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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梅洛–庞蒂在早期两部著作中围绕意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分别从外部“行为”与内部“知觉”入手进

行考察，最终都证明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并非认识关系，而是更为基础、先在的结构性的生存关系，

现象世界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是“意义世界”。他在展开“结构”、“秩序”与“知觉”等众概念时仍

不忘强调的“本原意义”是否超越了传统主客二元论的意义框架？《行为的结构》中梅氏从独特的结构

视角揭示了其既非纯粹外在性，又非绝对意识或精神的意义根基，通过对他“本原意义”及其相关整体

性完型与先验实在结构概念的深入探析，将有助人类明晰自我生命既有的意义秩序并由此敞开其他生命

秩序的可能，同时对厘清人与自然本原关系的认识有一定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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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leau Pont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nature in his early two 
well-known works, studying by external “behavior” and internal “perception” respectively, ultimatel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world is not a cogni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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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rst place, but a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existence; the phenomenal world is not a pure 
existence but a “senseful world”. Did the “original sense” he stressed when he developed the terms 
of “structure”, “order”, and “perception” transcend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subject-object 
dualism? In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Merleau Ponty reveal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sense is 
neither pure externality, nor absolute consciousness or spiritual through his unique dimension of 
“structure”.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l sense”, along with its corresponding 
“gestalt whole” and “priori-reality structure”, will help human beings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mean-
ing order of self-life and thus open the door to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life orders. It will also pro-
vide some illuminat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bo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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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中，许多哲学家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都从生活世界、基础存

在论、语言分析等不同的角度构建各自的意义理论，但梅洛–庞蒂与以上研究路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

《行为的结构》一书中以其独特的“结构”概念来理解“意义”，一以贯之地，与他主张对理智主义与

经验主义的批判风格相似，梅氏的“意义”不是普遍必然对象知识含义下的对象意义，他拒绝对世界、

语词以及语词意义的对象性构造理论，由于结构的普遍存在，自然物、生命机体以及人类心灵都不再是

实体意义的实在，而成为不同层级的意义整体，是在其行为中自我展示出来的具体意义，是前对象性的

“本原意义”。这一“本原意义”既不是纯粹外在性，也非绝对意识或精神，而是就在人与世界、他人

的对话共在关系中、在具有超越性与内在性张力的“结构”中交织、绽开。 

2. 循环因果的整体性完型 

2.1. 对世界实在的物理还原论理解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的导论中就开门见山地表示以理解“意识”同“自然”的相互关系为

其研究主题，并在著作结尾出他明确指出其结论：“‘结构’是自然主义和实在论的哲学真理[1]。”“结

构”是该书的第一个核心概念，行为何以通达“结构”？梅氏“结构”概念的引入正是源于对同时代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批评。行为主义基础反射理论认为反射是一种“纵向”现象，它是指某一确定的物理

或化学动因通过确定的神经通路对于特定器官或感受器的作用并引发了某一确定反应。因而充分刺激、

特异性受体以及确定的反射弧是该理论为特定反应所建立的三要素，并且反射理论试图从个体行为的科

学说明中彻底排除意象、效用、价值以及规范等所谓的非事物内在规定性的概念，以便构成关于行为的

科学而客观的表述。梅洛–庞蒂作了个生动的比喻事例： 

“假定我饿了，沉浸在工作中的我把手伸向一个碰巧放在我旁边的水果，并把它送到嘴里，水果并不是作为被

赋予了某种价值的对象而起作用，促动我的运动反应的乃是颜色和光线的整体，是物理和化学的刺激[1]。” 

梅洛–庞蒂指出这样的科学客观性方法正是基于对世界实在的物理还原论理解，反射理论把个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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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原为前后相继、固定不变的机械因果联通，刺激–反应的关联也被切分为时空中相互外在的杂多进

程。针对这一基本假设，他恰恰要揭示的是个体行为与环境之间关联的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整体

