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卷第 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9  No.1 
2013年 2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Feb. 2013 

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对人生命本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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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怀特海及著作《过程与实在》所阐述的过程哲学蕴含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相较于西方传统哲学，过程哲 

学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相互关联性、现实关怀性等特点，诠释了生命的过程性、整体性和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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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及存在价 

值的生命意义，西方式的现代化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生 

命的迷茫和人生意义难以实现的困顿。 “学者们认为， 

过程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它积极面 

对现代性问题，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长，认为它们是 

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主张对理性的适度运用，这 

些都对我们认清现代化的本质，解决它所带来的问题 

提供了一条参考的途径。 ” [1](11) 生命价值的实现根植于 

特定生活地域下所承当的使命，人一开启对生命意义 

的追问，人的生命便充满了哲学意味，生命意义是实 

实在在，是在人类不断地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具有鲜 

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中国传统 

哲学就能解决心灵在现代性过程中的安放问题，还必 

须借助其它先进国家、民族在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事 

实经验和哲学智慧，并且这些理论在引进中国时不会 

发生排异反应。美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机体 

哲学思想,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更接近于东方哲学，尤其 

接近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其对人的生命本 

质的阐释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下面就从生命的过程 

性、生命的整体性、生命的超越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生命的过程性 

怀特海认为，世界是由有机体构成的，但它又不 

是一个静止的机体，而是一个活动的结构。有机体的 

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强调差异性、 

流变性与创造性。过程哲学的“共生与过程原理”阐 

明了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 过程就是实在， 

实在就是过程，实在的本质是在过程中生成的，并从 

本体论上确定了生成、变化比存在本身更为重要。怀 

特海指出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 

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 [2](517) ，实际存在 

物是变动不居的，处于不断流变的过程之中。因之整 

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 

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这一过 

程承继的是过去，立足的是现在，面向的是未来，从 

而使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能动的流变过 

程， “自然、 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 都是活生生的、 

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进化过程之中” 。 [2](30) 

过程性的内涵体现在： 

第一，永恒变化性。怀特海首先对西方“万物皆 

流”这一概念进行了否定，认为“是由人们非系统的、 

纯粹分析的直觉所制造的第一个含义不清的概 

括” 。 [2](379) 而各种事物的流变才是必须以之为中心编 

织哲学体系的一种终极概括，要把“万物皆流”这一 

术语改造为另一种替代术语“事物的流变” 。其次，引 

出另一与之相反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着眼点是“种种 

事物的持久性” ， 阐述西方哲学史上关于 “流变” 与 “恒 

定”之争指出,在著名圣歌的前两行“与我一起坚守； 

黄昏迅速降临”才使这两个概念实现了完满的表达。 

最后，怀氏借助洛克的观点，创造出两种关于流变性 

的概念。 “合生”——是具体存在物的构成中内在固有 

的流动性，是某种过程的名称，在这种过程中，许多 

事物构成宇宙，把“多”之中的每一项要素确定地整 

合为新的“一” ； “转化”——“就事物的本性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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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相对完整的现实世界所凭借的那种创造性，即新 

的合生所需要的材料叫做‘转化’” [2](385) 。在那种具 

体的存在物之完成的基础上，该过程的凋谢用来把那 

种存在物构成为某种原初要素的流动性，这种原初要 

素处于其他具体存在物构成之中，而其他存在物是由 

过程的重复引起的。这与中国《周易》所讲的阴阳和 

谐共生，相互转化的思想相近，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 

变化的过程之中，而这种永恒变化的过程是“合生” 

与“转化”共存的。譬如其总结道，客观世界的变化 

必然导致微观——个人生命意识的变化。“每一种实 

际存在物本身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有机过程。它在微观 

世界中重复着宏观世界中的宇宙。它是从一种状态到 

另一种状态的过程，每一种状态都是其后继者向有关 

事物的完成继续前进的实在基础。 ” [2](392) “任何事物 

都是处在由已经达到的现实向正在达到的现实的转变 

过程中，变化发展是事物的永恒态势，纯粹的静止状 

态和结果呈现都只是事物过程性存在和发展中的某一 

个时间片段。 ” [3](131) 

