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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问题对人类社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布伦塔诺曾于1889年在维也纳法学协会所作过相关主题的演

讲，此篇演讲稿涉及了道德的特点、道德的本质、道德是如何在人的意识中产生的、道德包含的内容等

等问题。本文选取此篇演讲稿里的一个核心问题进行阐述，该问题是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的一个重要

问题，这个问题是道德作为心理活动是如何在人的意识中产生的。本文同时引用胡塞尔的“被给予性”

概念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阐释，以此更深入地理解道德问题与布伦塔诺的先验认识发生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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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issu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uman society. In 1889, Brentano gave a lecture at the 
Vienna Law Society on the subject, which deal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ity, the nature of 
morality, how morality arises in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tent of morality. This article 
take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is speech, which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rentano’s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d this issue is how morality as a psychological activity is generated in human c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5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56
https://www.hanspub.org/


梁甜 
 

 

DOI: 10.12677/acpp.2023.128256 1528 哲学进展 
 

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uses Husserl’s concept of “givenness” to further explain it,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oral problem and Brentano’s thought of transcendental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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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曾对其问题进

行过专门的论述，到了古希腊后期，由于战争的弥漫、城邦的式微，道德甚至一度成为了形而上学的核

心，如斯多亚学派。到了近代，道德与法律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秩序是否良性与和谐的重要参考尺度。价

值哲学是十九世纪文德尔班、洛采等哲学家提出的，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因为一切哲学的起

点和归宿都归于价值，哲学在讨论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形而上学，可以说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价值。 
谈及道德，那么就必然会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道德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布伦塔诺此篇演

讲稿的标题之所在。道德是什么？道德认识的起源来自于哪里？道德是特殊的人类现象还是具有一种普遍

性？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思索的。同时，也是布伦塔诺此篇演讲稿里的内容所涉及的。为何要选取布伦塔诺

的对道德的认识与思考作为道德问题的参考？是因为布伦塔诺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传统，该传统强调

人对自身心理学的认识，且该传统对现代社会在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布伦塔诺作为现象学之

父也影响了后续一大批哲学家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布伦塔诺探讨的是一种认识发生论，这种认识发生论

对于道德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而言是最直接的一个面向，因为道德涉及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之产生就

涉及认识发生论。因此，对布伦塔诺该篇演讲稿的理解是有助于我们对道德的核心问题有所认识的。本文

将对该篇演讲稿涉及道德是如何产生、道德认识的起源的几个核心点进行多角度的阐释。 

2. 什么是道德？ 

《伦理知识的起源》是布伦塔诺在 1889 年在维也纳法学协会所作的演讲。而在此之前，耶凌先生在

法学会作过“正义感之起源”的演讲主题，所以，在布伦塔诺的演讲稿中可以看到多处他对耶凌先生的

观点的意见，当然这也是维也纳法学协会所特有要求的。对于相似的题目，相通的主题，布伦塔诺与耶

凌就道德问题而言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第一，首先布伦塔诺在开篇就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他相信自然法的存在。但是自然法一词

有两个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他与耶凌先生的分歧所在。“(1) 它可以意指自然赋予的，或天生的，以区别

于通过经验获得的或是来源于历史的。(2) 它也可以意指那样一些规则，即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是自在自为

地，凭籍其自身的本性是正确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规则，区别于那些依靠权

力而确定的武断的命令。耶凌在以上两个意义方面拒绝接受自然法的概念。就第一点来说，我完全同意

他的观点，但在第二点上则与他完全相反。”([1], p. 28)要注意的是道德与法律是同源的，成文法是依据

自然法建立的，这里布伦塔诺是说耶凌拒绝上面两个对“自然的”的意义从而也拒绝自然法的概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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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塔诺只是在第一点肯定耶凌对“自然的”的含义的拒绝，但对于第二点耶凌仍然是拒绝的，而布伦

塔诺却是肯定其含义的。这就是说，布伦塔诺认为道德并非是自然赋予的或天生就有的，但道德的规则

却是自在自为地，且凭借其道德的本性而是正确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对于道德不是天生就有的，这个观

点接下来的文本布伦塔诺会作出解释。这里布伦塔诺与耶凌的分歧点乃是在道德的本性上，那么道德的

本性是什么？后面布伦塔诺会给出他的答案。 
第二，“耶凌认为，并不存在天赋的道德原则，在这一点来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布伦塔诺

认为道德并非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布伦塔诺认同耶凌的地方在于，他们

都认为道德并非是天生就有的，这与自然世界中所存在的自然物是不同的。因为，一方面，动物世界并

没有为人类社会提供伦理准则的任何尺度；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时代的社会而言，道德准则

