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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思想特质演绎的三个向度*

陈吉祥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将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紧密结合的思想特质，具体演绎分为实践活

动、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三个向度。首先，人类社会起初徘徊停留在宗教文化的领域，总是试图

在自然宗教神学中寻找人的存在证明。在“绝地天通”政策影响下，中国文化开始凸显人的主体地

位，强调人的实践活动作用。通过塑造无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天道价值理想，把人的目光聚焦在形

而下现实领域以实现这个目标，让人类社会从仰慕巫术灵验过渡到重视直接经验的时代。其次，

当人的注意力聚焦在人的自身，形成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依靠人的实践活动

创造出大量的直接经验，并对直接经验给予充分信任。现实经验是掺杂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经

验，利用实践活动对现实经验加以检验将其深化成带有实践性质的行动经验，行为经验把形而下

的经验、知识提升到思想观念层面展开，产生类似“实践理性”的态度，演化出兼具现实性与思想

性的历史经验。最后，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构建起历史精神世界。在历史精神世界中，历史经验借

助人的想象意识能力，将历史经验与承载着历史经验的人、事、物等主体对象，一并转化成精神性

存在形式。这种精神性意识便让中国文化蜕变成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最终揭示出中国

文化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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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曾指出，“中国思想，虽有时带

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

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

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1](P5)在徐复观先生看

来，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形而上思想的意味，但却

不能只是满足停留在观念世界的维度，“终究还

是须落到形而下现实世界中，经受来自人的实践

活动的直接检验，才能成为指导人的现实生活的

学问”[2](P22)，真正发挥出形而上思想的作用。因

此，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只追求在思维层面的合

乎逻辑形式的哲学思想，而是强调形而上思想与

形而下现实之间的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文化在

思维层面表现出来的重要特质。深究中国文化这

种思想特质的演绎历程，首先，人类社会起初徘

徊停留在宗教文化的领域，试图在自然宗教神学

中寻找人的存在证明。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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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获得了主体性地位。通过对神秘的巫术灵验