第二，创造性。创造的本质是解决问题，根本上 

是解决生存、生活与生命的难题和困惑。创造性就是 

由那些表现终极事实之特征的共相构成的共相。它是 

这样一种终极性原理—根据这种原理，作为分离的宇 

宙而存在的多就可以变成一个实际机遇，而这种机遇 

则是作为联合的宇宙而存在的。它存在于事物的下列 

本性之中，即多进入了复杂的统一体。 “‘创造性’是 

关于新颖(novelty)的原理。一个实际机遇就是一种新 

颖的存在物，它在由它统一起来的‘多’之中不同于 

其他任何一种存在物。 ” [4](5) “怀特海把人理解为创造 

性进展的过程，认为人有能力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内 

部的自我组织和加工处理，人的发展必须有生命自身 

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依靠生命自身的 

活动去发展自身素质。 ” [5](47) 怀氏充分肯定自我创造 

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创造中实现转化和生 

成，而作为鲜活的有意识的生命个体——人，正是在 

自我创造的生命过程中进化提升。 

第三，自我感受性。怀氏认为实际场合是可分析 

的。这种分析揭示了把个体上异己的存在物转化为作 

为具体的一的某种复合物之组成部分的活动， 并用 “感 

受”一词对这种活动作发生学的描述。 感受分为① 所 

感受到的实际场合；② 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③ 所 

感受到的各种感受；④ 它自身的主观强度形式。合生 

是实际场合的“实在的内在构成” ，而“对实际存在物 

的这种形式构成的分析给出了感受过程中的三个阶 

段：① 反应状态；② 补充阶段；③ 满足。被满足的 

实际存在物体现某种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或否，满足就 

是要获得那种作为合生之目的因的隐秘理想。 ” [2](386) 

怀氏把实际存在物当作一个过程，认为许多具有不完 

整性的主观统一性的活动都终结于某种被称为 “满足” 

的那种完整的活动统一性中。他对“感受”这一概念 

极为重视，在多个章节都有阐释，创造出新的概念， 

错综复杂， 甚至有点含糊不清。 但其全面系统地论证、 

分析人之于实际存在物的感受，促进了人对生命过程 

性的理解。此外，怀氏经常使用 “享受”(enjoyment) 
这个包含于感受的概念， 认为过程的所有单位(无论是 

在人的层次上还是在电子的层次上)都是以享受为特 

征的，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享受即为“我”是自在自 

为的体验，是个体对于客观外在的主观感受，突出强 

调人的主体性。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享受的，缺乏享 

受乃是纯客体的标志。 “它乃是多种存在中的一种存在 

的自我享受，以及一种基于多种成分而产生的存在的 

自我享受。 ” [2](387) 对“享受”这一概念的强调也就区 

分了人之于一般实际存在物，体现了人独有的对周遭 

世界的流变过程及自我生命历程的感受能力。人作为 

万物中的一员，要在自我和周围事物的连结中与其他 

事物共生，体验变化发展的生命历程，进而享受生命 

的本质。 

二、生命的整体性 

生命的整体性也即同一性，强调人是自然之子， 

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将人“物化” ，将人与 

自然、人与人、自我身心关系割裂的整合。人是可持 

续系统性宇宙中的一部分，系统可以自立运作，并良 

性地不断发展到未来。这个系统是所有个体系统相互 

合作、彼此滋养的平衡环境。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探 

索、彼此适应、相互合作中实现自我的监督、反馈与 

成长。怀特海过程哲学对生命整体性的阐述主要体现 

在： 

第一，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使我们接受“机体宇宙”的概念，而这一 

概念揭示了一系列事件的变化发展以及事物的“存在 

倾向” ，即微粒子的“侍机状态” ，宇宙再也不是相互 

隔离的“某些建筑材料”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相互 

联系的共生的网络，这个网络构成具有无限可能的倾 

向世界。怀氏认为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构成的整体，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生命、整个宇宙、个 

体身与心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体。事件之 

间或现实实有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包涵形成综合的 

统一体，即有机体。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物质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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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存在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由性质和关系 

构成的“机体”(organism)，小至原子、分子，大到自 

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有机 

体。 

第二，强调生命的共在性。共在性是指一事物对 

另一事物的相互依赖， “共在” 是一个涵盖各种各样特 

殊方式的全称性术语，通过这些方式，各种各样的存 

在物就可以在某一个实际机遇之中 “共在” 。 这样一来， 

“共在”就以“创造性” 、 “多” 、 “一” 、 “同一性” ，以 

及“多样性”这样一些概念为预设前提了。终极的形 

而上学原理是从分离向联合的进展，这种进展所创造 

的是一种新颖的存在物，而不是那些在分离状态下给 

定的存在物。这种新颖的存在物随即成为它发现的 

“多”所具有的共在性，而且，它也是它所离开的分 

离性的“多”之中的一；它是一种新颖的存在物，在 

它所综合起来的多种存在物之中卓而不群。多变成了 

一，并且由于一而有所增加。就各种存在物的本性而 

言，它们在变成联合的统一体的过程中都是分离性的 

“多” 。 [4](5) 

第三，将“人”作为与自然界平等及与外部世界 

和谐共处的一部分。怀特海眼中的“人”是自然世界 

的组分，而不是来自自然界的另一部分， “它突破二元 

论和机械论哲学思维模式的限制，把人看作一个有机 

系统，认为人是一个身心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创 

造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人并非是独立于自然界这一客 

体之外的纯粹的主体，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还是事 

实与价值的和谐统一。 ” [5](49) 人是宇宙一部分的思想彻 

底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观点， 号召人由“小我” 