性特征而非单向性的、彼此外在的机械因果链条。 

“刺激的命运取决于它与机体状态的整体、与同时刺激或先前刺激的关系，而在机体与它的环境之间的各种关

系并不属于直线因果性，而是属于循环因果性[1]。” 

梅洛–庞蒂批评了反射理论中的刺激概念，即每个刺激部分都需要恒常对应着特定反应部分，各自

刺激–反应基础链条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所有反射，这一刺激就依赖各种彼此独立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物。

梅氏引述了各种生理学实验指出刺激作用并非基础刺激的简单叠加，而必须依赖刺激的整体或刺激的完

型，并且这一完型是由机体向外部作用敞开的本己方式建立的。刺激的整体性完型并非独立自在的物理

实在，而必须依赖生物机体自身运动的构建，生物机体的“环境”并不由自在的物理和化学刺激构成，

而是按照机体的生物属性从世界中区分出来，它们仅仅构成了反应行为的契机，而不是直接的和充分的

前因。他引用了韦赛克在《反射规律》中的一句话直指要害，“对象的属性和主体的意图不仅仅混杂在

一起，而且还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联不再是机械地直线因果关系，而是把它们的

交互作用视为一个全新整体或者他所谓的循环因果关系。 

2.2. 以完型为基础的神经功能整体 

梅洛–庞蒂接着质疑了基础反射理论强调的受体中的刺激位置与外部物理化学充分刺激之间、受体

与效应器间的假设通路即反射弧的一一对应关系。生理学家已经通过实验观察到相同的运动反应可以由

机体的不同位置触发，相同的刺激也会触发不同的反应结果，同一个神经元素能够以性质完全不同的方

式发挥功能，两两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受体域的这种不稳定性既依赖刺激的整体结构，也依赖机

体对刺激的转化。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转化刺激涉及的并非孤立发生作用的单一反射弧，而是神经系

统整体。不同于行为主义反射理论所假设的神经分层理论(包含基础层的反射弧及对基础层进行调控的中

枢神经层)无法真正揭示病人行为反应姿势以及结构上的性质改变，梅氏阐述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并非组

合或拆分已有的反射弧，而是重组反射依赖的神经功能整体以便满足机体生命的适应性要求。他借助格

式塔心理学家科夫卡的完型概念类比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生命体所面对的外部

世界的刺激首先是一种整体性的而并非原子式的刺激，反应是肌体各部分互相影响相互配合的一种群集

反应，也不是原子式的部分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外部的整体刺激和生命体的整体反应之间不是一种单向

的因果式关系，不是先有刺激后有反应，而是刺激和反应互为因果，双向互动”[2]，共同形成一个具有

“图形–背景”关系的完型整体，其中每个构成环节都受到其他环节整体的规定，它们各自的功能价值

都依赖与其他环节共同形成的平衡状态。 
梅洛–庞蒂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就在于建立生物机体神经系统的整体“图像”，其中每一组成

部分的局部状态都活动表达，机体也得以建立运动神经冲动的组织和分配方式。简而言之，转化刺激所

依赖的机体整体完型，即上文所谓的整体“图像”，实际上是按照机体生命需求不断自我重组和自我创

生的整体系统。通过生命机体的自我组织，不仅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而且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构成的

完型整体具有普遍意义。正是依赖这样的完型整体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以及向未来可能性的开放特征，机

体才可以通过不同样式的反射活动对相同的刺激立即做出适应性反应。但这种开放性并非毫无限制，而

将受到生命机体行为生物意义的约束，这也将在他对个体行为结构的层级系统划分中进一步展现。我们

可以看到梅氏所强调的完型整体概念蕴含了相应的生物价值，正是由于生命意义的存在，我们才能理解

机体反应对刺激的适应关系以及构成反应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整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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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验实在的行为之结构 

