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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与西方哲学思维特质的奠定
’

徐先艳

中 国靑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摘 要 ： 泰勒斯的哲学命题
“

水是世界的本原
”

不仅向前承袭 了 古希腊神话对创世的 好

奇 ，
而且向后预示着 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特质 ：

以本体论 （ 有关终极实 在的理论 ） 为基本 内容
，

将其和理性原则 捆绑在一起 。

“

水
”

的提 出 标志 着人类
“

世界观
”

从神 学视 角 转到 自 然主义视

角 ，
从

“

神话
”

形 态进到
“

哲学
”

形 态 。 而
“

本原
”

的 提 出标志着哲学追求统
一性的起点

，对最真

实存在的信念。

“

本原
”

从此成为 西方哲学 的 第
一

范畴 ， 其 内含的
“
一

” “

多
”

关 系 的 纠 缠成 为

西方哲学 家们的永恒追寻 。 古希腊人选择 了 对
“
一

”

的信念 ，
选择 了走

“

真理之路
”

，
也就延 宕

出 西方哲学逻辑思辨的 总特点 ，传承上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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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之 神话对创世的好奇 一方面 向后预示着西方哲学

间 的泰勒斯被公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第
一位哲学 思维的基本特质 。

家 。 他因渊博的知识而被许多史家列人
“

希腊七
★

，，

的堪中

贤
”

，
但并无著作流传下来 我们对他的知 晓都是 ：

借助其他哲学家的记述 。 这些二手材料公认泰勒 ：
臓了

“

是世界的本原
”

这样的话 。

视角转到 自 然主义视角 从
“

神话
’ ，

形必进到

泰勒斯因为这一句话独享西方哲学开 山祖师

的美誉 可能在今天看来有点
‘ ‘

小题大做
”

得奇
入

怪 而且这个命题在现代科学 的光耀下也已被验
释 自 然万象 ，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 根据赫西

证为明显错误 ，使之更显粗糙得幼稚 ’但我们却不 俄德的记载 在奥林匹斯 山的神话谱系 中 ，世界起

能小看 了这句话的意义 相反 这个已经被证伪的 源于
“

卡厄斯
”

（ 意 为
“

开天辟地前的混

命题具有极为重要 、不朽的开拓性价值 如历史上 沌
”

） ， 由它生 出创世六神 ，
其 中最为人所知和爱

阿姆斯特朗 的那
一

小步 ，标志着人类思维迈 出 了 戴的是大地之母盖娅 （ ，再 由此衍生 出乌拉

至关重要的
一

大步 。 它
一

方面向前承袭 了古希腊 诺斯 （
； 心

） 、 克洛诺斯 （ ， 直到 以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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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 的奥林 匹斯十二主神 。 不管是最 念化的程度 却将在后继哲学家的思考里进一步

早的卡厄斯还是众所周 知的宙斯 ，作为万物起源 发展为理性的思辨论证 。

二
、

“

本原
”

问题的提出 ：对终极实在的
主体 。 而泰勒斯提 出 的

“

水
”

不是一种超 自 然 的
‘

、

細说这 命题具有开创性意义 主要还不

是指它提出 了
“

水
”

这个
“

答案
”

’关键在于它创造
—

性地提 出 了
“

本原
”

这个
“

问题
”

，正是这个抽象 的

和全新的思维拭表征着哲学的诞生 。 爱 因
的重要性在于 ’ 匕第 假定整 宇宙是 自 然 的 ’

顏曾说过 ：有时候提出
一个好的问题比細

从可能性上来说 ，是普通知识和理性的探讨所可
。

以解释的 。 话所形成的超 自 然的鬼 神 “

本原
”

是以泰勒斯为首的棚 自然哲学家

关注的焦点 本意是
“

太初
” “

起初
”

，在 日 常使用
需要特别提到 ’古希 本

中 就是人们讲故事开头 常酬那个说法 ：

“

起
久 的世俗主义 、 自然主义的传统 ’没有像古埃及那

初
” “

起头
” “

最初
”

。 实际上 泰勒斯的 （ 水 ）

‘

本
样笼罩 働宗教气氛 鮮期的爱琴文 明

一

原
”

▲ 与古希腊 《 神谱》 的
“

梳理者
”

赫西俄
克里特 、迈锡尼的艺术中 ’ 即使在宗教性质的题材

德所用的
“ “

开始
” “

最初的实在
”

） 是 同

中 ，也充溢着人间的 、 自 然主义的情调 ， 比如在克
一

个词 。 在哲学语境 中 ，
该词 的使用更加强 调

里
，
著名的米诺斯王宫中 ’ 留存下来美轮美顿 “

太初
”

之意 。 那么 ，何谓
“

太初
”

