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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用了三条路径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前两条都是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进行的

证明，第三条是从上帝观念的完满性必然包含存在性进行的证明。不过，第三条路径的本体论证明理由

并不充分，从上帝观念的完满性可以推出存在性，但同时也能推出不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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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cartes used three roads in his Principia Philosophiae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The first two 
are based on “ego cogito ergo sum”, and the third is a proof that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ncept of 
God inevitably includes existence. However, the ont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third road is not suf-
ficient. Existence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ncept of God, but non-existence 
can also be in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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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是近代唯理论学说的创始人，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哲

学原理》是笛卡尔晚期的重要著作，笛卡尔在此书的序言中就曾表示“当我认为这些之前的作品已经让

我的读者的心灵为接受《哲学原理》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也就发表了这些内容”[1] (p. 155)。由此可见，

《哲学原理》可以说是笛卡尔之前作品的延伸与总结，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笛卡

尔的哲学体系中，上帝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人类

知识原理”中，就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上帝及其证明的内容，由此可见，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

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通过三条路径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且，笛卡尔关于上

帝存在的证明自发布以来就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探讨[2]。 

2. 笛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一条路径 

(一) “我思故我在”的确立 
第一条与第二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是从笛卡尔建立哲学体系的起点“普遍怀疑”开始的，笛卡尔

通过确立“我”的存在，从而推导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的第一条写道“真理的寻求者

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来一次怀疑一切”[1] (p. 163)。根据笛卡尔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被许多先入之

见弄得偏离了关于真理的知识”，为了修正我们探求真理的道路，我们需要来一次怀疑一切，不放过“哪

怕是最微小的不确定性之嫌疑”。通过怀疑的手段，寻找确定性，最后才能达到真理。不过笛卡尔也提

醒这种怀疑不能用于指导生活，只能被限制在思维世界，“这种怀疑应该被严格限制于沉思真理”。通

过“怀疑一切”，笛卡尔找到了唯一确定的东西，那就是当“我”怀疑自身时，“我”本身不能被怀疑

是否存在，因为当“我”怀疑“我在怀疑”时，仍旧是“我在怀疑”，所以我们不可能怀疑“我在怀疑”

这一事实，“假设那个正在思考的东西在思考的时候并不实存，这完全是矛盾的”[1] (p. 165)。因此，“我”

在怀疑，所以“我”存在。笛卡尔由此推出“我思考，于是我存在”。 
但是“我怀疑”并不等于“我思考”，如果二者相同，那么笛卡尔完全可以使用同一种表述，完全

可以使用“我怀疑，于是我存在”，然而他没有，他使用的是“我思考”这种表述，所以二者是不同的。

那么笛卡尔是如何从“我怀疑”过渡到“我思考”的呢？笛卡尔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回答。

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笛卡尔或许是这样认为的，“我”怀疑自身时，怀疑的主体“我”和被怀疑的

对象是同一个，都是“我”，所以“我怀疑”自身时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自我的反思，所以这里的“我思

考”不仅包括一切意识活动，还是以意识活动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即反思，因此，“我怀疑”就过渡到

了“我思考”，“思”即反思。由此，笛卡尔就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确立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基础，一个“阿

基米德点”，唯一具有确定性的，“是呈现给任何一个以有序方式研究哲学之人的最原初和最确定者”

[1] (p. 165)，即“我思故我在”，从而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并且这一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二) 从自我存在推导出上帝存在 
笛卡尔通过对自我存在的确立，推导出上帝的存在。在证明上帝的存在之前，笛卡尔首先说明了自

我，也就是心灵，是存在缺陷的。心灵不知道它是否“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最清楚的事情上它也会犯错”

[1] (p. 168)，所以心灵才需要怀疑来寻找确证的东西。所以，心灵也就是自我是不完满的，否则，心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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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通过怀疑一切来寻找确证的东西了，而是本身就知道哪些是确证的知识。由此，笛卡尔确定了“我”

是不完满的。 
其次，笛卡尔认为在心灵所考虑的各种观念中，有一个观念从其他观念中凸显出来，“那就是关于

一个极其智慧、极其强大、极其完美的存在者的观念”[1] (p. 169)，但是，对于是否真的所有人都有这个

观念的问题，笛卡尔又借用了他的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作为基础，认为天赋观念是一直潜藏在人的心灵

中的，人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将其激发出来，而肉体与某些先入之见的干扰会阻碍人们发现天赋观

念，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能了解天赋观念的，但人人确实都有天赋观念，只是有些人的天赋观念尚未被激

发。所以，根据上述说法，笛卡尔认为这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的观念是人人都有的，但并不是人人

都能激发出来了解它的。之后，笛卡尔说明了一条重要的原则，“不仅从无中无物产生，更完美者不可

能被更不完美者产生”[1] (p. 171)。所以，这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的观念不可能是从不完满的心灵即“我”