走向“大我” ，在追逐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利益时，照顾 

自我与生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一切行 

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将以人类共同利益和生态平衡 

为旨归，做到真正道德意义上的善。 “道德观点与一般 

性观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的善与个人 

利益之间的对立，只有当个人是这样的以至于他的利 

益是一般的善，因而为了在更好的成份中以某种更大 

的利益重新找到它们时，才能被消除。 ” [6](13) 个体只有 

在为实现共同体利益努力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三、生命的超越性 

“超越”一词，一般有以下几点含义：一是指超 

感觉的、无形的东西，与感觉、直觉相对；二是指无 

限的东西，与有限相对；三是指在先，强调先验性， 

包括逻辑上在先和时间上在先。人不仅是一种现实的 

生命存在，而且还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超越性是人 

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是人对自身有限性、不完满性生 

存境况的一种克服与超越的渴望和欲求，是以实践为 

基础、 朝向未来真善美的自由世界的永恒冲动和努力，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特有方式和内在的本质的要 

求。 超越性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根本属性和内在特质。 

具体即指：① 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② 人 

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地创新、创造；③ 人将追逐意义作 

为生命的最终旨归。引导人进行自我超越的并非某种 

外在的诸如“上帝精神”的力量，而是人在漫长的文 

明进化过程中对人生价值的主动探求愿望，人不单是 

客观的物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主观的精神存在。人 

的超越性奠基于生活的生成性和超越性。怀特海哲学 

范畴中的超越性主要体现于个体的“生成”功能，包 

括① 个体对宇宙的价值；② 个体对宇宙的利用与责 

任；③ 个体由此获得的新生。怀氏认为，任何事物自 

身都有两类属性：一方面是个体自身，另一方面是它 

的宇宙意义，认为任何现实体都存在心、物两极存在 

的问题， 个体自身和宇宙意义与心物两极是相对应的， 

同时心物两极一直处于相互依存、相互把握状态。如 

果将两者割裂开来理解， 两极的存在都没有实在意义， 

也决不可能将这两者孤立起来。任何一极都需要通过 

双方的相互依赖而存在，并且只有在相互联系时才能 

在对方那里实现自己。因此，生成的目的是在为存在 

找寻出路，以便在宇宙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超越 

自己是人相较于生物的特性， 人从不满足周围的现实， 

始终渴望打破环绕在周围的现实，期望超越生命的每 

个当下。人是超越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生 

成的，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的生命存在状态，不满足于 

生活在形而下的经验世界里，不困于器，即所谓“君 

子不器” ， 而力图为自己营造一个理想的生命样态， 实 

现对自我生命现状的超越。 

怀氏的生成观强调个体内在价值的生成和个体在 

与宇宙万物的整体联系互动中实现超越，正因为人具 

有这种内在生成性和超越性而具有永恒价值。 “每一种 

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 

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逝，在 

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 消逝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 

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 ” [2](220) 作为主体的人 

会因时间而消逝，但其创造的精神价值却将永恒，对 

后人产生重要影响，这与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天人 

合一”的宇宙情怀、道家哲学的“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生不息观点贴近。 

怀特海过程哲学为打通东西方哲学提供了一套新 

的话语体系，被誉为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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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哲学，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化解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身心的深刻危机具有 

重要启示。 
1. 强调生命的过程性，扩展了生命的宽度 

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陷入的现代性危 

机，荣格曾说，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裂 

和生病的、着了魔的时代。在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影 

响下，现代人易执着于对“物”的追逐和对成功的崇 

拜，忽视对生命历程中酸甜苦辣的体验，人格出现分 

裂，着魔于外在而遗忘主体性内在生命享受。怀特海 

肯定人的主体创造性，认为人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 

能在不断地社会实践中激发自己的价值。在现代性滋 

生的各种困扰面前，个体只有看到生命的过程性，为 

功利主义祛魅，扩展生命的宽度，才能真正享受生命 

意义。

2. 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增进生命的维度 

怀特海认为，在各种存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连 

结” 。 连结是一套相关统一体中的实际存在物所组成的 

链条，它由相互摄入所造成。所有实际存在物相互联 

系，共同生活在地球之上。同时，个体也是一个整体， 

既享受人生积极的心理情感，也要正视人生消极的心 

理情感。这也就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自然 

的一部分，引导人认识到生命的“两极性”,既要寻求 

积极的人生意义，也要直面人生的痛苦挫折。抱持这 

种观点为人处世即可增强生命的韧性，增进生命的维 

度 。 
3. 强调生命的超越性，升华生命的高度 

怀特海肯定了人具有的内在超越性、自主性、创 

造性及人之于宇宙的价值。超越性是人的本质追求， 

人既有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努力的本能，也有更高一层 

的精神需求，以超然的心态化解现实中的种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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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tehead and his writings of his “Process and Reality”, which is elaborated in process philosophy, contains 
a  wealth  of  life  philosophy.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the  process  philosophy  has  generated 
symbiotic, interrelated nature of real empath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fe process, integrity, and 
sur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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