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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的认识是多样的，复杂的。本人把人的认识分为八层：感性、悟性、灵性、知
性、理性、哲性、诗性、神性。凝结下来的知识大体分为三层：形而下，指经验形态的知识；

形而中，指由经验事实上升为理论知识，即黑格尔所谓的 “后天的事实”；形而上，是对理论知

识的再理论，即哲学。就高等教育而言，本人认为高等教育事实的出现，以博洛尼亚大学的诞

生为标志，高等教育理论的诞生，以纽曼的 《大学的理想》为标志；高等教育哲学的出现，以

雅斯贝尔斯的 《大学之理念》为标志。人类总有让自己的思维不断向上的诉求，每个领域都有

形而上，都有哲学，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可达到哲学，每个人有必要力求达到相关的哲学，

因为哲学给我们智慧，能达到哲学，工作会更自觉，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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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八层：感性、悟性、灵性、知性、理性、哲

性、诗性、神性。人的认识确实是多样的、复杂

的。悟性跟感性就不一样了，悟性已有初步的整

体把握；知道了的，不一定理解了，所以知性与

理性也不一样；诗性意味着将哲学思考与艺术表

达结合了，这已达到了很高层次；然而，我把最

高的定格在神性，指神奇神妙状态的一种认识。

分成八层，一方面表明了我对人的认识的复

杂多样的感悟，另一方面，我也想求得一个艺术

般的表达。要指出的是，我曾只有七层，其中灵

性这一层是一个学生帮我补充的。对不起，当时

我没有把她的名字记下，只记得是一位女同学。

由悟而出灵感，由灵感而捕捉到一些比较明晰的

知之内容，即到达知性。故而，在悟性与知性之

间插入一个灵性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成了八个

层次。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层次的认识都能留下对

应的知识或文本，否则，岂不是有八种类型的知

识了吗？例如，悟性活动、灵性活动就不致留下

相应形态的知识。

古希腊时，知识被分为两层：形而上知识，

形而下知识。“形而下”这一词是我本人使用的。

亚里士多德将这两类知识分别称为高级学术与次

级学术，自由学术与实用学术［１］。以主要传授自

由学术的教育便称为自由教育，自由教育出现于

古希腊。自由学术、自由教育概念本身都表明，

古希腊人将知识与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了。自由

学术可使本应自由的人真正享有自由、发展自由、

创造自由。

古希腊已有了物理学、灵魂学 （即心理学）、

数学、伦理学，但他们将这些知识统归于形而上

知识，即归于哲学，也就是只有或只分为两类知

识。那时的哲学包含极广。

然而，经过文艺复兴，经过１７、１８世纪，多
种科学理论发展起来了。天文学、地质学、物理

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候学、海洋学、

实验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

文学、史学、艺术学……纷纷成为独立形态的知

识。再将它们继续纳入形而上或哲学知识，哲学

就太庞大了，也让人不能更清晰地看到知识的发

展，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知识世界，不宜再

笼统地归入形而上或哲学了。

对于如此大量出现的中间形态的理论知识，

我杜撰了一个词，即 “形而中”来概括和描述。

这样，我就将知识分为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

三类了。可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曾应邀在西

南师范大学作过三场学术报告。三场的题目分别

是：《教育学的形而下知识》、《教育学的形而中知

识》和 《教育学的形而上知识》。

我相信，若古希腊圣哲们的在天之灵得知我

在今日将知识分为三大类，他们也会认为是适宜

的。人类知识已经大大发展了，再拘泥于当年的

分类就不妥当了。

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三

层知识。所谓形而下，即经验形态的知识，对于

现象、事实的了解；所谓形而中，即由经验事实

上升为理论知识了；形而上知识则是对理论知识

的再论理，这就到达了哲学。哲学之上还有吗？

还有，那就可以叫作元哲学了。我自己写过一本

《哲学是什么》的书，即对哲学本身的思考，这应

当就是元哲学了。还有元数学、元教育学等等。

不过，人们尚未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层次；

若如此，那便是第四层次了。

认识分为八层，但凝结下来的知识大体上是

三层。至黑格尔，已经将知识分为三个层次了，

而不只是古希腊的两层。黑格尔将理论知识称之

为 “后天的事实”［２］５３。而哲学则是对这种 “后天

的事实”的进一步考察。

顺着黑格尔的说法，我将经验形态的知识称

之为 “先天的事实”，而对 “后天的知识”再考察

所形成的知识就叫作 “大后天的事实”，此乃哲学

也。这样的三层次分析属于黑格尔，我只是补充

了一个说法，是表达的形式，不包含新的思想

内容。

以语言为例，最先是有语言现象，语言事实；

其后才有了关于语言的理论，即语言学、文字学、

训诂学、修辞学等；再后就有了语言哲学，有关

语言的形而上知识。

自然科学的 “先天的事实”即自然现象，人

们对自然的经验性感知，此后便形成关于自然的

“后天的事实”，于是有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

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天文学、地理学等；

再后就有了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这就是 “大

后天的事实”了。

我曾多次跟他人讨论：是爱迪生，还是牛顿

更伟大？许多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爱迪生的

工作是偏于技术性的，是发明的，尽管他的贡献

很大，但他不是发现，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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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换代。而理论性的东西普遍适用，永远适用。

