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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问题，这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论为克服康德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使之成为客观的精神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知性围绕着它的对象“力”所经历

的辩证经验是有限性意识向着无限的第一步跳跃，当无限成为意识的对象时，意识将成为自我意识。但这只是自

我意识的起点。黑格尔的自我是无限，一切实在性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它有待将自身展开为客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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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力和知性；现

象和超感官世界”相比于其他一些著名的章节似乎并

不起眼，因此在汉语学界也鲜有涉及。但是海德格尔

说这一章“对于黑格尔具有一个中心意义”[1](153)，伽

达默尔说这是“黑格尔意识经验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之一”[2]，芬克说精神现象学在这里迈出了“关键性

的一步”[3]，由此可见这一章并非无足轻重。笔者认

为精神现象学的叙述在这里将遇到第一个理论难题，

那就是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这在精神现象学的

语境中就是证明意识的真理是自我意识。我们知道康

德著名的先验演绎处理的正是相同的问题，两者都是

在寻找一种原初的统一。黑格尔接受了康德的观点，

认为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根源。只不过我们

将会看到，他对这一事实作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一章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它是精神现象学所获得

的第一个思辨的真理，其中包含着基本的辩证逻辑，

这些逻辑将在之后的道路中反复出现，并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因此对这一章的正确理解将有助于后续

章节的阅读。对这一章的理解，其难点在于，黑格尔

使用了大量自己所独有的概念，如力、规律、解释、

颠倒的世界等等，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我们没有很好

的参照，因此往往感到束手无策。但是解开这一章之

谜的钥匙也正在这些概念之中，这些概念是黑格尔用

思辨的语言表述康德的先验演绎所要用到的关键性的

概念。因此，我们就从其中之一“力”的概念开始。 

 

一、作为知性的对象的力 
 
精神现象学的前三章通常被称为意识的现象学。

这里要区分广义的意识和狭义的意识。整个精神现象

学又叫做意识经验的科学，这里的意识是就广义的意

识而言的。精神在达到绝对知识之前的一切知识形态

都属于这种广义的意识范畴。狭义的意识则是特指这

样一种知识形态，在这种知识中，意识“以为真相是

某种不同于它的东西”[4](111)。事实上，这种态度就是

通常所说的理论态度，即认为在自身之外存在着一个

陌生的世界，意识要去认识这个世界。精神现象学的

第一部分意识篇，就是这样一种狭义的意识的现象学。

这个意识的现象学由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是感性

确定性、知觉、知性。陌生的世界首先被理解为是“这

一个”，它是一个直接性的东西，其中还不包含任何中

介的成果，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思想规定可供认识，

意识对于对象所能说的只是“它存在”，这是对对象所

能说的最少的东西，因此它是最低级的认识。这样一

种知识就是感性确定性。但是感性确定性的辩证法自

身表明，对象并不是直接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包含中

介的普遍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就成为了知觉的

意识，它以前述的普遍者为对象。黑格尔将这个普遍

者称之为“物”。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两个规定性，

即实体与属性，但知觉的意识只能将其中之一归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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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会儿认为物是实体，属性只是主体的属性；一会

儿又认为物是属性的集合，实体只是主体的捏造。所

以知觉的意识无法认识其对象的真理。将知觉意识的

这样一种矛盾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就是知性。知性认识

到对象在自身中就包含一(实体)与多(属性)。黑格尔将

这样一个对象称作“力”。力是一个突出整体性的概念，

当感性确定性和知觉将对象把握为“这一个”和“物”