发出质疑和追问，人们就从盲目的宗教文化推崇

中脱离出来。致使原本“具有人格神化特征的天

道，转化成无任何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天道理想，

借助天命的命定功能”[3](P23)，形而上的天道主动

选择下沉到现实世界，显现在人们追寻、践行终

极天道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之中。于是，形而上

的天道使命与责任被注入到现实世界每一个人

的内心，人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对形而下现实领

域的兴趣上来，开始正视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在

践行天道价值理想的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着各

种直接经验，让人类社会过渡到重视实践活动

与直接经验的时代。其次，在直接经验里面注入

人的主观意识成分，产生人在现实层面能够给

予最大信任的寄托——现实经验。利用人的实践

活动，再度检验现实经验的真实性、合理性与有

效性，创造带有实践性质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

则把现实经验带入到思想观念层面展开，演变出

一种类似“实践理性”的态度。“实践理性”赋予

了现实经验深刻的思想性意识。在现实生活的

洗礼与沉淀作用下，现实经验经过行动经验的

中间阶段，转而演化成兼具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历

史经验。在此过程，人就表现出一种试图从形而

下现实领域内，追溯、发掘形而上理性思想的倾

向。最后，历史经验是构建历史精神世界的基本

条件。在历史精神世界中，发挥人的想象意识对

历史经验进行加工，让历史经验摆脱现实世界空

间的束缚，进阶成精神意识维度的存在形态。在

此基础上，借助前人的想象帮助人们逐步看清历

史精神世界的真实容貌，发挥现在的想象则让

历史精神世界里面的人、事、物皆化身为精神性

存在形式。正是想象意识让历史经验走上彻底

的形而上思想性发展道路，并促使中国文化蜕变

成一种坚持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理解

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的本质，需要透过历

史精神世界内含的丰富故事情节，拨开缭绕在历

史精神文化之间的重重迷雾，挖掘隐身其间的古

典智慧哲理，便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至

此，经由实践活动、历史经验和精神文化三个阶

段，中国文化演绎出从形而上的天道价值理想下

沉到形而下现实世界，并依托现实世界的人再度

由形而下领域回溯至形而上范畴的思想特质，实

现将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紧密结合的根本

任务。

一、实践活动：中国文化树立的
主体价值导向

徐复观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指

出“人类文化，都是从宗教开始，中国也不例

外。”[3](P2)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原始宗教文化对

中国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原始

宗教自然神形成崇拜，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寻到

信仰寄托；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却也不断阻碍人

的自觉意识产生以及继续演化。正因如此，在原

始阶段的末期，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宗教改革

事件，重新划分了宗教信仰与人类社会的管理范

围。通过将人格神化的天道塑造成为形而上的

天道价值理想，让形而上的天道以一种价值使命

与理想责任的形式，下沉到形而下现实世界中与

每个人产生密切关联，使践行天道价值理想成为

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准则。如许，中国文化

开始高度弘扬人的自觉性意识和主体性地位，让

人的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领域，强调现实的人的

实践活动的作用，树立起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

的主体价值导向，帮助人不断积累直接经验，从

中提炼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思想，让人类社会从仰

慕巫术灵验文化过渡到重视实践活动与直接经

验的时代。由此，显现中国文化从形而上层面逐

渐下落至形而下领域的思想主张。

首先，在“绝地天通”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中

国文化强调人的现实主体地位。原始社会时期，

人们受到自然与社会的有限条件的限制，崇尚神

秘的巫术灵验，试图在宗教信仰中寻找证明人自

身有效价值的精神寄托。一切巫术灵验都是源自

人的直接感知与日常经验，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

和普遍的检验方法，无法直接证明神秘巫术灵

验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神秘巫术灵验如果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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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任意掌握和使用，倘若是误打误撞预测到

未知事情的发生与结果，就会引起人的盲目推崇

与信奉。但如果预测与事实结果无法符合，则会

立刻被人遗弃与忘却，转而追逐崇奉其它巫术

灵验。无论巫术灵验预测的结果准确与否，都会

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巫术信仰泛滥成灾的局面，

显然这不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稳进发展，威胁

到人类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当时执掌政权

的颛顼帝，任命黎和重两位肱股之臣执掌巫术

大权，主持宗教改革事宜。《尚书·吕行》曰：“乃

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4](P393)这便是著

名的“绝地天通”事件。“绝地天通”彻底杜绝了

民间存在的种种巫术，规定“只有官方才拥有宣

传和制造话语的权力，各种巫术仪式皆由官方进

行设置和举办”[5]，将巫术活动与神秘灵验的解

释权悉数收归到官方手中。“绝地天通”促使天

人相分、人神不扰，使得天人二者各司其职而互

不干涉。《国语·楚语》曰：“于是乎有天地神民

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

通。”[6](P223)天和地各自包揽诸多事宜，理应是由

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神秘巫术灵验的管理

权限应归属于天，交由专门的人进行负责；人类

现实社会的事宜应归属于地，交由其他人专门进

行负责。重新划分天和人类社会的治理范围，赋

予人管理和治理现实社会的权力，彻底阻断人类

和上天之间直接接触的渠道，便表达出一种要

把天、地两者完全区分的倾向。“绝地天通”对

原本不容置疑的巫术和神秘灵验发出质问，也

是对宗教信仰权威产生的质疑。旨在弱化巫术

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让人从繁琐庞

杂约束众多的宗教信仰条规中解放出来。只需要

专注现实世界社会层面的事务。人的注意力就被

转移至现实生活领域中，开始正视到人自身的存

在，逐渐形成重视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传统。

其次，中国文化将原始宗教的人格神形态，

塑造成无任何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天道价值理

想，将人的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树立起

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直到周武

克商的完成，彻底终结人类社会信仰巫术灵验文

化的天神时代。在此阶段，原始宗教的权威加速

没落，天的人格神形态被完全剥离，演化成一种

形而上天道法则的存在形式，逐渐下落到人类

现实社会之中。如许，当形而上天道呈现在现实

的人的面前，随即被塑造成人的价值理想的终

极境界，成为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须遵循的价值准

则。所以，徐复观先生才认为，“宗教与人生价值

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亦即是宗教与人文

的结合，信仰的神与人的主体性的结合；这是最

高级宗教的必然形态，也是宗教自身今后必然的

进路。这正是周初宗教的特色、特性。”[3](P14)正

是宗教与人的存在价值和理想追求的结合，让人

不再向外在神秘的巫术灵验寻求证明自身存在

价值的解答，而是主动将人的目光主动放在现实

层面，正视人自身具备的自觉性、能动性和主体

性，认识并意会到形而上天道自上而下赋予人的

价值与使命，以实践活动努力践行形而上天道价

值理想。这样，人的存在价值本原就有着清晰来

源，价值选择也有了明确方向，于是，人就能通

过下学人事的实践方式，不断实现上达天道理

想境界的美好愿景，让人类社会最终形成以人的

实践活动为根本准则的主体导向。

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树立以

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价值导向，积极引导人

类社会重视直接经验的作用。《史记·太史公自

序》言：“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

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

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7](P3151)太史公站在历史

记录者的立场，指出在实现“绝地天通”的过程

中，重和黎两位官员分管天文、地理事务的实践

活动，对于整个宗教改革的最终成功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自此以后，在人类社会领域内人

