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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理论对唯理论知识神圣性的解构 

张 军 太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从哲学史来看，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是对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种知识论的综合。在这一综合过程中他 

始终贯彻经验论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原则，从而使得唯理论的天赋知识的神圣性得以解构。这不仅有利于科学知识论的建构， 

而且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文章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解构。 

[关键词] 唯理论； 经验论； 先天综合判断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4～0027—02 

一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理论的出场语境 

近代认识论不仅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 

也是人类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哲 

学家们为了重构科学的知识体系而对人类的认识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探索。因而，“科学的知识体系如何可能”也就不仅 

成了认识论语境中的一个科学话语，而且围绕这一话语而展 

开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也就成了这一阶段哲学的主要 内 

容和线索。 

其实，唯理论和经验论作为批判经院哲学的资产阶级的 

哲学思潮，它们不仅反对宗教信仰、神学教条，崇尚人类的理 

性，而且强调方法论问题，甚至都以为人类探求科学的方法 

论为己任。因而，都是属于理性主义的。 

但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 

批判经院哲学的同时互相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唯理论崇尚理性，强调演绎法，不仅主张把天赋观念作 

为知识的起点以寻求纯粹的、神圣的必然真理，而且主张把 

其观念的内在自明性作为真理的标准。与此相反，经验论崇 

尚感性，强调经验归纳法，主张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从而 

重视或然性真理，并要求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 

准。其实 ，这种分歧和斗争从哲学内部瓦解着理性主义，从 

而也严重地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和真理性。 

不但如此，而且这两条路线各自固有的缺陷也促使其走 

向了解构。唯理论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开始，中经斯宾诺莎 

到莱布尼茨，不仅与经验事实的关系13渐疏远，而且重蹈着 

中世纪经院哲学神秘主义的覆辙 ；而经验论从培根开始 ，中 

经霍布斯、洛克到贝克莱和休漠，其片面性也日益明显；从相 

信世界可知到怀疑世界的可知 ，从相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到 

怀疑经验知识的可靠性逐渐走向怀疑论和主观主义。 

因而，唯理论和经验论虽然都以“科学的知识体系如何 

可能”为其理论旨趣，但是，它们始终没有重构新的知识体系 

以完成为人类提供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使命。面对这种困境 ， 

康德指出：“各种判断，无论其来源以及其逻辑形式如何，都 

按其内容而有所不同。按其内容，它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 

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或者都是扩展性的，对已有的知 

识有所增加。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后者可以称之为综 

合判断。”_1 他认为唯理论知识虽然具有“解释性”或“必然 

性”，但不具有“扩展性”；而经验论知识则具有“扩展性”，但 

不具有“解释性”或“必然性”。因而，无论如何二者都不符合 

知识所具有的“解释性”或“必然性”和“扩展性”的要求，那 

么，如何才能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呢?这也就成了康德试图 

完成的历史使命。 

二 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构想 

康德认为唯理论和经验论虽然都未能解决人类的知识 

论问题，但是，为了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不仅不能把二者简 

单地抛弃，而且还要对二者进行有效地利用，从而实现更高 

层次的综合。 

一 方面，他认为唯理论者的天赋观念不仅是任意的，而 

且是独断的，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考察天赋观念本身又何以可 

能；而另一方面如果把综合命题归结于偶然命题，那么也就 

摧毁了经验科学的基础，从而也就与休漠的怀疑论殊途同归 

了。因而，为了避免独断论和怀疑论这双重的极端倾向，于 

是 ，他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理论。 

康德认为分析和综合只是逻辑形式上的区分，而不涉及 

其判断的内容和性质，有些具有综合命题逻辑形式的判断， 

在内容上不仅可以是先天的，而且也可以是必然的，这样的 

命题也即“先天综合判断”。于是他认为，知识就具有两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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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其一是思维先天所固有的普遍必然性的认知能力；其二 

是感官所提供的后天的感觉经验。从而，人的认识就是用先 

天的认知能力去整理后天的感觉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必 

然性的知识的活动。他说 ：“经验永远不赋予自己的判断以 

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而只是赋予他们以假定的、相对的 

普遍性⋯⋯当严格的普遍性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判断的时候， 

这种普遍性就指示着该判断的一个特殊的知识来源，即一种 

先天的知识的能力。因此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 ，是一种先 

天知识的可靠标志 ，不可分割的相互从属”。【2 

康德在对理性考察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他的这一理论， 

从而也就使得唯理论天赋知识的神圣性得以解构。 

三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理论对唯理论知识的解构性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导言中，他说：“我们的一切 