时，对象显现于一种片面性之中。但是在知性中意识

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到了这里对象才作为世界

呈现出来，“力”将会被把握为由现象与超感官世界构

成的双重世界。 
“力”的概念在这里不太容易理解。困难来自于

两个方面：第一，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哲学概念，对

于理解这个概念哲学史似乎帮不上忙，因此我们面对

它有点不知所措；第二，它现今是一个日常用语，对

于这个词我们有很多日常的联想，这些联想会阻碍我

们理解这一词的黑格尔式的用法。所以我们必须悬置

我们对这一词的先入之见，紧紧跟随黑格尔对这一概

念的展开。如上所述，力作为知性的对象，是对知觉

意识的矛盾经验的总结。对象原本就是这样，它具有

诸多属性，但又不仅仅只是这些属性的单纯的集合，

它也有实体的一面，从这两者中抽象掉任何一面，都

会与对象失之交臂。现在需要找一个概念来表达这样

一种对象。黑格尔找到了力。“各种质料一方面被设定

为独立的，另一方面又直接过渡到它们的统一体，这

个统一体又直接过渡到一个展开过程，这个展开过程

又重新返回到那个收敛过程。这个运动正是所谓的

力。”[4](86)为什么对象既是一，又是多，意识曾无法理

解这一点，黑格尔用“直接过渡”解决了这个困难。

知觉之所以无法获得对象的真理，是因为它的对象是

静止的，对象是一就不能是多，是多就不能是一。但

是现在一直接过渡到多，多直接过渡到一，对象正是

这样一个运动。由一到多的过程就是力的外化，力必

然要外化，因为力存在，就是外化。除了在外化中之

外，不存在抽象的力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一直接过渡

到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力在外化中又是保持自身同

一的，否则力就不成其为力了。所以多直接过渡到一。 
黑格尔哲学一个灵魂般的观念就是同一与差别的

统一。同一在自身中包含差别，差别是同一者的自我

异化。黑格尔认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同一与差别，是

抽象的同一与抽象的差别，同一就是单纯的同一，与

差别无关；差别就是单纯的差别，与同一无关。这是

一种受限的视角。从完整的视角来看，谈论同一与差

别都是在一种关系中谈的。没有差别就无从谈同一，

因此同一本身中就包含着差别；没有同一就无从谈差

别，因此差别本身中就包含同一。这正是黑格尔哲学

中的无限概念，这个无限将差别包含在自身之内，因

此将界限包含在自身之内。力正是精神现象学所得到

的第一个这样的观念，只不过它现在还是最抽象的无

限性，它有待获得内容。 
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不同，知性的对象成为了一

种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康德的认识论

中，感性与知性是平行的，由感性接受杂多，知性对

其进行综合，它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认识。因此，

单凭我们认识能力中自发性的部分还不能形成知识，

杂多必须被给予我们，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知性的

有限性，自在之物可以看做是这种认识的有限性的一

个标志。绝对观念论的立场拒绝这种认识的有限性。

在精神现象学的逻辑中，感性确定性的对象“这一个”

的真理是在知觉的对象“物”中达到，而物的真理是

在知性的对象“力”中达到的。在这里，由感性到知

性形成了一个上升的过程，知性对象是感性对象的真

理。但是知性对象是一个运动，我们将会看到，这个

运动正是意识的运动。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意识的

运动正是感性对象的真者。以这种方式，黑格尔取消

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位置，为自己的绝对观念论扫清

了道路。 
 

二、知性意识的经验 
 

黑格尔的知性与康德的知性不同，它不是主体所

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而是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一样

是一种意识形态。简单地说，以力为认识对象的知识

形态就是知性，它是意识围绕力所经历的辩证经验。

它的这个对象是由前一个过程给定的，我们在前面已

经讨论过它了，它是与无限观念同构的。只不过这种

认识是“我们”对对象的事先观入，作为被观察的意

识的知性意识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对象就是无限。精

神现象学中自始至终穿插着两种眼光，一个是被观察

的意识，这是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则是“我

们”，即观察着意识发展的旁观者，他应该站在绝对知

识的立场。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一件

事情，它曾经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看法，现在则有另一

种看法。力是一个无限观念，这是“我们”观察者的

认识，但作为被观察者的知性意识还没能如其所是地

认识其对象。摆在知性面前的对象是两个独立存在的

力，就是外化的力和返回自身的力。也就是说，知性

还没认识到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将力所包含的两

个环节看做是独立的，知性的运动就是对这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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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一的辩证过程。因此，与康德的知性一样，黑

格尔的知性的主题同样是统一。力可以看做是一种元

范畴，即范畴的范畴，因为康德的范畴表示所有可能

的先天综合的种类，而黑格尔通过力概念所思考的则

是综合本身的一般观念。 
返回自身的力和外化的力，黑格尔的这种抽象表

达指涉的是两种最基本的存在信仰，即柏拉图的理念

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这也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争