就能够自由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情况，不必

再向任何自然神寻求神秘灵验的外在证明。既然

“绝地天通”革除了人们对宗教人格神的推崇，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确保寻找到值得信任的信仰

寄托呢？答案就在人的自身，尤其是在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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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创造的直接经验之上。随着人的目光转移

到现实层面，顺理会对当下世界的器物、事件产

生浓厚兴趣，主动向外探索万事万物的价值本

原。在探索形而下现实世界中人、事、物内涵的

过程中，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获取了大量的直

接经验。对人而言，这些直接经验解释源自人的

各类现实活动，因而是最为明确、可靠的存在。

同时，直接经验作为人的现实活动的产物，是一

种“针对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经验”[8]，其间凝结了

人对于现实社会现象的思考与看法，因而具备一

定的思想理性特征。深究直接经验内含的理性

思想，就帮助人提炼归纳各种丰富的经验知识与

思想。在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开始普遍重视那

些由实践活动带来的直接经验，并希望借助直接

经验来描述与概括的关于人类社会世界的具体

看法，不断积累属于人自身的深刻的经验知识，

让人类社会从仰慕神秘巫术灵验文化过渡到注

重实践活动和直接经验的时代。

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呈现的
“实践理性”态度

中国文化极为重视源自人的实践活动的直

接经验，指引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积累直

接经验，由此形成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现实经

验。人们利用自身的实践活动，检验现实经验的

有效性与合理性，就将直接经验深化为带有实

践性质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把产自形而下生活

范畴的现实经验与知识，通通放置到思想观念

层面展开，从而形成一种类似“实践理性”的态

度。正是“实践理性”让现实经验与知识资源，

获得了深邃的思想理性意识，于是，现实经验与

知识经历来自现实生活的洗礼与沉淀，得以演化

成历史经验的存在形态。历史经验兼有现实性

与思想性两种属性，是进一步构建历史精神世界

的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中国文化促使

人从形而下现实出发，寻求形而上层面理性意

识的思想倾向。

首先，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的领域，

就会在现实层面寻找到值得信赖的依托——现

实经验，并给予现实经验最大限度的信任与推

崇。现实经验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是由

实践活动诞生而来的直接经验的深度演化。直

接经验的形成，只需要有人的实践行为参与即

可。但是现实经验的成因却有所不同，是人们通

过将自身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和生活领域，其间

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和理性思想，因而现实经验

是能提供部分指导生活功能的存在。因为现实

经验孕育形成于生活之中，是人们在现有时间里

努力“作为”的产物，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存在价值的现实性佐证。”[9](P25)所以，生活之中

必然就融入了时间的概念，并利用时间不断向

前流动的特性，推动生活进程本身的发展和前

行。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制造产生一种互证彼

此存在价值的做事关系，在人与人的做事关系中

源源不断演化出各种现实经验。”[9](P27)李泽厚先

生认为，生活就是“‘与他人共在’即共同活在这

个世界中，就是日常生活。”[10](P260)生活就是一个

人能与另外的人一起，大家共同存在于现实世界

里面，彼此做到互不冲突，处在一个较好活着的

状态。所以，生活的本质便是“活着”的状态。人

既然是活着的人，那么必定会衍生出人为什么会

活着？人应该如何活下去？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等问题。活着的人迫切需要寻到人的存

在形式和存在价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人在

所处的现实生活里创造各种现实经验。对普通

个人来说，只有人现实经验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存

在，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掩盖过现实经验发

出的真实光芒，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完全替代

现实经验赢得人的高度信赖。人们一边努力创造

现实经验，一边建立起坚持信仰现实经验的真

理时代。

其次，人们利用实践活动检验现实经验的

真实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而将现实经验深化

为富有实践性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把一切产

生自形而下的器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经验知

识，通通放置到思想观念层面进行展开，形成类

似“实践理性”的态度。经验之所以被称作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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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细分缘由有二。一方面，经验确是来源自现

