮助：“用适当排除
法和驱除法来分析自然，并且在考究了数目充分的否定例证以后，再根据肯定的例证以求得结论。
”他认为，通过排除法和驱除法，可以使归纳法得到的法则具有公理性。
    洛克(1632—1704)是英国经验论的完成者。
在洛克之前，霍布斯对培根的经验论进行了发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
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
”洛克的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是《人类理智论》。
在该书中，他批判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了经验论的白板说，论述了以联合简单观念的方法来
建立复杂观念的心理学原则，对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洛克首先批判了唯理论的天赋观念原则。
他首先断然指出，所有知识都是经验的，没有什么天赋的知识。
他认为，凭借人类的感觉，人们就能获得所有的知识。
至于天赋观念论者关于天赋观念具有普遍同意的性质的说法，他也提出了批评：“这种普遍的同意并
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是天赋的⋯⋯纵然事实上真有一些真理为全人类普遍同意，那也不足以证明他们是
天赋的，如果能够指出人们对于他们所同意的那些事物还可以有别的途径达到这种普遍的同意的话，
而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经验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于理性可以发现天赋观念的说法，他指出：“果真是理性发现了它们，也不足以证明它们是天赋的
。
”因为“心灵之所以对某真理立刻同意，并不是靠天生的铭刻也不是靠理性的运用，而是靠一种与这
两者很不相同的心灵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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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经济哲学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众多的哲学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已经加入到经济哲学研究队伍中来．然而，我们看到，国内经济哲
学研究多半是以自己的学科背景来讨论经济哲学问题，还缺乏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相互渗透性比较强的
经济哲学研究成果。
虽然有些学者呼吁，加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但是，笔者以为，这样一种联盟只能是学术
建设的外因，而内因应该是经济学工作者或者哲学工作者各自向对方学科的接近。
只有在经济哲学研究队伍中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同时用经济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来研究经济哲学，经
济哲学队伍才能真正成长壮大。
    笔者就是在上述信念的基础上展开经济哲学研究的。
笔者认为，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的制度经济学领域，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哲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
这是因为，一方面，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一个重大变革，
它正表现出向现实靠近的趋向。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征，它特别重视从少数几个不证自明的原则出
发来进行理性演绎，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发展到现代，使经济学越来越呈现出形式化、数学化的特征，
而对现实的解释力却越来越弱。
把制度引入经济学领域，既是对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批判，又是使经济学开放边界的一次举动。
因为，我们知道，在经济学的200多年的历史里，制度完全被正统经济学遗忘了，经济学家们始终把注
意力放在理性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最大化利益而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
于是，在这200多年里，制度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里进行的。
比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对制度问题就有大量的研究。
现在经济学家们在现实面前已意识到自身理论的脆弱性，不得不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转向制度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抽象性的哲学，自然应义不容辞地为经济学的制度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队伍，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学科血缘上与制度经济学的紧密关系。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在把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历史深处的。
马克思在这一经济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古典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即对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忽视
，而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因为制度就是要规范人和人的关系。
马克思通过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之前，由于对理性的崇拜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所以经济学的方法
论中理性演绎法一直占据绝对地位。
随着对理性能力的怀疑论的出现，尤其是随着证伪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取得广泛影响，西方经济学对
理性的崇拜程度大大下降，经济学也从原来一枝独秀的理性演绎法向演绎与归纳并重的方向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人性的观点也由完全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有所靠近，人再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的旗帜下，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更具经验性的概括，从而为制度的产生和变迁
的重要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笔者感到，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的。
因而，它在制度分析中就无法解释很多重大的社会变革，而只能在一些很微观和时间跨度很小的场合
来进行制度分析。
比如哈耶克坚持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来研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就无法解释东方社会广泛存在的社
会停滞状态。
而诺斯虽然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试图解决哈耶克不能解决的制度变迁问题，但他把意识形态作为克服
个人主义算计的欠缺的因素时，他陷入了一种哲学上无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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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看似对立的因素才能得到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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