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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笛卡尔被视为近现代哲学史的开端，他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找到了自己“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即“我

思故我在”，接着他用“我思故我在”推演出灵魂与精神的存在，进而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会随身

体一起灭亡，完成了他的心物二元论，实现了他建立形而上学的目的。本文首先论述了笛卡尔形而上学

思想的理论渊源，接着论述了笛卡尔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最后论述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对后

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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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cartes is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He found the basis of 
his “metaphysical” theory through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kepticism, that i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and then he used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o deduce the existence of the soul and spirit, and 
then prov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soul will not perish with the body, completing his 
dualism of mind and matter, and achieving his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metaphysics.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Descartes’ metaphysical thought, then discusses the theo-
retical system of Cartesian metaphysical thought,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Descartes’ 
metaphysical theory on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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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形而上学始终存在，它是西方哲学的内在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是西方哲学历

史中重要的部分，是哲学家们支持、反对，但又无法完全避免的内容。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希

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被称为“存在论形而上学”，这种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寻找现象世界如此

存在的合理根据，为解释现象提供依据和理论基础。“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直接从现存的现象出发，没

有对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它忽略了存在者或现象只是在一定经验、视野、

观点、理论中所呈现的“现象”，缺乏绝对的、确实的客观性，因而直接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必然会导

致错误，局限于固有的经验和理论，而难以获得真知。笛卡尔通过将自我的确定为思维的主体，通过直

观–演绎和分析–综合方法，为寻求现象的终极本质形成了确定的知识系统，实现了从存在论形而上学

到认识论形而上学的转向。 

2.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内在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西方哲学的发展常常是通过对前形而上学的批判

和对形而上学新形态的建构而实现的，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世纪基督

教思想时期。 

2.1.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哲学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形而上学》，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

有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如果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关于现象世界的最终原因的解释，那么形而上学最早可

以追溯到泰勒斯时期，因为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来源于水又复归于水。 
此后，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将“存在”提高到“本原”位置的哲学家，他对思想

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巴门尼德之前的希腊的自然哲学，本原说是不断变化的，有时是一，有时

是多。直到巴门尼德淘汰了有形的本原，本原成为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即“存在”。此时，巴门尼德

的“存在”学说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第一哲学的开始，形而上学的开始，本体论的开始，自然哲

学也随着形而上学的兴起而不断从原哲学意蕴中分离，最终变成了另一门学问，即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的两个，一个是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另一是研究终极

因“不动的动者”[1]的神学。这两种理论是《形而上学》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主

要内容。所以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他的第一哲学，包括他的本体论和神学。亚里士多德从存

在论的角度出发，想要找到事物的动因，这个原因可以把一个原因推到更高的原因，从第三个原因推到第

二个原因，推到第一个原因，最后寻找到第一个原因，即第一推动者，即“不动的动者”。在亚里士多德

眼中，它是永恒的，是本体，是现实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在于直接从经验到现象，经过抽象，

再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得到了本质、形式等概念，他把最后归纳出的产物当作是最真实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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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思想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除了对古希腊哲学的继承发展，还与中世纪的哲学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这和

他所接受的教育相关。在笛卡尔所处的时代，教育领域被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通过教父哲学和

经院哲学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的思想既逃不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无法忽视教父哲

学和经院哲学。中世纪的哲学是来源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别

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二者所代表的基督教哲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但都影响着中世纪乃至

近代的哲学和宗教领域。 
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针对怀疑主义观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是

否存在？或许你生怕回答错误。其实，如果你不存在，即绝对不可能有错误”[2]。真正含义就是说，“我

怀疑，故我在”，这是怀疑论者所不能推翻、不能怀疑的真理。通过这个反驳奥古斯丁否定了怀疑论者

所坚持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原则。这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如出一辙。二者都证明怀疑的

主体“我”的存在，只是奥古斯丁没有把这个作为形而上学的起点。此外，笛卡尔和奥古斯丁的真理观

念不同，奥古斯丁认为真理高于人的理性，而笛卡尔认为真理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被理性探寻。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对笛卡尔的影响没有奥古斯丁大，通过对二者的哲学思想的比较