实生活中，是人们根据亲身生活经历提炼而来，

具有鲜明的现实属性。脱离了人与生活维度的经

验，便不可再称为是经验；另一方面，经验还具

有实践性特征。经验通常都是能够被反复的重

现和验证的存在。因而，人既可以做到重复实践

自己经验的生成历程，也能够将其他人的经验甚

至是前人的经验重新印证，并从这些他人的经

验里汲取自己所需的经验知识资源，运用到人自

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所谓的行动经验。李泽厚

指出，“使用制造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

特征，但哲学界往往对此‘熟视无睹’……人类

生活和生存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的、

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工具和

制造工具。奇怪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哲学家

们所熟视无睹，不加重视。”[11](P9)人类与其他生

物的明显区别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人们使用

和制造工具的行为就会产生行动经验，彰显一种

强烈的“实践”特征。一言以蔽之，即行动经验

不仅含有着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层面，还显现出

行动经验内在的实践性，“实践”便是决定人类

一切活动正当性的根本原则。以往大多数哲学

家，要么是刻意轻视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

用，要么是干脆就直接对实践采取熟视无睹的

态度，这些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因为“人类

并非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自己把自己建立起

来的，人类不是靠基因变化而是在长期使用制造

工具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12](P168)所以，人们在

长期的日常生活过程中，需要不断以实践性行为

活动，创造各种样式的现实经验，并采取实践方

式验证现实经验的合理有效性与真实性。需要

将人为实践提炼而来的关于器物、事件的知识

经验资源，提升至思想观念层面加以展开，演变

形成“实践理性”的态度。“实践理性”坚持将实

践行为当作是检验现实经验的真实有效程度的

根本方法。在“实践理性”态度的作用下，让现

实经验不再只是专注现实实践活动的层面，而是

在现实经验中发掘出行动经验在理性意识方面

的内容。于是，人无论是做任何事情，面对何种

源自生活的现实经验，首要准则便是坚持“实践

理性”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性行动经验

为人带来了“实践理性”，而借助“实践理性”态

度去对待现实经验，又能够将源自现实生活的经

验知识资源提升到更高的维度——思想观念层

面。现实经验不再是现实生活实践行为的单纯

反映，而是变成能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经验性

意识。行动经验造就而成的“实践理性”态度，

让人既在经验中实践与前行，也在经验中提升与

成长。坚持“实践理性”的态度，便能回答任何

关于现实经验的真实性与价值性的问题。

最后，人们不会一直停留在行动经验的阶

段，而是会将“实践理性”的态度贯彻到底，持

续加深现实经验的思想深度，让现实经验变成

兼具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历史经验。那些经过生

活洗礼的现实经验，就得以提升拔高至历史经验

的维度。如果说行动经验改变了现实经验只专注

于实践活动的倾向，那么“实践理性”则是把现

实经验放置到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度演绎，让

现实经验拥有能够容纳思想观念内容的性质。

概而言之，只要把现实经验提拔至行动经验的

层次，将那些形而下器物、事件的经验知识放在

思想观念的层面展开，以“实践理性”态度推动

现实经验演变成为思想理性意识，就在思想意

识层面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实践活动。于是，

现实经验就衍化成兼具现实与思想的存在。一

方面，现实经验能够为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实践

活动，提供着现实性实践意义层面的证明。另一

方面，现实经验则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行动

经验，加以抽象化提炼为具有思想理性特征的意

识，再反过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与实践活动。这

样一来，现实经验就与现实生活产生密切联系。

有目共睹，生活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不可重现

性。生活在时间向度的规定下，只能做出不断向

前推进的选择，但这也为生活带来能够反复回顾

的历史特性。正是生活的历史性，让人们除了能

在当前时刻创造丰富多样的现实经验，同时也能

不断回溯那些在过去时间里面形成的现实经验。

但由于现实经验全部都形成在现实生活之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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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现实经验历经过生活的洗礼、沉淀之后，就被