知识都以经验开始，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认识能力受到激 

发而行动，如果这不是由于对象激动我们的感官，一方面由 

自己造成表象，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知性行动运作起来，对这 

些表象加以比较，把他们联结起来或分离开来，并这样把感 

性印象的原始材料加工成叫做经验的对象的知识，那又是什 

么呢?因此在时间上，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一切 

知识都从经验开始。”【3 
“

一 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鲜明的经验论的原则，在 

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中，他始终贯彻着这一原则。 

首先，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认为时空是人类所具有的 

感性直观形式，它们不仅是为人类思维所固有而与经验无关 

的，而且是经验具有必然性的前提，他认为数学知识的普遍 

必然性来源于此。 

但是，康德又认为只具有这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并不能产 

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数学知识。因为直观是在对象被给予 

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对象的被给予是对象刺激感官而产生或 

呈现的，没有被给予的感觉经验是不会有任何知识的，亦即 

“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所 

以，这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只是对象化的主体性条件，它存在 

的意义不在于独立于感觉经验的纯粹性而在于与感觉经验 

的契合一致性，从而才能成为经验的先验条件来表达综合判 

断。 

其次，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又考察了知性这种认知能 

力。他认为知性形式和感性形式一样是先天纯形式，它不仅 

也是人的思维所 固有而与经验无关的，而且也是知识具有普 

遍必然性的条件，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来源于 

此。那么，是不是说具有了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就能产生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呢?康德认为感性提供对象，知 

性则以概念思考对象 ，二者结合才能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自然科学知识。他说：“无感性就不会有对象被给予我们，无 

知性就不会有对象被思维。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 

盲。’’⋯ 

因而，知性不仅也是有对象的，而且是 由感性提供对象 

的，而这个对象又是感官受刺激而产生或呈现的，亦即经验 

使认识能力受到激发而行动或对象激动我们的感官，一方面 

由自己造成表象，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知性行动起来，对这些 

表象进行 比较，并把感性印象的原始材料整理成叫做经验对 

象的知识。因此，在时间上，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 

再次，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 

自感官，由此达到知性，并终止于理性”。b 

康德认为理性作为人心所固有的先天认识能力与感性 

和知性不同，它要求超越“现象界”去把握“本体界”，从而形 

成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这样知识存在吗?传统形而上学 

的三个最高理念上帝、灵魂、世界是理性可知的吗? 

康德认为理性把先验理念作为自身对象运用知性范畴 

对其做出判断这是一种幻觉，从而导致理性不可避免的、经 

验不可纠正的错误，于是先验理念就会变成先验幻相，而这 

对人类的知识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他认为，知 

性范畴是只能被用于“现象界”，而不能被用于“本体界”，因 

为“本体界”不可知。如果理性执意假借知性的双翼超越“现 

象界”而达“本体界”就会导致严重的谬误和矛盾。为此他不 

无讥讽地说：“柏拉图因为感官世界给知性设置了如此狭窄 

的界限而离开了感官世界，冒险在感官世界的彼岸鼓起理念 

的双翼飞人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竭尽全力却毫 

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仿佛是作为基础，使他支撑 

起 自己，并在上面用力 ，以便发动知性。”【6J 

总之，他认为“本体界”是不可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是 

假学问，它误以先验幻相为知识的对象是荒谬的，作为科学 

的知识是不能成立的。这样他不仅在经验世界封闭了形而 

上学的道路，而且也就彻底摧毁了唯理论天赋知识的神圣性 

与合法性基础。 

四 结语 

总之，从哲学史来看，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是对唯 

理论和经验论这两种知识论的综合，在这一综合过程中，他 

充分发挥了知识来源于经验的经验论的原则 ，无情地批判和 

解构了唯理论天赋知识相对于经验世界的神圣性，从而促进 

了科学知识论体系的建构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以往 

的研究中我们却只注重了他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方面，只片 

面地强调了其理论对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忽视了其理论 

对经验论的肯定和吸取，从而使其理论的唯物主义的光华被 

无形地遮蔽了。因而，笔者认为，康德作为一位划时代的伟 

大的哲学家，他不仅仅是对哲学某一哲学流派的简单地继承 

和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哲学传统的批判和反思，是 

对一个哲学时代的总结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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