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2月26日（星期日）                                                                                                                                                                                                    22

之于著作，至于后来
者能否“意会”，即
读懂、领悟，则当顺
其自然，随缘自在。
只 要 把 “ 道 ” 之 “
意”凝聚在文字和著
作 当 中 ， 其 他 与 “
道”相关联的评价褒
贬，其实已不重要。
这 种 思 考 哲 学 的 意
识，是对道的意会，
在意哲学中称为“道
意”，即经个人体会
后 ， 以 言 语 诠 释 出
的“意”与“道”合
一的状态。意会的过
程直指经典本身，指
向 个 体 与 超 越 时 空
的经典之间的相应相
感，所感之物借由哲
学语言表达出来，从
而 成 为 大 道 在 当 下
时空的意义体现。传
统 的 说 法 大 多 以 “
道”为本[37]，但就
像老子说的“吾不知
其 名 ， 字 之 曰 道 ”
（《老子》第二十五
章）——“意本论”
的“意”与“道”一
样，只是一种方便说
法，相比以上，更为
关 键 是 理 解 “ 意 ”
和“道”一样需要悟
性来领悟、体知、体
会[38]与意会。

中国哲学体用不
二、体用一如的本体
性、核心性状态，意
味着它不可能用西方
基 于 上 帝 外 在 超 越
论或者本体性二元论
来把握。必须说明的
是，中国哲学不是简
单 的 一 元 论 ， 且 不

像 西 方 哲 学 中 二 元
论与一元论那般非此
即彼，中国哲学在一
种内在性一元论中有
很强的内在张力。那
么 ， 要 如 何 面 对 存
在、存有的本然的状
态 呢 ？ 其 类 似 “ 身
体—心灵”的关系问
题，在中国哲学中更
多的体现为“身心一
如”“以心控身”，
如意哲学强调以意念
来掌控并反省心灵和
身体的变化，接续《
黄帝内经》《周易参
同契》讲的“内观”
，此“观”类似《心
经》“观自在菩萨”
的“观”，“内观”
不同于简单、外向的
观看世界的方式，而
是 向 内 “ 观 看 ” 和
观 察 身 体 的 各 种 变
化，“观看”身体的
经络、气血、呼吸，
感 通 气 息 在 身 体 内
的运行，进而打通气
脉不通之处，内观通
达之后，身体就似乎
从一个小宇宙变成一
个大宇宙，身体之状
态与日月、时空的关
联性就越来越密切，
这 是 一 种 感 知 性 内
观，是一种“大观”
，大道之观。这种状
态中意识存在且可以
运用，心灵意识达到
有所调控的、主客交
融式的、身心交关一
体的状态，所以又是
以“意”观之。

意哲学强调的核
心概念是“意”，“

意”不再是现象学那
种纯粹外向性、对象
化的意向，“意向”
和“意义”两个维度
可以说同时生成着：
意念总要跟外缘打交
道，跟外在的境遇发
生关联，只有在生成
的、境遇性的意识化
状态中，意识才能够
有其存在的能量、情
境；也正是在这种状
态中，意义才随之产
生 。 因 此 比 较 王 阳
明“心之所发为意”
，即“意”之前有“
心”和刘宗周认为“
意为心之所存，非心
之所发”，意哲学更
倾 向 于 强 调 刘 宗 周
之“意”的意义。

意本论认为，在
本体上，“意”比“
道”重要；在认识论
上，“意”比“心”
重 要 。 “ 意 ” 跟 “
心”之间的关联很微
妙，内观心灵时意识
如果没有达到自我反
省 的 状 态 ， 便 不 能
够 体 会 到 心 灵 生 生
不息的状态。“意”
作为一种能够给出和
赋予动能的存在，随
同“心”与宇宙生生
不息，“意”的力量
与天地生机相应合，
在“意”与生生之宇
宙 同 频 共 振 中 ， “
意”作为一种特殊的
心 物 关 联 体 成 就 自
身。

“意”被了解、
体会前，存在一种前
意 识 的 状 态 或 者 说

意识前的状态（pre-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 ，
而“意”展现或实化
出来后，可称之为意
识或者意念，意识或
意念之存在，离不开
其 内 在 的 生 机 、 能
量，也离不开外在的
境遇，因“意”的存
在状态与心物相通之
境不可分割。当然，
心物相通之境，不可
能跟世界的境遇性相
分割，因此意识实际
上是“有而无之”。
换言之，“意”可以
在广漠的境遇中修炼
出来。如果“意”只
是基于当下的“物”
，意识便只停留在一
种境遇性的、当下现
成的状态；但如果“
意 ” 基 于 世 界 之 全
体，“意”的境遇虽
然 是 偶 发 的 ， 短 暂
的，但可以成为全体
性的、超越的、整全
性的意识状态，这就
是 所 谓 “ 人 意 ” 通
乎“天意”的状态。
对这种“天人合一”
的、超越个人意识状
态之体会，便是《道
德经》所谓“抱一”
、《周易》所谓“与
天地合其德”、《中
庸》之“与天地参”
，它们都是表达一种
理想的、人意与天意
合一的意识境遇，即
超 越 当 下 日 常 生 活
的“人天之意”。

总而言之，《周
易明意：周易哲学新
探》之“人天之意”

和 《 道 德 经 明 意 》
之“自然之意”，就
是“中国哲学意识”
，是在中国哲学经典
当中，本来常存不败
的 ， 最 为 核 心 的 “
道”的意义。因为如
果 缺 少 对 天 道 人 事
贯 通 之 “ 道 ” 的 体
会（道体），古今中
国哲学的表达和论证
就可能难以展开。这
种关于“人天之意”
之“道体”性的“中
国哲学意识”，看似
内在，实际上贯通内
外，并且能够超越当
下而存在。今天研究
中国哲学需要将“中
国哲学意识”理解并
表达出来，使之“可
道 ” ， 形 成 文 字 ，
使“自然之意”如自
然本身之“意”永恒
长存。基于意本论的
意哲学，意义在于探
寻作为中国经典之永
恒真理的“中国哲学
意识”，使其内在蕴
味跨越时空，如同经
典本身，代代相传，
让经典“明意”承载
和延续天地间千年不
败的大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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