是有所不同的，如耶凌举的例子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们是缺乏道德思想的。由此可见，布伦塔诺同意耶凌

的观点，即最早的法律和惩罚系统是建立在没有受到任何类似道德情感或正义感之类的影响之上的，“所

有的道德的或者法律的诫条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不是天生地根植于我们之中的。”([1], p. 29)当
然，布伦塔诺还不认可主张为了自然本身法律不顾及各种各样的灵魂，也不认可被假定为是由所有人的

普遍协议而认可的、理性的自然法。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一句话是，布伦塔诺说，“在原则上，我同意

他的这一断言，即历史上曾有过既没有伦理知识也没有伦理情感的时代，而且该时期，也没有任何程度

上被普遍承认的伦理标准。”([1], p. 29)这里布伦塔诺是用的“在原则上”一词，为何这里他会用这个词

来说明？因为在与耶凌一样不认可有天生就存在的道德的共识上，布伦塔诺在本篇演讲稿的最后部分指

出，“历史上有些阶段实际上并没有伦理思想和伦理情感。但即使是在那些时代，也是在为真正的美德

做准备。公共的法律和规则，不论最早建立的动机如何，也是我们最高贵的能力展开之雏形。”([1], p. 51)
这里潜藏的与耶凌的不同之处被暴露出来，布伦塔诺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伦理知识之内观的基础被奠定了。

等到后面我们分析到布伦塔诺的核心思想所在，再返回此点，就会明白布伦塔诺为何有如此的看法。 
第三，布伦塔诺在分析了耶凌的观点的基础上，继续追问了更多的问题，“是否存在诸如道德真理

这样的东西？它们是否仅依靠自然本身来示范，且独立于教会、政治以及其他社会权威？是否存在这样

一种自然的道德律，它是普遍的，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而言，它都是无可否认地有效的；对于任何有思

想和有感受的存在物来说，它都是确定无疑有效的？而且，我们是否有能力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律法？”

([1], p. 29)耶凌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是给予否定的回答，但布伦塔诺的回答却是肯定的。因为在布伦塔

诺看来，道德是具有一种普遍性与有效性的。但既然道德具有这种普遍性与有效性，那它的依据又是从

何而来？ 
第四，与第三点有着逻辑相关性的观点是，耶凌强调伦理学的一种相对性，对此布伦塔诺大加批判，

布伦塔诺说道，“耶凌被一种错误的伦理学相对主义信念所迷惑，不明白伦理学相对性的真正意义。按

照伦理学相对主义，伦理学没有一个命题是绝对有效的，即使是从人们受其影响最广泛的领域中所导出

的至善命题，也不是绝对有效的。”([1], p. 46)布伦塔诺不认可这种伦理学相对主义，因为即使人们回溯

到野蛮时代，也能甄别出良善，这是因为伦理学有共通的基石，这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会共同

认可的关于善的理念与善的行为。比如，爱邻人、为了国家或为了人类而牺牲这些道德行为是道德的，

而欺骗、背叛、谋杀、威胁等恶性是受道德谴责的。人们关于道德的知识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共通的基

础上，如果道德不具有普遍性与有效性，那么人对上述的道德行为将会感到一片茫然，而绝不会形成一

种共识。 
另外，在此篇演讲稿中，布伦塔诺除了对耶凌的道德观发表了看法，同时也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

了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对大众的影响很深远，人都有利己的本能倾向，但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都绝对

不能成为道德知识的基础，因为道德行为并不能粗暴的相加或相减，同时功利主义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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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从数量上来评测生命的重要性，例如十个人的生命大于一个人的生命，这种评价尺度是没有把个体

的生命放在一个等高的层面。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这样的利己主义是漠视了很多仁人志

士为了大爱而做出的牺牲，这样的功利主义带来的不是社会的和谐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做出了极大的破坏。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布伦塔诺认为道德所具有的几个特点：即非天生的、自在自为的、本

性上是正确的与具有约束力的、内观性的、具有有效性与普遍性、非功利主义的。那究竟什么才是道德

呢？在布伦塔诺看来，道德是本然的知识。布伦塔诺认为，“肯定的判断与正确性相联，我们称之为真；

爱的情感与正确性相联，我们称之为善。就最广义而言，所谓善指的是值得爱，亦即能够被正确的爱所

爱。”([1], p. 37)布伦塔诺还将善分为原生的善与派生的善，即善本身和凭借它因而形成的善，有用性是

派生的善的明显标志。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什么才是道德(善)？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德(善)是道德(善)
本身。本源之善是如何来到人的意识里并最终形成道德知识的呢？ 

