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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考
孙 岩

(山西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非理性是人类的基本精神现象

和认知形式 ;非理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 ,它片面夸大非理性的作用 ,强调内心体验 ,知

觉洞察。正确区别二者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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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理性是人类的基本精神现象和认知形式

非理性之所以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现象 , 是因为非理性是人类生理结构的外现。一个

健全的人格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二者缺一不可 ,即使在崇尚 logos 的古希腊哲学中 , 也已

经注意到人类的非理性成分了。在苏格拉底的审美思想中 , 他极力主张艺术作品的创作完全

受灵感支配 ,不能将它归结为理性知识 ;同时 ,他指出只有灵感即非理性知识的激情才体现艺

术作品的特殊本质。在柏拉图的伦理学中 , 他认为命运律是人类灵魂中理性和非理性斗争的

结果 , 理性克服非理性的混乱便可以过好的生活 , 相反 , 理性如果被压抑 , 人类便不能正确地

生活。柏拉图也发现了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情感和意志占有一定的地位 , 这就是柏拉图经常

谈论的知、情、意三者的关系问题。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 ,灵魂并非都是理性 ,它既有理性

的部分 ,又包含非理性的部分 ,即感情、欲望和嗜欲。一个有德性的灵魂是一个很有条理的灵

魂 ,其中的理性、感情和欲望保持正当的关系。由此可见 ,非理性因素做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精

神现象得到了古哲们的承认和研究。

另外 , 非理性不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现象 , 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一种最直接的认知

形式。严格地讲 ,非理性的认知形式主要包括直觉、顿悟以及部分创造性思维。这些思维方式

排除了逻辑的原则和方法 ,在人类社会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曾言“我相信直

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 推动

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文

集》商务印书馆 , 1976 年版 ,第 1 卷 ,第 284 页) 马克思也指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

为自然存在物 ⋯⋯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 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

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167 页)所以 ,我们无需回避人的欲

望 ,而应深入到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中去开拓非理性研究的新领域。

二、关于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 ,同时夸大理性的局限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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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它否认理性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 ,同时指出存在本身就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性质。非理

性主义在本体论上否认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整体 , 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无序的、偶然

的、不可理解、甚至荒诞的世界。它在认识论上片面强调内心体验、直觉洞察。叔本华最先开始

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建立了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独立于人的表象

之外的自在世界 ,就是意志。意志无处不在 ,不仅人有意志 ,动物有意志 ,植物甚至无机物也有

意志 ,任何物体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叔本华断言意志高于认识 ,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因

素 ,认识只不过是后来才附加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之先河。深受叔本

华思想影响的尼采更是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强力意志 , 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

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 , 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 , 并以此做为估量一切价

值和确立新价值的标准 ,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 ,抨击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同时 ,尼采极力

推崇体现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修斯精神相结合的希腊悲剧精神 , 认为它全凭直觉 , 与理性无

关。他把我欲做为道德的基础 ,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自我创造和摧毁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哲学对

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非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 , 尤其值得一提的还

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第一次细致地运用尽可能科学的方法考察人类意识的深层次

结构 , 提出了非理性本能在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次根据 , 为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科

学的基础。

从 20 世纪开始 ,非理性主义成了风靡西方的思潮 ,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等

领域广泛流传。在这当中 , 除了弗洛伊德以外 , 尤以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影响最

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非理性主义研究的视野。

三、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 ,二者具有不同的载体。非理性的载体是人的大脑 ,它是人类基本的精神现象和认知

形式 ,情感、欲望、直觉、顿悟等非理性因素体现了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而非理性主义

是一种社会思潮 ,它片面夸大非理性的作用 ,是一种否定科学与理性的意识形态 ,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 , 它的出现反映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深刻矛盾 , 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在精

神、思想、文化、道德上的危机。

其次 ,二者蕴涵的内容不同。非理性所蕴涵的内容远比非理性主义要广泛得多 ,前者反映

了人类精神、思维的基本内容。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就一刻也离不开非理性的认知功能。

而非理性主义如前所述 ,做为一种社会思潮 ,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面推进与发展 ,必然会有其终

结的时候。

最后 ,二者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正是由于对非理性因素的夸大 ,并视之为本体才有了

非理性主义思潮 ,所以说 ,没有非理性就不会有非理性主义 ,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非理性主义

思潮的泛滥和表面繁荣而抹煞二者的源流关系。

明确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 不能因为非理性

主义的消极因素而扼制对非理性的深入研究 , 从而限制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拓的广阔领

域。其次 , 我们应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基础作用和非理性主义消极影响并存的

现实 ,发挥其积极作用 ,努力克服和消除非理性主义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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