镀上一层厚重的历史性外膜，并为历史经验的孕

生做好铺垫。李泽厚认为，所谓的历史就是“绝

对性、积累性，即人类总体的实践经验、意识及

其思维方式的积累和生成。”[13](P38)历史是人类

一切实践活动产生的现实经验、思想及意识的总

和，也是一种绝对的、逐渐积累的存在本体。历

史作为存在本体，其中必定包含有着历史经验的

成分，必然包含着现实经验与行动经验产生的实

践理性。因而，历史便是一种兼有现实与思想属

性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具备双重属性的历史经

验，就成为中国文化能够从形而下现实世界中，

寻找到一条回溯至形而上思想世界的晋升路径

的关键中介。

总的来说，历史经验建立在现实经验和行

动经验的基础之上，具备现实经验和行动经验

的绝对性。但无论是现实经验还是行动经验，

都是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直接经验演化

而来，无法离开人的主观性思想意识和“实践理

性”态度的作用。历史经验同样无法离开现实生

活的滋养，由此衍生出一种积累性。由于历史经

验具有真实性、绝对性和积累性，才能将人类所

有的现实经验、行动经验和思维思想等因素集中

囊括到自身范围，让人们不管是遇到何种事情、

需要做出何种选择，都能从历史经验之中寻得

解答。现实经验在经由行动经验的中间阶段，在

受到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演变成历史经验，成为建

构历史精神世界的基础条件。同时让中国文化由

形而下现实领域成功跨越至形而上思想世界，

拥有实质可能。

三、精神文化：中国文化本来
面目的披露

中国文化通过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材料，而筑

建起一个独特的历史精神世界。在历史精神世界

之中，历史经验借助人的记忆能力，达到恒久留

存在世间的目的。然后在历史精神世界内发挥人

的想象意识的功能，将历史经验升华成精神性

意识，同时也将承载着历史经验的人、事、物等

主体对象，一并转化成精神性存在形式，就为现

实世界的人树立各种精神榜样，并为人们提供接

连不断的精神力量源泉。这样，在历史精神世界

范围内，历史经验借助想象意识的加工与改造能

力，有效摆脱了现实广延空间的束缚，进阶衍生

为永恒的精神性意识存在，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以

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发展道路，披露出中

国文化的本来面目特征。由此，中国文化便真正

从形而下现实领域中回归至形而上思想世界，演

化成彻底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存在形式。

以历史经验为理论基石，就搭建起属于历史

精神世界的空间架构。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处

在形而下层面的现实世界，历史精神世界则是建

立在形而上层面的思想世界。由于人类社会存在

广延属性的限定，致使历史精神世界唯有置入

人类社会以内，才能确保历史精神世界的合理性

与有效性。历史精神世界表面上被划分到形而上

学领域，但是由于历史精神世界生成本源却是形

而下现实经验与知识，再加上历史精神世界包含

着不计其数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成为凝集现实与

思想、兼具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存在。在历史精神

世界的范围，人又该如何去认识历史经验呢？谜

底就在人拥有的记忆能力身上。所谓记忆，就是

人伫立此刻回想观望过去时间的意识化产物。

即使是时间已逝，往事俱已不在，人却可以在记

忆中回顾观望过去时间，洞察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事情经历，明晰在过去时间中产生的现实经验的

深刻内涵。因此，历史经验依靠人的记忆能力，

在人们不断回想追忆的过程中延续着自身的存

在形态，并且为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地

经验借鉴，在历史时空中呈现一种独特的“实践

理性”态度，影响现实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理

性意识。

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逻辑中，心性理

念的设定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导向，造就了人的主

体主观性思辨能力，让人能够依靠心性意识自

觉主动体知感悟事物的本原意义。孟子最早完

整论述“心”的概念，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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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思则不得也”[14](P146)的著名观点。一方面，