也很难得到联系，唯一相似的是在证明上帝存在这件事上。笛卡尔通过上帝观念的来源证明上帝存在的

方式，是阿奎那“从运动原因证明上帝存在”[3]和“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

[3]综合运用。 

3.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 

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处在哲学的本体论特征向认识论特征的关键转折点。他

提出的“普遍怀疑”解决了传统形而上学以来的经院哲学分崩离析的矛盾状况，“我思故我在”确立了

主体性哲学的第一原则，他也为理性主义奠定原则，这使得笛卡尔成为名符其实的近代哲学之父。 

3.1.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笛卡尔认为在哲学中有无数的冲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演绎的数学方法，因此他把建立演绎体系当

作他的科学理想，这一理想在他的哲学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建立一个演绎体系，那么需要一个

完全确定而真实的前提，这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起点。他认为自己学习的思想和观念有一部分是错

误的，为了消除这些错误，他要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检查，但在他并不清楚那些知识是错误的，那些是正

确的，所以他决定通过对一些基本的东西检查来判断知识，正如笛卡尔所说“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

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4]。 
笛卡尔在认为一切都可疑的基础上对较为基础的认识进行检验审视，希望达到对认识进行清扫的目

的。笛卡尔第一个怀疑的对象是人的感官，因为感官往往被当作最真实、最可靠的，是人最容易相信的

认识来源，笛卡尔为了证明感官可能欺骗我们的认识，用“疯子”和“梦”举例子。疯子会对自己的身

份和身体产生错误的认知，而人在梦里无法分辨自己是在虚拟的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由此推出，通过

感官所得到的认识可能是由人想象出来的，是假的。 
在对感官怀疑的基础上，笛卡尔又进行了更深的探究。他认为如果感官可能会欺骗我们，那构成事

物的颜色、形状、大小、数目等属性，包括广延、时间、空间等事物的属性会不会也是假的呢？为了证

明他的假设，他提到了人自身具有不完满性，因为“我”是不完满的所以我会犯错。这样一来，事物的

各种属性包括广延、时间、空间都变得不可信了。至此，笛卡尔对感官、物体的广延、形状、大小和数

目，所处的地点、时间产生了怀疑。这样，以物体为研究对象的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甚至是算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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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学都成为不可信了。笛卡尔用普遍怀疑的方法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扫清了障碍。 
如果说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扫清了障碍，那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这一命题就是他思想的基石。笛卡尔想像阿基米德那样找到一个能够撬动世界的支点，即形而上学的基

点。于是笛卡尔开始思考在普遍怀疑的情况下有什么东西是无法怀疑的？这时笛卡尔发现他在证明事物

是可疑的时，会用到一个假设，即上帝骗我或者类似于上帝能力的强大的恶魔在骗我。但无论骗我的主

体是什么，都无法摆脱“我”的存在。因为无论是谁在骗，都要有被骗的对象。既然“我被骗”那么“我

存在”。同时，普遍怀疑真的能够怀疑一切吗？其实不然，“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是不可怀疑，一旦

我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也就证明我在怀疑了。这样，对“我在怀疑”的怀疑加上之前对一切事物

的怀疑，构成了一件事，那便是“我思”。这样笛卡尔确定了“我”和“我思”二者是同时存在，“我

思”的存在在方法上靠前，“我”的存在在逻辑上靠前。“我思”的不可否定性证明了“我”存在，而

到现在“我”的内容只是“我思”，二者是统一的。“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点，

笛卡尔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 
在“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笛卡尔重新整理了观念。他将观念分为两种，思维创造的观念和外在

的观念。但他认为这两种观念都不是真实的，唯有上帝给予的观念才是真实的，这一真实性的前提是因

为这一观念本身有相应对象的存在。笛卡尔由此分析论证了上帝观念的真实性。接着笛卡尔以原因现实

性不小于结果现实性为前提，论证了广延观念的真实性。在此笛卡尔假设了上帝的无限圆满性，“我”