论的根源，实体与属性之间的争论的本质就是这两种

观念之间的差别。因此，将两种力统一起来就是要使

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达到和解。我们知道，唯

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曾困扰康德，他关于先天综

合判断的理论，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就是对这种争论

的回应。黑格尔在对综合的思考中，将这样一种争论

一直追溯到了其最纯粹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黑

格尔受康德影响的影子，只不过他对这一问题思考更

加彻底。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力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力的任何一方都不

会单独存在，有一方出现就必有另一方跟随，就好像

一方诱导另一方出现。正如没有只有属性的物，也没

有只有实体的物。所以两个力在形式上又可以被规定

为诱导的和被诱导的力。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

事实上就已经迈出走向统一的第一步，因为两个力的

独立性瓦解了。这两个力就像一个对子一样如影随形，

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着

彼此，因此两个力的规定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

一枚硬币，我们将哪一面叫做正面，哪一面叫做反面

不是绝对的，将一面叫做正面，那么另一面自然就成

了反面，反之亦然。由此看来，两个相互规定的力，

它们各自的规定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内容

上，外化的力可以转变为返回自身的力，返回自身的

力可以转变为外化的力；形式上，诱导的力可以转变

为被诱导的力，被诱导的了可以转变为诱导的力。所

以说“双方都缺乏一个自己固有的可以承载并维持着

它们的实体”。[4](90) 

因此知性意识体验到了两个力的独立性的瓦解。

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一切感性存在的独立性的瓦解，

因为上述两个力正是意识在对感性对象的认识中所抽

象出来的本质性的东西。没有任何感性对象是独立自

存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关系。因此

只有从这种关系整体出发才能恰当的理解感性存在的

本质。而这个整体就是现象。黑格尔说现象是“假相

的整体”[4](91)，感性存在孤立的来看只不过是一些假

相，试图将感性存在当作孤立的东西来把握的尝试都

只能陷入矛盾，这就是意识在感性确定性与知觉阶段

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假相的整体却并不就是假相。从

“我们”的眼光来看，感性对象的真理就是现象。当

然，这个现象与康德的现象不同，它没有康德的现象

那样的限定意义，即在现象之外还有自在之物。现象

不是对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显现，而是本质本身的

存在方式。 
知性现在还没能恰当地理解现象，它虽然体验到

了感性对象不断地流逝，但是它并不认为这就是真相，

它喜欢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这个结论它

不能接受。既然真相不在现象中，那么它会在哪里呢？

在现象之外。知性认为真相隐藏在现象背后，黑格尔

将这个背后的世界称作内在世界，或超感官世界。如

此一来，虽然原初的两个力之间的对立消失于现象之

中了，但知性又创造出现象与超感官世界之间的对立，

因此它的对象仍然不是统一的。现在知性的对象就成

了由现象与超感官世界构成的双重世界。它所直接面

对的是此岸的现象世界，而它要认识的则是彼岸的超

感官世界。知性怎么可能认识超感官世界呢？因为它

只能与现象世界打交道，而根本不可能触及到超感官

世界。事实上，知性也并不是直接地观入超感官世界，

而是通过现象的中介来认识超感官世界的，这个过程

无非就是用现象世界的内容来充实超感官世界。超感

官世界的充实分两步来完成，即所谓的第一个超感官

世界和第二个超感官世界。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看它的

第一步。 
现象是牺牲两个力的独立性而形成的一个整体，

它是两个力之间相互转化、相互过渡的过程，黑格尔

将两个力之间的这样一个运动叫做力的交织。我们可

以说，现象的核心是纯粹的差别，因为两个力由以区

别于对方的规定性是相互转化的，所以剩下的只是纯

粹的差别。差别在黑格尔的概念体系中占据着一个非

常重要的的位置，它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概念，因为

相互差别的两个关联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只是整体

的一个部分。因此差别的概念中包含着对立统一的精

髓。两个力的统一就是纯粹的差别。这个纯粹的差别

就是现象之中的简单东西，知性将这个纯粹差别作为

变动不居的现象中的本质归给超感官世界。这就是知

性对超感官世界的第一步充实。黑格尔将这个纯粹的

差别称作规律，它是“现象的一幅持久不变的图    
像”[4](95)。因此，第一个超感官世界就是静止的规律

的王国。很明显，第一个超感官世界映射的是建基于

柏拉图理念论的近代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康德对知性

的讨论也正是为了说明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他

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为

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回溯到了我们认识能力中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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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部分，即知性，而为了回答知性的在先的联结何