孟子强调心作为生理器官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另

一方面，又指出了“心”具有思考和反思的特性。

孟子的“心”在认识到生理层面意义的基础上，

更为注重心灵活动的方面，假定心不进行任何思

考行为，就会导致我们无法获取任何思辨层面的

理论知识；唯有心不断进行思虑活动，才能使认

识去蔽澄明。发挥人心的思考能力，便能够进一

步衍生形成人的想象意识能力。很多时候，“由

于人身体及活动范围的限制,亲身所能观察的事

物其实非常有限。故事的创作、讲述与聆听或阅

读，借助想象力，把语言文字转化成意识中的图

景，就大大扩展了精神世界里的内容。”[15]从某

种程度上讲，人的想象之中充斥着意识当中的作

为现实事物模仿物的影像的显现。所以，“想象

意识是一种意向活动，意识的意向性是指意识

总是关于某个异于自身之物的意识，因此在想象

的过程中意识总是超出自身指向一个对象，即想

象物。”[16]这样，人利用自身的心性意识活动，借

助想象意识通过对外在客观物（无论事物是否

真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进行意向性思考、加工

与创作，从而形成关于人本身的思维意识改造能

力。因而，随着想象意识的加入，让历史精神世

界具备了改造能力，并将历史经验衍化成精神性

意识的存在形态，在人类社会中长久留存下去。

中国文化向来注重人的心性意识对现实世界产生

的作用，并将想象意识作为人的心性的一种重要

能力，让人具备改造与加工记忆、历史经验与思

想等素材的能力。发挥想象意识对记忆与历史经

验等思想素材进行加工和改造，一方面将历史经

验上升到精神性存在的维度，另一方面也让历史

经验中的人、事、物等主体，皆化身成为精神性的

存在形态，彰显历久弥新的精神张力，以供现实

世界的人所铭记缅怀和世代流传。在历史精神世

界之中，发挥想象意识的能力便能让不复存在的

历史经验，以生动形象的光景再次浮现在人们面

前；增补填充因历史本身内容记录的缺失，而出

现的某个具体历史时空里的空白内容；对记忆、

历史经验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深度加工，创作出数

量繁多的现实作品与思想作品。这样，历史经验

在经受想象意识的改造、加工后，不再是原本产

自现实、浑身散发思想理性意味的历史经验，而

是被拔高至精神意识的层次。由于历史经验蜕变

成抽象的精神性意识，就导致创造历史经验的

人、事、物，同样转变成精神性存在形态。如此，

历史经验彻底摆脱现实框架的束缚，随时随地

能够为人的想象意识所加工、映现。于是，虽然

以往历史时空已成云烟而逝者如斯夫，却依然是

能够长存于历史精神世界中间，为现实存在的世

人所想象与膜拜。上至三皇五帝先贤伟绩，下到

尧舜禹圣哲功业，对人来说尽管已是年深日久、

不复存在，却依然可以透过历史精神世界的视

阈，清晰见证那些历史经验发生的详细过程。

历史性精神意识常伴在人的左右，成为影

响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譬如历史上广

为流传的夫子“逝者如斯夫”的临川之叹，亚圣

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治世之志，

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顿悟之

思，李太白“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之感……等等，诸如此类故事传闻，显然都是掺

杂了历史创作者的想象意识。一方面，前人在其

自身所处时空，通过融合一定想象意识创作出

来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后世之人在理解这些

历史经验的时候，同样也需要运用想象意识加

以领会。于是，无论是前人、现实之人还是后来

者，当其看到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文字表述，听见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言语感叹，意会一幅幅摄人心

魄的励志画面，其间无不是透露着催人奋进的

精神张力，散发出激励现实生活中的人奋发卓越

的精神力量。在今人看来，“那些中华历史上的

杰出人物早已作古，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言谈

举止与思想精神”[17](P12)，都已经同其本人一起化

身成精神性存在形态，源源不断、永无止境影响

着后世人类社会。可以认为，前人的想象为其本

人积攒的现实经验注入精神活力，为我们作为后

来者看清历史精神世界的容貌提供可能；现在的

想象则一边绘制当前阶段产生的现实经验的外

貌形象，一边又让历史精神世界中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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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为精神性存在，成为现实生活里人们在思想

