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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识论视野的真理观 
郭建萍，毕富生 

(山西大学，太原 030006) 

[摘要] 亚里士多德在其认识论中以感觉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对真理的对象、本质、实现过程 

及判别标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展现 了他的“符合论”真理观。由于各种局限，亚里士多德 的真理 

观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整个认识论史上，其启迪作用和影响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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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 

致力于追求真理，声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 

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中集中体现为符合论的真理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他 

反对“天赋观念说”。在西方认识论史上，柏拉图最 

早提出了“天赋观念说”。柏拉图认为，只有以理念 

为对象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人的灵魂在进入肉 

体之前居于理念世界中，对理念早有了认识，也就是 

说具有了知识。灵魂降生后，和肉体结合在一起，受 

到肉体欲望、情感和冲动的影响，忘记了早在理念世 

界获得的知识，只有靠感官和知觉刺激、诱发来逐渐 

回忆过去的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一切研究 、学 

习只不过是回忆罢了。柏拉图的“天赋观念说”是典 

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优秀学生，但他不盲从 ， 

甚至反对柏拉图的“天赋观念说”。他说，知识的对 

象比知识本身存在的更早，因为通常我们获得的总 

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知识，所以“用不着说，并没 

有什么先前就有的前在的知识。⋯⋯如若说知识也 

许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我们对诸科学中最强大的科 

学却毫不知晓那就奇怪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 

中被称为心灵的那个部分，在尚未思维的时候，实际 

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感觉就是从个别对象出发 

并抵达灵魂”。 可见，亚里士多德肯定现实的具体事 

物是我们的认识对象。没有这些客观对象，就没有 

认识；而没有对某一对象的认识，该对象却可以很好 

地存在。“比如要把圆加工成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如 

果这个过程确实是一种知识对象，虽则它本身作为 
一 种知识对象是存在的，但关于它的知识却仍未产 

生”。④感觉并不是对它自身的感觉，在感觉之外存在 

着另外某种东西，它必然在感觉之先，“就感觉来说 ， 

使感觉成为现实的东西都是外在的，如视觉对象、听 

觉对象，以及这一类的感觉对象”。 也就是说，认识 

的对象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它是存在于人的思维 

之外的客观事物，知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知识 

并不是天赋的。在他看来，心灵就像一个蜡块，外界 

客观事物就如一枚图章，把图章盖在蜡块上，蜡块就 

留下了图章的印痕，人们就是这样获得知识的。这 

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列 

宁对此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亚里士多德紧密地接近 

了唯物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外在 ’——在人之外， 

不以人为转移。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认识对象上， 

亚里士多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普遍必 

然性的认识。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 

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特 

殊的认知，即感觉经验；一类是对普遍必然的认知， 

即理性认识。而“智慧是关于那些本原和原因的科 

学”。 也就是说，真理是对事物本质及普遍必然性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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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要知道个别事物主要通 

过感觉，但它不是真理性的认识。首先事物的偶性 

多种多样，没有规定性。“白是人的偶性，尽管他是 

白的，但却不同于白。倘若一切事物都是就偶性而 

言的，那么将没有一个就它而言的最初者⋯⋯必然 

会陷入无穷。”0也就是说，偶性并不表示其所以是， 

不能把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区别开来。只有认识了本 

质和普遍必然性才能真正认识该事物，从而将它与 

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再者，感官不同，感觉也不同。 

同一事物对视觉显现为蜜糖，对味觉却不是；交叉手 

指去触摸会说有两个物体，而对视觉只有一个。所 

以不能说所有现象都是真理。还有，主体、主体状 

态、知识结构等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感觉。同一 

东西一些人看来是甜的，另一些人看来却是苦的；在 
一 个人能否恢复健康的问题上，医生的意见与不谙 

医术者的意见也并非同等权威。因此，亚里士多德 

认为感觉不是真理，尤其是他能从主客体两方面进 

行分析，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真理一时这样一时那样，那 

么探索真理就宛如追逐飞鸟一样。因此，应该从永 

远保持同一的东西中去探索真理。事实上总是由于 

事物有相同而普遍的性质，我们才得以真正认识一 

切事物。真理是关于事物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 

且，“必然的意思是没有它作为伴随原因生命就不可 

能”。④所以，真理要探求事物所以成为事物的基本原 

因。人们若还没有把握事物的“为什么”是不会以为 

自己已经认识这一事物。进而亚里士多德提出，事 

物存在和发展有“四因”，这“四因”又可归为二因，即 

质料因和形式因。具体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 

二因结合而成的。“质料”是“事物所以形成的原 

料”：“形式”是“事物的形式或模型”，是决定一事物 

是该事物的本质，是质料追求的目的。对一个具体 

事物来说，形式是积极主动的，是“现实”，它决定事 

物的本质。质料是消极被动的，无定形 的，是 “潜 

能”。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对质料被形式 

推动而追求形式和实现形式过程的认识。任何低一 

级事物的形式作为质料都以追求高一级事物的形式 

为目的，最后必然存在一个自身只是形式而不是质 

料的绝对现实的“纯形式”，它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 

展的最终原因，是一个永恒不动的本体，即神。真正 

的智慧是关于最初本原的认识。因此，真理又成为 

对这个“纯形式”即神的认识。这样，亚里士多德虽 

然站在批判柏拉图独立存在的“理念”的立场上，以 

感觉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却又把理念化了的“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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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为最高的存在，最终脱离了一切知识和真理的 