以可能，他一直回溯到了“纯粹的统觉”，即自我意识

的先验的统一性。黑格尔对知性的探讨显然不能绕过

康德的这个自我意识的发现之旅，事实上，正是“这

样一种知性概念引导着黑格尔，只是现在他要将它思

辨地展开”[1](169)。黑格尔的知性与康德的知性一样，

是以统一为原则的。知性是以力为对象的意识，力就

是黑格尔式统一的纯粹观念，因此知性的进程就是寻

求统一的过程。知性要统一起来的是知觉意识无法恰

当理解的两个对立的观念，黑格尔将它们抽象为两个

独立的力。知性虽然在现象中达到了两个独立的力之

间的统一，但因为它没能正确地理解这个统一，所以

转而到超感官世界之中去寻找统一。只是正因为知性

的这一做法又重新制造了一种对立，所以它反而无法

达到它的目的。我们将看到，在第一个超感官世界中，

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立，这个对立的源头就是现

象与超感官世界的对立。 
规律是现象的普遍之物，它是现象的直接的否定，

因此现象以否定的方式被保留于规律之中。现象与规

律之间的这层关系与“这一个”和“物”之间的关系

相似。物是普遍者，因为它包含否定性在自身内，但

它是对感性对象的直接的否定，因此感性对象以否定

的方式被保留于物中，这就是物的诸多属性。根据同

样的道理，规律被现象所限制而具有诸多规定性，存

在着的规律总是诸多具体的规律。根据现象的不同具

有不同的规律，比如，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天体运动

规律等等。但是知性的原则是统一，它所要得到的不

是这样一种诸多规律并存的纷繁陈杂的规律王国，这

样就又回到了现象的杂乱中了。因此知性必将诸多规

律统一为一个规律，因此它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与天

体运动规律结合为万有引力定律。对于知性来说，这

个统一的规律才是超感官世界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指

出，知性这样所得到的规律只是将诸多具体规律的规

定性去掉了，由此得到的只是规律的纯粹概念。“万有

引力所表达的意思仅仅是，任何一物与其他事物之间

都有一个持久的差别。”[4](95)这里涉及到黑格尔式的统

一与一般我们所理解的统一之间的区别。万有引力似

乎达到了一个统一理论，它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与天

体运动规律统一了起来。但这是通过取消自由落体与

天体之间差别来达到的，因为对于万有引力定律来说，

自由落体与天体都是无差别的质点。这就与黑格尔对

统一的理解相左，他认为真正的统一不是将差别排除

在自身之外，而是要将它包含在自身之内的。因此知

性以此方式并没能达到诸多规律的真正的统一，对立

依然存在着，对立的双方变成了规律的诸多规定性和

规律的纯粹概念。“规律是以一种双重的方式存在着：

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律，其中包含着的各个差别表现

为一些独立的环节；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单

纯的自身反映，而这个形式又可以被称作力，只不过

不是指那种被驱赶回自身的力，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

力，亦即力的概念”[4](96)。黑格尔将规律的诸多规定

性，即规律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简单地称作规律，而将

规律的概念称作力。力和规律之间的对立表现在力对

它的规律是漠不相关的。举重力为例，重力的规律是

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即时间与位移之间的一定关系，

但重力的概念中并不必然包含这样一种关系。事实上，

这就是康德关于综合判断所说的东西，将重力表达为

时间与位移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综合判断，我们不可能

通过分析重力的概念来获得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因此

在康德发现知性的综合之前，重力表现为自由落体运

动规律的必然性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说，黑格尔将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成了力与其