意识上的精神榜样，并供当下之人瞻仰与缅怀。

如许，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经典故事、传世作品

等历史对象，于现今而言虽物是人非甚至荡然无

存，却始终为人铭记口口相传。正是想象意识让

历史经验超越了个体生命存在形态的限制，转化

变成精神性存在形态而延续至今。这也为处在现

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中的人、事、物

的有效途径。

因此，历史经验借助想象意识衍化成永恒

的精神性存在形态，推动中国文化走上形而上精

神文化的蜕变道路。一方面，想象意识让历史经

验演变成为精神性意识。另一方面，想象意识使

承载历史经验的人、事、物等主体也衍化成为精

神的存在形式。这样，无论是历史经验本身，还

是与历史经验有着密切关联人、事、物等历史主

体，全都具备精神属性。再加上历史经验及其中

包括的人、事、物等要素，皆是历史精神世界的

核心组成部分，共同推动历史精神世界走向精神

文化发展道路。于是，想象意识就对历史精神世

界造成了重要影响。“所谓的想象意识，它的作

用并不只是陷于帮助人们抒发各种情感与情怀，

获取被用来去满足人的众多不切实际的缥缈幻

想，而是充当着思想或者知识的得力助手……需

要不断被反思，以此开掘出思想的财富。”[18]想

象意识不仅具有改造历史经验的能力，还充当

起思想和知识的助手，通过将各种思想与知识加

以抽象和反思，由此衍生形成精神文化。因而，

精神文化就是指想象意识利用历史经验等素材

制造出来的思想性产物，代表了人们对历史精神

世界认识程度的持续深化。随着精神文化的降

生，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

化发展道路，历史性从此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显

著特征。理解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的本

质，需要透过历史精神世界的内部视阈，梳理其

间蕴藏的大量故事情节和生活经历，深挖其中隐

含的哲理智慧，才能精准领悟形而上精神文化的

要理。一般来讲，任何抽象思想与理论刚开始进

入人们的视野时，总会刻意披上一层朦胧面纱，

给人留下一种隐约含糊的思想印象，让人不能轻

易看清精神文化的内涵本质。根本原因则在于这

些抽象性精神文化，其中既包括了现实生活的内

容，又包含着浓厚的思想理性意识。如若只是沉

浸在表面形象层次，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认识偏

差。面对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不应拘谨

在某一名词属性或具体思想内容，而是应该寻找

到历史精神世界内部的人、事、物等参与对象，

深入参与对象所属的历史时空世界之中，直接面

向那些人、事、物在历史里更迭衍化的事实经验

和理性思想。因而，历史精神世界内含的历史经

验、思想和人、事、物等历史对象，本身存在的一

个重要意义，就是帮助人穿越历史的表象以看清

问题的本质，让人在见证历史兴衰盛亡变迁之

际，形成以史为鉴不偏不倚的有效反思。随后，

拨开缭绕在历史精神文化间的重重迷雾，便披露

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特征。

 四、结语

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时，就具有独特鲜明的思

想特质，强调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之间的紧

密结合，展现出一种由形而上层面主动下沉到形

而下领域，再从形而下现实领域重新回归到形

而上层面的思想演绎历程。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特

质具体演绎的过程，主要分为实践活动、历史经

验和精神文化三个向度表现出来。首先，人的实

践活动在现实维度承接着自形而上向形而下落

实的天道价值理想。在“绝地天通”政策的影响

下，中国文化将形而上天道转化成行为准则和价

值理想的存在形式，成为人在现实世界里必须

遵循的最高准则规范和必须践行的终极价值理

想。这样，人的注意力就聚焦在人的自身，形成

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依靠人

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大量的直接经验，并对直接

经验给予充分信任。其次，历史经验是兼具现实

性和思想性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从形而下现实

经验中间发掘带有形而上意味理性思想，继而

进阶至形而上思想维度所必需的关键中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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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经验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就演变为让人值得

信赖的现实经验，现实经验经由行动经验的中间

阶段产生一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实践理性”。

正是“实践理性”将现实经验与知识中的深刻理

性思想发掘出来，经过生活的洗礼与沉淀，演化

形成兼具现实性和思想的历史经验，构建历史精

神世界以沟通联结形而下现实与形而上思想两

个维度的世界。最后，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

化，便是中国文化完成由形而下向形而上蜕变显

现出来的本来面目。历史经验借助人的想象意识

能力得以摆脱广延空间属性的束缚，演化成精神

性意识的存在形式，不断激励着现实社会中的

人奋勇前行、进取有为，让中国文化以一种历史

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姿态，重新回归上升至形

而上的层面。至此，中国文化经历现实层面的直

接检验以后，拥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成为

真正能够指导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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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ctiviti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HEN JiXiang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an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that closely combines metaphysical thought 

with metaphysical reality, and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activiti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culture. First of a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Jedi Tiantong”,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people, allowing human society to transition from an era of 
admiration for witchcraft to an era that valued direct experience. Secondly, real experience is the direct 
experience mixed with people’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are used to test the 
real experience to form an action experience with a practical nature, and the metaphysic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re elevated to the level of ideology and concepts, so as to evolve a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at is 
both realistic and ideological. Finally, with the help of people’s imagina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derived 
into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historical spiritual world, so that Chinese cultur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metaphysical spiritual culture based on history.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practical activiti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spiritual culture; imaginative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