现实基础，像柏拉图一样滑向了唯心主义。 

但是，如果抛开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和神学 

外衣，我们还会得到另外一些启发。亚里士多德所 

说的形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感觉接受的形式，这个 

形式是与质料有联系的形式，对这种形式的认识，是 

真理性的，但不是最终的，其实就是相对真理。另一 

种是理性接受的、脱离质料的“纯形式”，是永恒不变 

的至善本体，对“纯形式”的认识是理性追求的最终 

认识，实际上是被他歪曲了的绝对真理。这样，亚里 

士多德的由对形式的认识最终达到对“纯形式”的认 

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 

的认识过程。这无疑有其可取之处。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一个逐步深化并最终 

与客观相符合的过程。好奇是认识的第一动力，而 

认识要从感觉开始。心灵在感觉之前什么也没有， 

受到外界事物刺激后，接受事物的可感形式，从而产 

生感觉和知觉。“心灵的特点是没有丝毫 自己的特 

点，而完全以它正在认识的东西为标志；如果它有 自 

己的特点，这就会干扰心灵在认识过程中对客体的 

完美的再现，正如一面镜子有了自己的颜色就不会 

那样完美地再现镜中对象的颜色”。 因此亚里士多 

德认为，正在现实地思维的心灵与其所思维的对象 

是同一的。各种不同的感觉提供了事物各种不同的 

属性，如颜色、形状 、状态等，而感觉器官在接受感觉 

对象时并不接受其质料。因此，感觉对象消失后，感 

觉器官中仍然存在着影像。影像除了无质料外，其 

余都类似于感觉对象。这种感觉影像保存起来，就 

形成记忆。对过去影像有秩序、有规律地重新唤起， 

就是回忆。感觉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必要但肤浅，动 

物也有感觉和记忆。但是，只有人有理性，有运用概 

念进行思维的能力。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和必然 

性，就必须发挥理性思维能力，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 

性认识，从经验获得普遍必然真理。亚里士多德把 

理性分为两种：“一种理性类似于质料，因为它变成 

所有事物；另一种理性类似于动力因，因为它制造所 

有事物。”⑩第一种理性是被动的理性，类似于我们的 

感性认识过程，外部对象的形式传达到感觉主体形 

成观念，这种观念与对象同一。于是，被动理性也变 

成了自己的对象。第二种理性是主动的理性，它类 

似于我们说的理性认识过程，它作用的是被动理性， 

是脱离质料的“纯形式”。他认为，主动理性先于身 

体而存在，并且可以不依附于身体而永恒不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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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动理性”再一次蒙上了唯心主义的神秘面纱。 

他说：“主动理性必定是上帝⋯⋯正是上帝作为主动 

理性，才使潜在的认识对象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并 

同时使本身只具有认识潜能的被动理性能够现实地 

去认识，恰如阳光使潜在可见的成为现实可见的，并 

且使具有视觉潜能的眼睛现实地看见。” 从而实现 

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同时也逐步实现了对真 

理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指出：“对真理的思辨，既困难，又容 

易。从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到它本身，也没有一个 

人毫无所得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 其原因不在事 

情本身，而在我们自己。就是说，任何一个求真的人 

总会得到某些真理；但又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绝对的 

真理，因为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不足。因此，人们必 

须通过不断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提高 自己的思维 

能力，才能更好地探索真理。 

在理性认识过程中，因概念联结的不同会产生 

真理和谬误，那么，如何判别真理呢?亚里士多德 

说：“认为分开的东西分歼，结合的东西结合，就是表 

真，所持的意见与事物相反就是作假。⋯⋯并不是 

由于我们真地认为你是白的，你便白，而是由于你是 

白的，我们这样说了，从而说得真。” 也就是说，儿主 

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就是真理，主观与客观不 

符合的就是谬误。不是主观认识决定客观实在，而 

是客观实在决定主观认识。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判断 

真理的标准，也是他符合论真理观的典型说明。既 

然正确的主观认识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那么，主 

观认识在逐步深化过程中，只有最终与客观实际相 

符合才能说达到了真理。 

可见，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感性认识 与理性认 

识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 

程，提出了判别真理的符合论标准，这些都包含了唯 

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将辩 

证法贯彻到底。从潜能向现实的发展过程本来没有 

终点，他却设置了最后终极，肯定一个没有质料的 

“纯形式”即神。这是他辩证法中僵死的东西，后来 

被唯心论者黑格尔利用并构成他的“绝对观念”。 

结语 

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存在一定缺陷，但其中有 

价值的真理性认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具有重要意 

义。第一，坚持了真理的客观性。他认为，认识对象 

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外的客观事物，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而且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认识，不是 

主观认识决定客观实在，而是客观实在决定主观认 

识。这些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揭示了 

真理的本质。真理是对事物本质、普遍必然性的认 

识，真理不会既如此又不如此。这种对真理本质的 

规定与相对主义真理观划清了界限。第三，关于真 

理的实现过程内含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事物本质、原因的认识是一 

个由对事物形式的认识到对最终的“纯形式”的认识 

过程，即由一定时期达到的相对真理到理性最终追 

求的目标绝对真理的认识过程；而且他要求重视学 

习前人的研究成果，提高认识真理的能力。事实上， 

就是认识到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真理 

性认识，我们要达到对最一般的真理的认识就必须 

借鉴它们。由于亚里士多德弄不清一般与个别、绝 

对和相对的关系，所以他不可能把绝对真理与相对 

真理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但他暗示了真理是一个由 

浅入深、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发展的过程。 

当然，由于亚里：亡多德唯物主义立场的不彻底 

性，当他承认有一个“纯形式”的神作为最后本体时， 

主观与客观的符合最终变成了同神的符合，从而陷 

入客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 

性，他的符合论的真理观没有解决“怎样才能证明认 

识确实是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正如他说的：“一 

般而言，不可能对万事万物都有证明，不然便会步于 

无穷。” 他认为，“怎样证明”不必深究。直到马克思 

主义实践标准的提出，这一问题才得以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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