呢？ 亚里士多德

壁画里柳上掠过的飞鱼 補中穿細彩禽 ，有
解释道

“

本原
” “

太初
”

是指
“

万物始所从来 ，
与其

束腰垂发的少女等人 「司景象 。

终所从人者 。

”

因之 ， 有学者将之翻译成
“

始

其次 ，

‘ ‘

水
”

并 是指具体 的某 基
”

。 据叶秀 山先生 的考证
“

始基
”

这个词 的希

条河流或大洋 ，而是一种
“

水
”

的抽象 。 据
巧
里士

腊文原意即是
“

祖先
”

，说明
“

本原
”

这个哲学概念
多德的记载 ，泰勒斯的这一结论首先上承远古推 其实是延续了神话世界观中对创世的好奇 。 这不

崇水的神话和习俗 ：

“

去今甚久的古哲 ，他们在编 难理解 因为神话本身就是哲学的
“

史前史
”

，这

成诸神的记载中 也有类此的宇宙观念 ；
他们以海 是一方面 。

神奥启安与德修斯为创世的父母 而叙述诸神往 另一方面
“

本原
”

又是哲学追求统
一

性的起

往指水为誓 并假之名号 曰
‘

斯德赫
’

。

”

此外更 点 。 亚里士多德紧接着解释道 ：

“

其属性变化不

重要的 ，这是泰勒斯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做出 的理 已 而本体常如 他们 因而称之为元素 ，
这一类元

智推断 ：

“

大概他从这些事实得其命意 ： 如
一

切种 素为万物原理 。 所以他们认为万物成坏 ，实无成

籽皆滋生于润湿
一切事物皆营养于润湿 ，

而水实 坏 ，这
一

类实是毕竟万古常在 。

” ⑷ 可见 所谓
“

本

为润湿之源 。 他也可以从这样的 事实得其命意 ： 原
”

不光是时 间在先的
“

元素
”

， 更是逻辑在先的

如由湿生热 更由湿来保持热度的现象 。

” ⑵
“

原理
”

，
乃

“

多 中之
一

” “

变中 之不变
”

，黑格尔对

相较于神话通过
“

双重幻化
”

， 即
“

它既 以宇 此有透彻 的阐 释和极高 的评价 ：

“

哲学是从这个

宙事件来看待人 的行为 ，又以 人的行为去解释宇 命题开始的 ， 因为借着这个命题 ， 才意识到
‘

一

’

宙事件
”

的方式实现 了天 象与人事 的互译 泰 是本质 、真实
、唯一 自 在 自 为的存在体 。 在这里发

勒斯已经开始脱离原始的思维 。 都是追求世界万 生了
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 的离弃 ，

一种对直接存

物的起源 哲学和神学的差别在哪里呢 ？ 尼采正 在者的离弃 种从这 种直接存在 的退却 。

确指出 ，泰勒斯学说的价值
“

在 于它 的含 义不是 希腊人曾把太 阳 、 山岳 、河流等看成独立的权威 ，

神话式和譬喻式的 ， 而是来 自 经验的观察加 当作神灵崇拜 凭着想象把它们提高到能够活动 、

理智的推断 虽然是初步的 还未到达高度概 运动 具有意识 、意志 。
⋯⋯无限地 、普遍地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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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形象 却并无单纯的统
一

性 。 有 了那个命 屿建立 了众多的殖民地 。 希腊人在从事海外殖民

题 这种狂放的 、
无限纷纭的荷马式的幻想便安定 和贸易的航海运动中必须要掌握天文 、气象 、洋流

了 ，

——无限多的原则彼此之间 的这种 冲突 这
一

的规律
，
正是在抬头仰望苍穹观察天象 中生发 出

切认定某
一

特殊对象为 自 为的存在的真实体 、为 对 自然奥秘的遐想 产生 了世界不是没有规律 的

独立 自为髙于其他
一切的 力量的种种观念 ，都取 信念 逐渐形成了秩序 、原因 的观念 ，并且认识到

消 了 ； 因此确定 了 只有
一个

‘

普遍
’

， 亦即普遍的 规律 、秩序 、原因都隐藏在 自 己身处的变化万千的

自在 自 为的存在体
——

这是单纯的没有幻想 的 世界之中 ，开始从寻求具体原因 、部分原因走向好

直观 ，亦即洞见到只有
‘

一

’

的那种思想 。

”

奇最根本的原 因 、

“

第一因
”

， 哲学与本原问题的

也就是说 在哲学诞生之前 ，在古希腊的神话 诞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

世界观中 奥林匹斯山 的诸神世界乃是
一

个
“

多
”

这个
“

统
一

” “

第一因
”

并且是从直接存在 中

的等级世界 其时
“
一

”

的意识还未觉醒 。 泰勒斯 退却 ，离弃了感官知觉 ， 具有最高纯粹性 、 自 在 自

看到了万物的统
一

拉开了人类用有限理性去把 为的东西 。 换言之 本原
”