规律的必然一致性问题。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给出的答案是知性

的自发性的联结，沿着这条线索他找到了自我意识的

先验统一性。黑格尔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反思。虽然康

德是以存在着的差别为起点，以差别的统一为终点，

但从结果来看，既然差别必然统一于自我意识的先验

统一性，那么终点就未必不是起点。费希特首先发现

了这一点，认为自我意识才是正在的起点，差别产生

于它的自我区分。黑格尔则进一步将费希特自我意识

的主观性去掉，只留下同一与差别相统一的观念，这

就是黑格尔的无限性。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先天

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差别本来就不是真正的

差别。这样一种观念在《精神现象学》中首先通过“解

释(erklären)”概念登场亮相。解释概念在这一章中虽

然并不起眼，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作用

相当于康德知性的自发性联结。海德格尔说，“知性的

原初行动，即它的认识方式就是解释。”[1](172)知性通

过解释活动将力与其规律等同起来。 
重力必然表现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一定关系，这

种必然性不可能从经验中得到，它也不包含在重力的

概念之中。但是知性却已经有了这种必然性的观念。

那么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呢？显然就在知性自身之中。

知性这样理解这一情况，力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仅仅是

一种内在的差别，“这个内在的差别仅仅包含在知性之

内，还不是隶属于事情本身。”[4](98)所谓内在的差别是

指，由同一者异化出来的差别，因此，它们的统一已

经是设定了的，并且这种差别仅仅包含在知性之内，

也就是说，力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并不是自在之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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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别。黑格尔将知性的这一理解活动叫做解释。

“知性在指出一个差别的同时又表明，这不是事情本

身具有的差别。……这样一个运动就叫做解释。”[4](98)

举例自由落体现象为例，知性从自由落体现象中总结

出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并从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中区分

出重力作为它的根据，而后又解释说，重力必然等同

于它的规律。所以黑格尔说解释事实上是一种同语反

复，它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解释活动作出区分，又

立即取消区别，因此说明差别并不是真正的差别。我

们不难发现，这正是自我意识的活动，或者用黑格尔

的概念说就是无限性。我们开始时曾提到，知性的对

象是力，它在自身中包含同一与差别，因此是黑格尔

的无限性观念。但知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恰当地理解了

它的这个对象，它始终将对象分成两个环节，把它们

当作独立的东西来看待。只有在解释活动中对象才第

一次作为整体呈现出来。 

解释活动取消了力与规律之间的对立，将两者等

同起来。因此，力作为自身一致者与自身不一致者规

律相一致。结果就是，自身一致者成为了自身不一致

者，自身不一致者成为了自身一致者。如此一来，在

超感官世界之内发生了一种变化，它不再是静止的规

律的王国，更替的原则被带进其中。这就是所谓的颠

倒的世界，也就是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它是对超感官

世界的第二步充实。第一个超感官世界是对现象世界

的直接的否定，它是静止的规律的世界，变化作为现

象世界的原则被排除在超感官世界之外。因此，事实

上现象世界就成为了它的界限，这正是规律以双重方

式存在的原因。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则是否定之否定，

因此是界限的取消。通过解释活动作为现象世界原则

的变化和更替被带进了超感官世界之中，由此解除了

现象界与超感官世界之间的界限。现象这才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现象。将现象当作是与真实的世界相对立的

假相是对现象的一种狭隘的理解。超感官世界必然要

表现出来，现象是对超感官世界的完全显现，超感官

世界对现象不可能有任何隐瞒。关于这一点，《哲学全

书》的逻辑部分有一个非常精炼的表述，“外部与内部

是同一个内容。凡是内部存在的东西，也是在外部存

在的，反之亦然；现象绝不表现本质中没有的东西，

本质中决没有不表现出来的东西。”[5]颠倒的世界的所

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完成了的现象界，现象与超感官

世界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现象不以超感官世界为界限，

超感官世界也不以现象为界限，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因此是真正的无限。而“当无限性的真实本质成为意

识的对象，意识也就成为自我意识”[4](105)。 

 