3.1. “结构”：完型的存在根据 

在对基础反射行为层次进行考察后，梅洛–庞蒂紧接着研究了个体的高级行为，主要是对同时代产

生广泛影响的巴浦洛夫学派的条件反射理论的批评：“一方面，巴浦洛夫错误地把条件反射刺激简单等

同为孤立的物理化学刺激或它们的简单叠加，忽略了条件反应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整体论特征。另一方面，

为了弥合理论模型同实验观察之间的不一致，条件反射理论引入了‘刺激’、‘抑制’、‘去抑制’这

组概念，从而确保理论总能应景地揭示实验中动物行为反应出现的改变、分解甚至颠倒[3]。”他认为巴

浦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同经典反射理论一样坚持着物理还原论的哲学假设，并错误地把我们对行为经验

的心理学特征移植代行为背后神经生理学机制中，只是“想象的生物学”。在关注到生理学与心理学之

间的关系后，梅洛–庞蒂发现完全采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型概念(图形–背景)不足以支撑在心理和生理双

重层面对行为整体丰富性描述的要求，梅氏指出格式塔心理学仍然把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行为结构视为

物理意义的实在，然而机体行为发展中那些针对情景结构做出的反应既不能被看做是派生的，也不能把

某种客观性特权赋予那些依赖于基本兴奋的反应，机体有某种并非实体性的而是结构的独特实在性。于

是之后逐渐用“结构”混同表达或取代了“完型”，以强调行为模式丰富性不可还原的特征。 

“由于它们在情景和反应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意义关系，它们也就解释了适应性反应的固定以及习得能力的普遍

性。在刺激-反应图式中，它们不是让刺激的质料属性起作用，而是让情景的形式属性，让作为其构架的空间、时间、

梳理和功能关系起作用。” 

“刺激从来不是作为个体的物理实在，而总是作为结构才成为促反射的[1]。” 

梅洛–庞蒂所反复提及的“结构”其实指的就是奠基个体行为意义的先天框架，是机体对具有生物

意义的行为之朝向，对自然处境之朝向，它内在于行为本身，具有“内在的可理解性”。梅氏最终把机

体行为所蕴含的这种先天规范界定为行为的结构，由于物种以及同物种中个体之间的自然差异，行为的

结构显然会有所不同。他认为我们不应再将行为粗暴地分类为简单的和复杂的行为，如此行为的结构便

会淹没在内容中，而是应当使结构从内容中涌现出来。而关于“完型”与“结构”这两个具有微妙关系

的概念，班伯内曾正确地评论指出“完型表示结构的认识根据，而后者则是完型的存在根据”[4]，梅氏

把完型理解为意义整体并与结构概念互换使用，将完型奠基在结构上，把知觉整体化奠基在功能意义上，

一方面是对格式塔心理学中尚存的物理主义假设之批评，从而揭示出行为结构实在性的不可还原特征，

是对完型概念的彻底哲学化；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梅洛–庞蒂研究方向调整的需要，即从对刺激和刺激完

型以及它们的神经生理机制的关注转变为对行为本身的关注。 

3.2. 行为的结构层级划分 

基于个体行为中普遍存在的先天规范性特征，梅氏明确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行为结构区分原则：依据

结构相较其实现内容的独立性程度，我们可以区分出混沌形式、可变动形式、象征形式。梅氏强调这三

个范畴并不对应于三类动物，只是结构的独立程度的差别，因为不存在某种其行为从未超过混沌形式或

从未降低至象征形式之下的动物种类，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最熟悉的行为模式对机体们进行归类：混

沌形式的行为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本能性行为，它的活动最接近于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因为生命体与

周围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结构是最简单意义上的、趋向于“图形–背景”关系的结构。它所做出的反应并

不是由当前情景的的某些本质特性引起，而是由行为的生物法则决定的，尚不具备任何独立性，被束缚

于其自然条件的范围之内，与自己所依靠的生命情景环境共存亡；而可变动形式的行为已经具有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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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它能够辨别环境本身呈现的“结构”并依据其结构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动物可变动行为