产生的。而因为“我们的任何观念的客观完满性越大，它的原因也必然越大”[1] (p. 170)，这个完美存在

者的观念如此完满，其原因也必然是完满的，而外部世界与其不相似，所以完美存在者观念也不是来自

外部世界。但心灵确实感知到了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是真实的。总而言之，既然这个完美存在者观念

既不来自心灵，也不来自外部世界，而且这个观念不是假的，是心灵真实感知到的，那么其就只能来自上

帝，是上帝将其置入在我们里面的，因此上帝存在。于是，笛卡尔找出了第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 

3. 笛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二条路径 

根据笛卡尔的《哲学原理》，这里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证明上帝存在。由上文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我”是不完满的，但不完满的“我”却存在，因为“我思故我在”，而无中不能生有，完满才有的存

在不能由不完满产生，“更完美者不可能被更不完美者产生”[1] (p. 171)。而从“我思故我在”中我们确

立了自我的存在，但是自我存在的确立也伴随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使“我”存在？首先，“我”

不是“我”存在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是自己创造的自己，我们“会将自己就有其观念的那个东西的所

有完满性都给予自己”[1] (p. 172)，那么人人都会是完满的，人人都将成为上帝，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

不是这样的，“我”是不完满的，所以“我”不会是“我”存在的原因。其次，其他原因也不是“我”

存在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存在“不可能源自自身中没有这些完满性的其他存在者”，而有这种完满性的

只有那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也即上帝。所以，“我”的存在不是因为自身创造的，也不是因为其他原

因创造的，而是因为那个完满的存在者上帝创造的。这里，笛卡尔不是通过第一条路径中的从“我思”

反推“我”存在，而是从正面的，从“我”的原因角度证明“我”存在。 
笛卡尔还用了另一种间接的方式证明了“我”的存在是由于上帝。笛卡尔认为，我们现在存在，并

不意味着我们在随之而来的时刻也存在，因为笛卡尔认为时间是具有不连续性的，所以“我”不是“我”

存在的原因，“我”的不完满性也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一定是最初创造了我们的原因在不断地创

造我们，或者说维持着我们的存在，而根据“我们的任何观念的客观完满性越大，它的原因也必然越大”

[1] (p. 170)。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创造我们、维持我们的存在者一定更能维持自身。不断追问下

去，这个存在者最终也不需要被其他存在者维持，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者最终是一个完满的存在者，也

就是上帝。因此，笛卡尔认为那个不断创造我们、维持我们的存在者就是上帝，从而得出了上帝存在。

由此，笛卡尔通过确定“我”的不完满性，推出了上帝存在。 

4. 笛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三条路径 

(一) 从上帝的完满性中推出上帝存在 
前两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都是通过“我”存在为依据推导的，而第三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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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上帝的完满性质推导的。笛卡尔认为，“从我们关于上帝的概念中包含着必然实存这一事实，必然

推出上帝实存”[1] (p. 168)。笛卡尔认为这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如此完满，没有比其更完满的了，这一完

满的存在者的观念中必然包含着永恒的实存这个知觉。笛卡尔举了个例子，就像“由于知觉到三角形的

观念中必然包含三内角等于两直角；这样，纯粹根据一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的观念中包含着必然、永恒

的实存这个知觉，心灵必定得出结论说极其完美的存在者确实存在”[1] (p. 169)。简而言之，笛卡尔认为

由于完美存在者的完满性，完美存在者的不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其完满性中必然包含着实存。 
笛卡尔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在认识其他事物时是习惯于将本质与实存区分开的，但是作为完美存在

者的上帝并不是这样，上帝的观念不是我们任意构想出来的观念，上帝是实存与本质合一的。这里笛卡

尔所说的本质，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不是我们能看到触摸的，但却是真正真实的。上帝的观念超

越了其他一般的观念，其观念里面就包含了实存。在另一本笛卡尔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3]中，他

这样解释道，“上帝的实存不能与其本质相分离，就如同我们不能将三角形的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与三

角形的本质相分离一样，或者我们不能将山的观念与谷的观念相分离一样。因此，这一点是真实的：设

想一个缺少实存(即缺少一个完满性)的上帝(即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者)，这里面的矛盾不亚于设想一座没

有谷的山”[1] (pp. 120-121)。所以在笛卡尔看来，上帝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存在者，具有无上的完满性，

在这个完满性中是一定会包含着存在性的，没有存在性的完满性就不是真正的完满性，所以具有完满性

的上帝必然是实存的，所以上帝的本质与实存是合一的，上帝的本质与实存都是完满的。 
(二) 对上帝完满性中必然包含存在性的疑问与设想 
虽然笛卡尔说明了上帝的完满性必然包含了存在性，可是他的理由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他所认为的

上帝的无上完满性中必然包含着实存，实存与本质合一，但这只是他的设定，为什么完美存在者的观念

必然是包含着实存的，难道就不能是完美存在者观念中包含着不实存才是最完美的吗？如果完美存在者

观念中包含着不实存，这样，对于上帝就有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上帝确实存在那就是对上帝有限制了，