的提出和探寻标志着

握世界大全的序 幕 。 后继者赫拉克利特说 ：

“

同 希腊人开始 自觉到世界的
“

显现
”

与
“

实是
”

的区

意万物 为
一

， 这是明 智的 。

”

人类面对千姿百态 、 别 。

“

本原
”

实际上是人们向往的终极存在 ， 即最

千变万化的世界 总是力 图在最深刻 的层次上把 真实的存在 。 所谓
“

最真实
”

的存在主要是在两

握其内在的统
一性 并 以这种

“

统一性
”

去解释世 个意义上呈现 ：第一 ，最真实的存在是那种其余事

界上 的
一

切现象 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 。 物都依赖它的对象 ；
第二 最真实的存在本身不会

因 为
“

凡所从来的事由就是万物的原理
”

被创造或毁灭 。 在宗教教义里 ，是上帝 ，在科学家

所以
“

本原
”

还有另一层衍生 的基本意思 ：

一切事 眼里是粒子 二者都符合上述两种要求 。 泰勒斯

物存在和运动的原理 、 根据 。 如果说前面一层含 的这个命题也有人翻译为
“

水是最终 的实在
”

（需

义对应的英文是 ， 那么对应着这一层意 要补充说明的是 按现有 的文献记载 ，

“

本原
”

这

思 英文译作 在其后的哲学运用 中
“

本 个词的首次明确使用者是泰勒斯的学生兼朋友阿

原
”

越来越加人和增强 了
“

原因
” “

原理
”

的含义 ， 那克西曼德 ） 。 从根本上说 ，本体论就是关于什

由生成式 、时 间在先的
“

始基
”

转为构成式 、逻辑 么是最真实的东西 的研究 。

一旦我们做出 了世界

在先的
“

原则
”

，我们可 以将前
一

种称为
“

本原
”

，

“

好像是什么
”

（显现、现象 ） 与
“

实际是什么
”

（实

后一种称为
“

本体
”

。 所 以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 是 、本质 ） 的区别之后 ，

一

个全新的世界就展现在

作 《形而上学 》 中解释 智慧就是寻求原因 ， 而哲 我们面前 。

学智慧寻求的乃是第
一

原因 、终极原因
——

“

本
一言以蔽之

“

本原
”

代表着人类理解超越表

原
”

，
并总结在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史是寻求

“

四 象的实在的渴望 ，西方人坚持表象和实在之分的

因
”

的历史 初期 的 自然哲学家大都找到 的是质 信念 。 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经 巴 门尼德到柏拉

料因 ，他格外强调形式 因 。 我们也就可 以理解为 图 、亚里士多德都相信经验世界之中 （ 外 、 上 ）有

什么西方人将哲学定位为 ：

“

普遍规律说
” “

寻取 一个更基础的实在 这是西方深度二元论思维方

最髙原因的基本原理
”

，进一步到
“

寻求全部知识 式的源头 。 这个绵延了 上千年对终极存在 、最真

的基础
”

。 实存在的信念直到 世纪后 的现代西方哲学阶

希腊人对本原问题的提出 和孜孜以求的探索 段才受到了 猛烈的质疑和解构 ， 比如实证主义的

很可能源于他们的航海民族的特点 。 希腊半岛土
“

取消
”

哲学本原 问 题 ， 现象学 强调 面向 事 实本

地贫瘠 ，多山地少平原 ，但有 着漫长的海岸线 、优 身 现象 即本质 。

良港 口
，希腊人很早就开始转向外谋求生存和发 罗素在 《哲学问题》 中曾说道

“

哲学上引起最

展 ，尤其是在第二次大移民 （ 公元前 世纪至公元 大困难的
一个区分就是

‘

现象
’

与
‘

实在
’

的 区分 ，

前 世纪 后 ，在爱琴海 、黑海和地 中海沿岸和 岛 事物好像是什么与它究竟是什么的区分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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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实在并不就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 ， 那 陀 》 这是一部反思世界起源 、本性以及诸神 品性

么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任何的 的著作 。 吠陀文献的最后一部分 即 《奥义书》 ，集

实在呢
”

实在 、 现象的 区划 ，

“
一

” “

多
”

的 区别 中讨论了终极实在的 独一性 ， 即梵 。 关于梵的理

和另两对重要范畴
——

“

真理
”

与
“

意见
” “

理智
”

论揭露了在无限多种 变化后面有一种本体 ，这
一

和
“

感官
”

密切相关 通过与后 者的对应 古希腊 基本思想在早期印度神话中有充分体现 。 印度神

哲学家对
“

罗素疑问
”

做出了肯定的 回答 。 话中的三大基本主神——创造之神梵天 、保护之

三
、

“

本原
”