开始逐步脱离刺激具体内容的约束，所适应的刺激不再受本能框架规定而成为“信号”，这使得把在一

种情景中掌握的关系应用到另一种类似的情景中的学习也得以可能。但可变动形式行为所回应的信号有

其限度所在，“在动物的行为中，外界对象并不是在身体本身是一个事物的意义上是一个事物，也就是

说，它不是一个能够进入多种多样的关系而又不在其中丧失自身的具体统一体……动物所缺少的正是象

征行为[1]。”一只猴子可以学会利用箱子站在上面以便拿到树上的香蕉，但它不能同时把箱子当作可以

坐在上面的物体。只有到了符号形式的行为即象征行为，拥有“视角的多样性”，即对同一主题进行不

断变化的表达的可能性，这才引进了人类所独有的一种认知的行为和一种自由的行为。 

“当一个物理系统相对于环境中的某些给定的力量活动平衡时，当动物机体根据其需要和本能的先天性为自己安

排一个稳定的环境时，人的劳动就开启了某种第三种辩证法……把‘生命状况-本能反应’这一对子还原为‘刺激-反

应’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无疑也应认识到‘被知觉情景-劳动’这一对子的独创性[1]。” 

人类独有的符号形式行为较之前两种形式，显然摆脱了行为具体内容的限制，即以“被知觉情景

——劳动”这对本原性关系摆脱了当下的刺激–反应关系以及物质需求所赋予的功能性价值而成为自身

行为的主题。符号形式结构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同一主题多重表达或多元视角的可能性，它所展示的行

为意义不再根植于机体的生物意义，而是“首先让自身通过跨越空隙与遮蔽的努力，感知理解朝向他的

世界，唤起承接的却有所不同的意义”[5]，最终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文化和象征的世界。 

“被提供给知觉经验的行为的结构，既不是事物，也不是意识，而这就使得他对于理智来说是不透明的……行

为不能被还原为它的那些所谓的部分[1]。” 

至此，我们通过对《行为的结构》中“完型”和“结构”两个概念的展开论述，发现了梅洛–庞蒂

所要解决的意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经逐渐显出答案，意识和自然并不是两个可以独立规定的实体，而

是要首先结成某种完型整体，只有在某种整体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这种意义整体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

“结构”，它是观念同实存之间不可区分的结合，在结构之中，意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属于线性因

果性序列，它们并非如同原因与结果那样置于首尾相接之中，而是一个辩证的、循环过程的两个环节。

通过共同参与到某一结构之中，生命机体特有的行为活动模式在这一结构中得以表达，情景和反应内在

地被连接起来。线性因果的、物理实体意义的行为主义理论被梅氏的循环整体、结构实在的行为结构分

层理论所超越。 

4. 普遍知觉的意义结构 

4.1. 意义的三种秩序 

梅洛–庞蒂通过对行为结构的层级划分，获得了一个重建自然秩序的标准或基础，他进一步提出了

三层秩序“物理秩序”、“生命秩序”以及“人类秩序”，这三重秩序遵循着不同的规范，具有不同的

特征：“物理秩序”指的是物体在针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下(由当下实在的外力作用构成)获得的平衡，其支

配性特征是数量关系，即通过简单性、统一性和经济性这样单纯量的标准来界定这种平衡状态或“偏好

状态”；“生命秩序”指机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挣脱外部环境的压力，在本属界限之外发挥作用，并构建

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它的支配性特征是“有序”，必须考虑其自身所面临的任务，所实现的平衡不再

是物理平衡，而是生命平衡；最后，人类以其独特的多样视角、符号形式结构的象征行为从生命秩序中

独立出来，构成了一个“富有含义”的人类秩序。只有人类才明白其行为的“含义”，“它为它自己表

达刺激，它通向真理、向事物本身的价值开放，它趋向于能指与所指的东西之间的相符。在这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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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是具有一种含义，它本身就是含义”[1]，因此人类秩序的属性是“含义”。对梅洛–庞蒂而言，