因为只要存在就是有定式的，会成为确定的不变的，而只有不存在才能是彻底无限的，才是完全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的。作为上帝，只有彻底无限，才是完全自由的完满的上帝。 
(三) 上帝完满性中包含不存在性的合理性 
笛卡尔所说的上帝本质与实存合一，其实也印证了完美存在者的完满性中包含着不存在性。因为笛

卡尔让我们不要用一般看待事物的观念的方法去看待上帝的观念，那样做会让我们怀疑上帝观念是不是

被构想出来的，会让我们觉得上帝是实存不属于其本质的观念。但是，如果上帝的观念如此完满，那么

不应该从任何角度看待都是只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吗？所以，当我们用看待一般事物本质与实存分离的方

法看待上帝的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观念是完满的，这个完满的观念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上帝

的本质是存在的，但是上帝本质所对应的实存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上帝的化身，所以上帝本质对应的就

是没有东西，也就是空。同时，上帝的本质与空的实存合一，仍旧等于上帝的本质，所以，完美存在者

的完满性中包含不存在性并不违背上帝的本质与实存合一的说法。总的来说，关于上帝，我们只能在思

维中确定祂的存在，但祂并不能说是实存的。 
笔者认为，笛卡尔证明上帝存在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笛卡尔所处的时代，宗教的势力还非常

强大，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神在宗教中的地位非常高，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又有伽利略的前

车之鉴 1，轻易取消上帝的存在会使人们无法接受，也有可能触犯宗教势力而使笛卡尔自身陷入危机。笛

卡尔论证上帝存在时首先通过“我思”的确立论证上帝存在，将上帝置于“我思”之下，又是通过哲学

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而不是通过神学的方法，体现了笛卡尔将上帝置于理性之下[4]，所以，笛卡尔的

 

 

1伽利略因为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到教会迫害。1933 年，年近七十的伽利略受到教会的残酷审讯，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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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总体而言是一个理性的上帝，与中世纪无所不能依靠信仰肯定的上帝有了根本的区别。所以，笛卡

尔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了上帝存在，设想了上帝本质与实存的合一，即宣扬了理性，又不至于触犯宗教势

力和颠覆人们心中的上帝观念。 

5. 结语 

总结来看，笛卡尔通过三条路径证明上帝存在。前两条都与“我思”有关，通过普遍怀疑找到无可

怀疑的立足点“我思故我在”，从而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再通过自我中存在的完美存在者的观念既不来

自自身，也不来自外部世界，推出只能来自完美存在者本身，也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其次，通过

思考是谁使“我”存在，推导出不完满的“我”无法创造和维持自身，而通过追问那个不断创造和维持

“我”存在的存在者最终必然是上帝，只有能不依赖他物维持自我存在的上帝才是那个最终不断创造和

维持“我”存在的原因，所以上帝存在。第三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是从上帝观念完满的性质为依据的，

笛卡尔认为上帝观念的完满性必然包含存在性，就像无法想象山没有谷一样，也无法想象没有存在性的

上帝观念的完满性，所以上帝的本质和实存是合一的，从上帝观念的完满性就能推出上帝的实存，所以

上帝存在。但是笔者认为第三条通过上帝观念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方法并不可靠，同样的方

法也可以推导出上帝的不存在。 
通过笛卡尔对上帝存在证明的三条路径我们也可以看出，笛卡尔所认为的上帝形象已经和中世纪时

期宗教中的上帝形象有了很大的差别。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已经不是一个专制君主，可以朝令夕改，

而是一个讲道理的东西；它并不是胡乱地创造，而是创造一个有规律的世界，创造以后不但不任意篡改，

而且永远协助这个世界严格遵循它的规律运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永远是那么多物质，永远是那么

多运动，这运动从物质的这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流转不已，总量却不增不减”[5] (p. 33)。 
但是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上帝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笛卡尔一开始或许是为了避免与宗教势力冲

突以及冒犯人们的宗教信仰，但最后，上帝也成为了笛卡尔哲学体系里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笛

卡尔认识论的必然要求。笛卡尔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在对一切进行怀疑

的审判原则下，笛卡尔从自我出发，找到了上帝这个最清楚、最明白也是被基督教确定为最不可怀疑的

东西作为认识真理性的根据和基础，因而上帝成了认识论的最高范畴[5] (p. 34)。笛卡尔通过上帝沟通了

他哲学体系的物质与心灵，确保了物质与心灵的一致性，简而言之，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分离了心灵与

外部世界，而二者最终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得到统一。笛卡尔不论由于何种动机而保留上帝，到最后他

都无法再“抛弃”上帝了。而笛卡尔确立的理性的上帝，以及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分离，也对之后的哲学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着近代形而上学的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德国古典哲学，并成为整个近代启蒙

哲学的思想基础[5]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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