牛顿的理论今天还是大学生普遍要学的，只是表

达形式更好、更深刻了。到了黑格尔，他还认为

“牛顿至今仍然继续享有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

誉”［２］４６。谁都知道，牛顿是力学家、数学家，而

知其为哲学家者，则为数不多。不过，牛顿主要

是在自然哲学上的贡献。

过了些时候，我再问人：是牛顿，还是亚里

士多德更伟大？都伟大，但若要做一个比较，那

还是亚里士多德更伟大。理由就在于：牛顿主要

阐明了物质世界，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阐明了

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学人文科学的，

可以不学牛顿的力学、无穷小分析法；但无论什

么学科的，都要学辩证法，有的直接念亚里士多

德的著作，有的间接念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提供的是方法论，是

思想方法，是普遍适用的方法。牛顿的方法也很

了不起，但其适用的普遍性还是不及那两位哲学

大师。比较确切地说，牛顿是伟大的数学家、物

理学家，人们主要并不从一般哲学上来看他的

贡献。

我们来简要地叙述一下关于教育的三个层次

的知识及其有关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没有任何一项是比教

育更早的，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没有任何一项

创造是比关于教育的创造更伟大的，教育是人类

须臾不可离开的，它助人类成长和发展，让人类

真正成为人类，变得日益强有力的人类。

然而，关于教育的系统理论知识，竟大大晚

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晚至两千年左右。夸

美纽斯的 《大教学论》被认为是教育学诞生的标

志，这已是公元１６３２年了。
两千多年前有了哲学，３００多年前有了教育

学，如果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学加哲学，那么，３００
多年前应当有了教育哲学。可是，教育哲学公认

为是诞生自逻逊克兰兹的 《教育体系论》，在布莱

克特将其翻译成英文时，书名就定为 《教育哲学》

了。逻逊克兰兹的著作出现于１８４８年，即较之夸
美纽斯的 《大教学论》晚了２１６年。这个历史表
明，教育哲学不是由教育学和哲学 “加”出来的，

而是它自己 “长”出来的。

高等教育的事实的出现以博洛尼亚大学的诞

生为标志，距今约９００年。高等教育理论的诞生以
纽曼的 《大学的理想》为标志，那是１８５２年，距

今１６０多年，而距高等教育事实的出现则有７００多
年。高等教育哲学是何时诞生的呢？首先，我本

人认为，雅斯贝尔斯的 《大学之理念》一书，是

经典的高等教育哲学，又据我考证和判断，此著

作出现在１９２３年。从高等教育事实至高等教育理
论的产生，花了７００年；从高等教育理论再到高等
教育哲学的出现，仅花了７０余年，没有那么漫长
的间隔了，却也足够说明，高等教育哲学也不是

由高等教育学和哲学 “加”出来而是 “长”出

来的。

有没有相应的哲学是在相关理论之前诞生的？

自然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宇宙为标志，已有１００多
亿年；以地球的出现为标志，已有４０多亿年，关
于自然的科学理论和自然哲学分别是何时产生的

呢？若以牛顿的物理学为自然科学出现为标志，

这已到了１７世纪后半叶，然而，自然哲学在古希
腊就有了。这岂不是说，自然哲学大大早于自然

科学理论吗？然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朴素的，

受制于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贫乏而只能作思辨性的

考察。故而，比较成熟的自然哲学还是牛顿之后。

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成为独立的体系，还是要从

培根、笛卡尔、牛顿时期算起。因而，从自然事

实，到自然理论科学，再到自然哲学的大体发展

顺序，亦如其他领域。

从一般的道理上看，应当比较好理解。人总

是从对某种现象、事实出发形成经验，形成感性

的认识，再经过一定的阶段建立起相关的理论；

然而还经历或长或短的再思索或反思，由此而达

到相关的哲学。而人类总有让自己的思维不断向

上的诉求，因此或迟或早要达到哲学。可是，哲

学是没有终点的，凡某种哲学，不受到任何质疑

或批判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哲学家们都是

对他人的哲学不买账的，都认为自己已完成了哲

学，否则，他就不是哲学家。不过，这可以不计

在有关哲学发展的一个单独存在的阶段了。

然而，一般的道理并不能替代具体的分析，

还需要有学习和研究，有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了解。

我们可以说，先有了语言事实和现象，而后有了

语言理论即语言学 （文字学、语法学、语义学、

语用学等）；再后便有了语言哲学。可是，若要具

体地说清楚相关内容及其发展的形成的过程，就

不是不需要专门花工夫的。

若自发地达到某种哲学，则凡人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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