所谓的物理物质、机体生命以及人类心灵的区分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只是代表着不同的结构化整合程

度，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出行为的本性，“基于结构化的作用，人的生命及其行为总是或多或少地要比

动物更具有整合性，因为人类个体行为同动物行为具有根本性质的差别[2]。”在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结构的存在和意义涌现需要一个旁观者、一个知觉意识的存在。正是在知觉场中，世界和事物对知觉

主体(观者)呈现出结构和意义”[6]，一方面借助符号型行为的最大整合功能我们能够凸显人类行为和动

物行为之间根本性质的差别，自然和生命都已然被整合在知觉意识性结构中而成为“自然的意识”和“生

命的意识”，无论那些对世界实在的物理还原论理解看起来多么客观，它们依然根植于现象世界，只有

在被知觉的世界中才有效，这也是梅氏为什么会说，现象身体之外的客观世界无意义。但另一方面，没

有纯粹的人类行为，任何一种形式的行为都以其“结构”是一种观念与一种存在的结合。 
世界自有现象身体加入的一开始就已经结构化了，各种行为只是以某个新的维度对世界的再结构化，

梅洛–庞蒂追随戈尔德施泰因将生命机体的具体整体理解为意义整体，认为生命机体的意义就构成了生

命实在性。生命机体行为本身与其实际依赖的存在于现象世界中的各种变量之间呈现出一种“意义关联”，

一种“本质的关系”，“有一种世界的本来意义，它是在我们的具体存在与世界联系中产生的，并形成

决定性的意义给与(Sinngebung)的基础[7]。”通过对世界的拓扑变换，它们所增加的并非是新的存在类型，

而是新的结构化世界的方式，即增添新的意义，探索和增加自我生命既有的意义秩序，并由此敞开其他

生命秩序的可能，梅洛–庞蒂甚至指出世界的三种秩序“物理秩序”、“生命秩序”、“人类秩序”其

实就是“意义的三种秩序”。 

4.2. 最基本的意义单位 

在梅氏这里的“意义”是法语词“Sens”，不仅有“感知、感官”之义，也有“意义”的意思，二

者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没有知觉、感知我们就不可能发现意义，通达意义。当我们说人是有知觉的动物

时，同时也在指明人是有意义的动物。意义是来自于感知的，那我们究竟如何感知到意义呢？我们能够

感知到什么样的意义呢？梅洛–庞蒂认为，任何被知觉事物都只有在一定的背景结构中才能显示出自己

作为自身所具有的图形，知觉的基本结构应该是一种“图形和背景”的形式，正是这种图形–背景结构

构成了最基本的意义单位，这一意义结构不是实体性的，它不包含在事物之中，却被事物所分享，并由

事物来表达，它是整体中的部分得以被组织起来的方式。因而意义的呈现与揭示有待于行为对世界的参

与，它并非既成的、静止的、全然镶嵌封闭于内在性之中，机体参与世界的行为方式不同，世界所呈现

出来的意义也就有所差异。混沌行为中的机体把自身粘连进了作为背景的环境中，意义问题也就模糊不

清了；在可变动形式的行为中，动物可以掌握基本的关系结构，即感知到“图形–背景”结构，并将此

意义结构运用到类似的情景中，因而动物也能感知到基本的“意义”，在论述生命秩序时，梅洛–庞蒂

更是明确地说，“生命活动可以说具有一种原生的意义(Sens autoch-tone)”[1]，即使这一“本原意义”受

制于生命平衡偏好。直至人类秩序有了超越生命秩序的可能性，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意义层次，但它仍

是奠基于结构性生存关系的意义秩序。 
“意义”来自于“知觉”，但并不内在于“知觉”，它还与感知的“方向”或事物的结构相关，有

其客观维度。“Sens”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方向”。这表明“意义”的生成还与“方向”紧密相联。面