心中确定的观念都是上帝将关于自己的观念赋予给人们的。上帝的无限圆满决定了他在道德上的至善性，

因此上帝给予人的观念都是存在相对应对象的，是真实的，上帝不会把没有对象的观念给我们的，否则

上帝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到此笛卡尔论证了上帝观念以及广延观念的真实性。 
此外，笛卡尔把实体分为物质和精神，他认为物质是现象世界的存在，精神是思想的存在，因而他

的思想又被称为实体二元论。实体二元论认为实体分为物质和精神，物质在空间和时间内存在，并遵循

机械的运动规律；而精神在自身内遵从另一种因果规律，这种规律需要靠反省和领悟认识，不能像观察

物质一样观察这种精神运行规律。也就是说笛卡尔认为人的形体是物质的，受机械因果规律作用，同时

人还受着另一个不同因果规律的心灵指导，人的思维与行动可以不具有完全的统一性，但也可以通过自

身的决定和规划坚持某项行动，这个论断影响了整个知识界。 

3.2. 笛卡尔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 

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方法和原理的基础，而笛卡尔所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种认

识论的哲学，这个体系并不是以旧有知识体系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新方法和新知识体系必然会与传统的

形而上学产生矛盾，对传统哲学提出挑战。笛卡尔认为传统哲学的缺陷是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难以成

为确定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也正是传统哲学的不确定性导致它难以成为笛卡尔的新方法论中逻辑推理的

可靠前提，也不能作为一种可靠的知识来源而成为其他科学的原理基础。笛卡尔通过数学和怀疑的方法

消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知识，新方法论标准的确立也使传统哲学的知识基础地位被彻底动摇。寻求真理

的确定性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时代要求，理性主义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地位，

开启了哲学思想的变革。 
虽然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一样，致力于为现象世界寻求解释、获取确定性知

识，为现象世界寻求终极原因和本原，并且将此归结为“我思”。但在笛卡尔在“我思”的基础之上否

定了原有的观念和现存的知识，从而重建了整个知识体系，实现了从存在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这在哲学

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影响了后世的哲学思想和整个知识界。笛卡尔强调了自身认识的绝对性，从

本质上说是一种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他推动哲学进入到反思已有知识和固有观念、注重理性论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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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将知识体系比喻为大树，认为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具

体科学则是发端于树干的树枝，形而上学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根源，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笛卡尔

的哲学反映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的理性主义思潮，他们关心科学的实用价值并希望有新的哲学对科学研

究进行指导。按照笛卡尔的比喻，哲学是所有知识的发端和基点，而不是对具体科学单纯的反思与总结。

因为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是知识体系的树根，知识的形成以此为起点并从中吸取养分。但笛卡尔的目的

是为了强调形而上学的研究并获取真知。笛卡尔在“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哲

学以寻求真知为目的，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这一转折反映了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理性

主义的进步，具有深远和巨大的意义。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创立了他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体系，相比于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

哲学，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将“我思”即主体作为第一性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物质的存在、探求

世界的本原，这一转折彻底批判和否定传统宗教神学，开启了认识论的时代，并将理性主义推向主流，

从此哲学研究进入了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其实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后世哲学家对笛卡尔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论述争论不休，

因为在他的论述中存在矛盾。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将精神与物质完全区分开来，认为它们都是由上帝所

创造，但却彼此独立、各自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律。换言之他认为这两个范畴是互相平行、互不干扰。那

么随着而来的疑问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认识以及物质对于精神的影响的途径无法论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笛卡尔将上帝引入真理标准之中，让上帝成为精神和物质真实性的中介来协调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人类

通过完满的上帝赋予的真实的观念来克服认识物质的障碍，实现对于物质的认识。同时，笛卡尔又极力

倡导理性主义，主张把哲学与神学分开，希望消除神秘主义对于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干扰。此时，笛卡尔

就出现了矛盾，他将世界区分为二元却又最终统一上帝这一完满的实体；相信人类通过理性主义的绝对

性认识，却又将精神与物质的沟通寄希望于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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