三、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 
 

为什么说无限性成为意识的对象，意识就成为了

自我意识呢？这似乎与一般我们对自我意识的理解相

去甚远。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清楚黑格尔对自我意识

问题的独特处理。黑格尔曾这样批评康德，“他认识到

简单的思维在自身内具有区别，但是还没有认识到一

切实在性正包含在这个区别里：他不知道如何去克服

自我意识的个别性。”[6]这是说，康德发现了自我意识

的先验统一性，但是他的自我意识只是主体的一种功

能，所以无法摆脱个别性的束缚，因此不可能要求成

为一切实在性。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要求理性的绝对

自由，因此要克服康德式自我的有限性，使自我摆脱

个别性而达到绝对自我，即成为客观的精神。摆在这

条路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证明意识的真理是自我意

识。黑格尔认为，康德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很重要

的一步，遗憾的是，他没能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以前的人们努

力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对象，但现在要做出改变，即

要使对象符合于认识。这就是说，意识终于将它投向

外部的眼光收回来，开始在自身中进行反思，认识到

对象的可能性在自我意识中。黑格尔对这个认识的历

史进行了反思，要将这漫长的历史在意识的现象学中

用观念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他要证明的是意识的真

理是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使意识成为可能。

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对象的真

理是在自我意识中。我们看到，黑格尔使康德的感性

与知性动了起来，感性不是与知性并列的一种功能，

而是被扬弃于意识的运动之中了。感性确定性、知觉、

知性构成意识的三个环节，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递进的

关系，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是知觉，知觉的真理是知性。

在知性中通过现象概念完成了一种转化，即意识认为

直接面对的对象是不真实的，因此迫使意识转入内部

寻求真实的世界。意识否定直接面对的对象而转回到

内部，这事实上就是从外部的对象返回自身。意识认

识到这个内在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并在这种不断变化

中又保持自身同一，实际上这就是意识自身的运动，

只不过因为它还是意识，即对于它来说对象是与自己

对立的异己的东西，因此它将自身的运动看作是在自

身之外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黑格尔将这个对象称作

无限，并且将无限称作自我(Selbst)。如此一来，按照

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这个无限，即自我就是意识的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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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理解的自我是否和一般我们所理解的

自我有一个契合点呢？为此，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

自我意识？简单地说，自我意识就是对自己的意识。

那么如何才能意识到自己呢？在黑格尔看来，要意识

到自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

清楚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是有历史的，对

自我的意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首先从最简单的对

自己的感觉开始，这个感觉就是欲望。在意识的现象

学中，意识将一切肯定性的意义全部赋予了异己的外

部世界，在其中它认识不到自己。但是在欲望中意识

却是在意识着自己。因为在欲望中外部世界始终只具

有否定的意义，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否定意识返回自身。

举例来说，一头处于饥饿中的野兽，不会有兴趣研究

自己的食物是属于哪个种、哪个属、哪个科，它只是

要消灭对象。通过这种否定，意识获得了满足，在这

种满足中意识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自我意识开

始于欲望。所以意识要意识到自己，首先要将自己意

识为最简单的生命。黑格尔说，无限就是“生命的单

纯本质”[4](104)，无限性的概念在生命中获得了它的第

一个现实的载体。生命就是在自身中包含一切差别，

并在差别的展开中又保持自身同一的东西。比如一颗

树的种子，它在自身中包含一切差别，当它长成一棵

树时，树根、树干、树枝、树叶等差别被释放出来，

但这些差别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统一于树这个整

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当无限性成为意

识的对象，意识就是进入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了。 
但是到此为止，意识还只是刚刚步入自我意识阶 

段，还远没有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意识在欲望中虽

然感觉到了自己，但它还没有对这一事实的自觉的意

识。黑格尔的自我是无限，一切实在性都包含在这个

无限之中，因此在无限性将自身完全展开呈现于意识

之前，意识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

康德将自我意识当作主体的一种功能，是对问题的简

化，是在艰巨的任务面前的一种退缩。精神现象学则

勇敢地承担起这个任务，记录了无限性将自身展开为

诸环节的过程。通过对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处理，黑

格尔就摆脱了康德的自我意识的个别性。因为自我走

出了主体的个别性，将成为伦理、国家、宗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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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ddresses an important issue, i.e., the transition from 
consciousness to self-consciousness. This very issue is the decisive step that Hegel’s “absolute idea” takes to overcome 
the individualism of Kant’s self-consciousness so as to make itself the objective spirit. The dialectic experience that 
understanding undergoes when revolving around its object “force” is the first leap from finite consciousness to the 
infinity, and consciousness becomes self-consciousness when it takes infinity as its object. However, this is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self-consciousness. For Hegel, the self is infinity, which includes the whole of reality and therefore 
possesses the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itself into the objectiv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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