对同样一张脸，从正面看时若赏心悦目，但倒着看就可能失去了那种美感，因为一张倒着的脸无法匹配

到正面脸与所看者之间形成的特定的符号性结构，同样，一个有序的句子被打乱我们就不知其所云了。

因而“意义”是沿着特定的“方向”而产生出来的，不可能是完全主观内在的，它有其客观的维度。梅

洛–庞蒂《行为的结构》之中“意义”概念的特性在此被揭示——意义是基于事物的特定结构、又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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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方向”“感知”到的一种“形式”。它来自于知觉，但它并不内在于知觉，意义是既非纯粹外

在性，又非绝对意识或精神，而是界于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之间的一种特定显现，图形–背景的知

觉结构是其最基本的意义单位。最终，梅洛–庞蒂的“本原意义”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主体赋予事物的，

而且是“主体在其中的世界决定了其能放入物体之中的东西”[8]，具有一种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统

一性。 

5. 结语 

行为在世界中开辟出方向，从而使世界的意义显现出来，在围绕着“结构”、“秩序”和“知觉”

这几个概念展开的过程中，梅洛–庞蒂将加诸于自然的一切法则与形式逐渐剥离，无论是被物理主义裹

挟的机械自然，还是在绝对精神引导下的理性化自然，抑或是泛神论想象下的有机自然，最终意义空间

和世界视域背后最深层的结构性生存根基暴露在我们面前。“由于拒绝了科学实在论和新康德理智论的

二者择一，《行为的结构》把自然世界描绘为关于‘格式塔’的自我组织系统[9]。”自然作为现象场，

即作为酝酿意义产生的场域，我们的行为和知觉在这一场域里得以实现，让我们参与其中并呈现出意义，

完成这一场“自我给予、寻求自我理解的生命”[10]。自然总是期待并创造着新的生命与意义，它拒绝任

何人为的目的论设定，同时又邀请人们在自己的土壤中为自己孕育新的可能性，让我们随时进入，窥探

其中无限的现象及意义。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梅洛-庞蒂. 行为的结构[M]. 杨大春, 张尧均, 译.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7. 

[2] 燕连福 . 我们知觉到了什么——梅洛 -庞蒂《行为的结构》一书探要 [J]. 浙江社会科学 , 2011(1): 
76-82+134+157-158. 

[3] 刘哲. 生成主体性——梅洛-庞蒂与唯心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4] Bimbenet, E. (2004) Nature et humanité: Le probleme anthropologique dans l’oevre de Merleau-Ponty.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Vrin, coll, Paris, 54. 

[5] 范颖琳. 晚期梅洛-庞蒂的间距美学[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1. 

[6] 唐清涛. 意义的生成与表达——论梅洛-庞蒂早期意义与表达问题[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43-47. 

[7]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8] 祝利民. 梅洛-庞蒂关于身体主体与世界关系探究[J]. 潍坊学院学报, 2021, 21(4): 76-79. 
[9] Toadvine, T. (2009) 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Natur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https://doi.org/10.2307/j.ctv43vs1w 

[10] 梅洛-庞蒂. 黑格尔的存在主义[M]//意义与无意义. 张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8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253
https://doi.org/10.2307/j.ctv43vs1w

	“结构”之中的“意义”
	——对梅洛–庞蒂“本原意义”根基的探析
	摘  要
	关键词
	“Sense” in “Structure”
	—An Analysis of the Foundation of Merleau Ponty’s “Original Sens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循环因果的整体性完型
	2.1. 对世界实在的物理还原论理解
	2.2. 以完型为基础的神经功能整体

	3. 先验实在的行为之结构
	3.1. “结构”：完型的存在根据
	3.2. 行为的结构层级划分

	4. 普遍知觉的意义结构
	4.1. 意义的三种秩序
	4.2. 最基本的意义单位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