问题的解答 理性主义原则
神批湿奴 和毁灭之神湿婆 ’ 不 是三个不 同 的神

祇 而是 同
一

个 神的 不 同 面孔 。 这种 变 化的观
、

拉尔修记录了几擁腿泰糖写瞻 ： 多
念
，
然会让坚 终极 实在不仅鋪 的而且是

说话并不表示 、里理解 去寻找唯 的智慧吧
说 ’

选择唯 的善吧 这样你就会纖卿不休的舌

头 。 幢醒法可以在
‘ ‘

正式从前挪论觸论
二者 的第 个明 的 别 ’终极本体的变

而不是独断地
‘

宣称
，

的第
一

个哲学家
” °
——

还是不变问题 。

巴 门尼娜里更为明确地看到 。 巴门尼難其遗
二

’入

留下来的哲学诗《论 自然 》 的 开始 ，借正义女神
人坚持本原是理性的对象 ’而吠陀经典对梵只能

之 口
，指出 了

“

意见之路
” “

真理之路
”

的 区分 ：

性或 来把 ’

“

意见之路
’ ’ ‘ ‘

以茫細麵 、轰軸耳絲舌头 ，
对細了絲 自 种无所不包的騎体验 。 公

为准绳
”

， 即按众人的 习惯认识感觉对象 ，得 出 ※
元前 世纪左右 ’ 印度教之后又诞生 了 另外两大

多的意见 ； 与之相对 ，

“

之路
”

脆借蒲来 錄 乔达摩 悉达多开細職減駄摩那开

进行辩论 ， 追求 并达 致确 定 、 永恒 、铁板
一块 的 创的香那教 。 尽管教理各有不 同 但神秘、 主义的

“
—

”

円 门 尼德看夹
“

音 少 路
”

和
“

直理夕 深刻体验在这二种宗教 中都 占据着中 心地位 。 佛

路
”

不仅仅代表着人的两种认识官能
——

“

感觉
” 教后来传人中国 ，

产生了本土化的禅宗 ，我们经常

和
“

理智
”

的区分 ，
而且通往与这两种认识官能相

可
■

以读到顿悟的故事 。

对应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 ：

“

意见
”

的对象是虚 综上所述 ， 泰勒斯的意 义 、

“

水是世界的 本

幻 、不可靠的经验世界 （

“

多
”

） ，
而

“

真理之路
”

通 原
”

这个命题的价值主要不在于
“

水
”

这个答案或

往
“

圆满的
” “

不动摇的 中心
”

（

“
一

”

） 。
结论 ，而在于

“

本原
”

这个问题的 自觉 。

“

本原
”

概

也就是说 ，在古希腊人眼里
“
一

”

是理性思维 念和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人类对终极实在 （最真实

的原则 相反 ， 感性直观才崇
“

多
”

， 所以对
“
一

” 存在 ） 的好奇 寻求
“

第一因
”

的意识觉醒 ， 既是人

“

本原
”

的把握只能依靠理性的洞见 ，也就必须 求知本性的必然要求 ， 同 时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

超越直观的意见或幻想 。 前面提到丹皮尔认为泰 成熟的标志 也就成为神学 、宗教和最初的哲学 、

勒斯实现的 自然主义视角的转化 已经为理性探讨 科学之间的
一道清晰的分水岭 。

“

本原
”

从此成

提供了可能 而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则 为这一可能 为西方哲学的第
一

范畴 ，其内含的
“
一

” “

多
”

关系

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 所以 西方哲学从诞生起 就 的纠缠成为西方哲学家们的永恒追寻 。 古希腊人

以本体论 （ 有关不变 的终极存在的理论 ） 为基本 选择了对
“
一

”

的信念 选择 了走
“

真理
”

（ 理性 ）

内容 就和理性原则捆绑在
一

起 。 对西方哲学甫 之路 ，也就延宕 出西方哲学逻辑思辨的总特点 ， 传

一诞生就具有的这
一

特质 ，有对 比可能理解可 以 承上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 。

更深刻一些 。 那我们就选择拥有最古老哲学文本 伟大的哲学家不光是在人们习以 为常的地方

的印度来做一简单对比 。 提 出好的 问题 ， 而且还提 出解决 问题的新思路 。

迄今为止 我们发现 的最古老的哲学文本是 泰勒斯的这句话 的内容过时了 ，但命题提 出 的问

诞生 于公元前 年左右 的 印 度 的 《梨俱 吠 题和提供的思维方式却远未被淘汰 在此意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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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 的第一位哲学家 当之 务 印 书馆

无愧。
黑格 尔 哲 学史讲演录 第 卷 北 京 ： 商 务印 书

馆
，

罗伯特 所 罗 门 大 问题 ： 简 明 哲 学导论 张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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