3. 什么是被给予性？ 

“被给予性”是胡塞尔哲学里的重要术语，为何笔者将胡塞尔的术语引至对布伦塔诺的文章的阐释

里？这是因为胡塞尔是布伦塔诺的学生，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对胡塞尔的哲学思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描述心理学是进行意识活动的分析，也是对概念起源的分析。除此之外，布伦塔诺的“内知觉”、“意

向性”等等概念对胡塞尔的哲学来说也是奠基作用的，反过来说，通过对胡塞尔思想的理解可以更深层

次的理解布伦塔诺的思想。笔者也是在通过对胡塞尔的哲学著作阅读过程中理解了布伦塔诺的内知觉的

自明性等重要思想。 
本质直观乃是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特征。这里的直观与布伦塔诺认为道德之所以能被人们所认识的

根本方式是相通的。 
在胡塞尔那里，“被给予性”有四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我们认作朴素的被给予性、一点也不神

秘的思维中，却包藏着一切超越之物。其次，即使在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显现(意识活动)和显现者(意识

对象)是相互对置着，而且是在纯粹的被给予性中，即真正的内在中相互对置着。再次，我们有两个绝对

的被给予性：显现的被给予性和对象的被给予性。我们在一般意识那里发现，它是一个由自身被给予性

构成的意识，这个自身被给予性不处于实项内容之中，并且根本不能看作是思维。最后，“实事的被给

予”，这就是这些现象中这样或那样地展示自己(被表象出来)。因此，胡塞尔现象学的任务就变成在纯粹

明见性或自身被给予性的范围之内探究所有的被给予性形式和所有的相互关系。被给予的问题，就是在

认识中任何一种对象的构造问题。认识现象学是有双重意义的认识现象的科学，是关于作为现象、展示、

意识行为的认识的科学，在这些认识中，这些或那些对象被动地或主动地展示出来，被意识到；而另一

方面是关于作为如此展示出来的对象本身的科学。在笔者看来，“被给予性”是事物刺激人的意识层面

的最初的桥梁，只有通过这座桥梁主体才有可能切中主体之外的客体，但如果这么看待，那么这被给予

性就注定了胡塞尔哲学的先验 1 成分，因为这被给予不是主体后天拥有的，而是被预设进了主体的意识、

知觉内部。同时，“被给予性”涉及人的本质直观的能力，这与许为勤教授在布伦塔诺的《伦理知识的

起源》第 39 页最下面的脚注，关于“内观”的概念是接近的，是一种对善本身的整体性的洞察。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现象是被给予的。因为“本质被给予性，它不仅仅根据感知和交织在感知中的滞

留来构造自身，以便它不仅是从现象本身提取出一种一般之物，而且是将显现的对象一般化，根据显现

的对象去设定一般性。……一种完全明见的本质把握尽管回指到它必须在其基础上构造自身的个别直观

上，但并不因此而回指到单个感知上”([2], p. 72)。无论观念化的抽象是在一种感知的基础上进行，还是

在一种想象当下化的基础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本质都是自身被给予的。被给予性的一种样式在想象的直

 

 

1“先验”：康德哲学的术语，是指要先于经验，且使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可能性，先验虽然是先天的，其运用却是在经验范围之

内，以形成真正有经验内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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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和在以其为基础的自明的判断中显现出来。真实的自明性伸展得有多远，被给予性伸展得也有多远。

道德始终不在于将随便什么现象都确定为被给予的，而是要明察被给予性的本质和各种对象样式的自身

构造活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自明性在何种联系中作为真实的和真正的自明性出现，并且在这种

联系中真实和真正的自明性是什么。只有在认识中才能完全根据道德所在的基本形态来研究道德的本质，

只有在认识中它才是被给予的，它才能被自明地直观。这种自明的直观本身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布伦塔诺认为道德具有普遍性与有效性的根本所在。总之，被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

构造自身，对象性有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需要予以区分，给予的认识行为以及认识行为的群组、它们的

联系也有如此之多的基本形态需要予以区分。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乃是认识的最终意义给予问题，以及

一般对象性问题。这个问题只在纯粹被给予性的领域中，只在绝对的，因而作为最终标准的被给予性领

域中才能得到解决。换言之，道德作为意识现象问题，只有“被给予”才能被人们所认识。 

4. 道德是如何被给予的？ 

现象学认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

些事物？而道德也涉及类似的“切中”的问题，即善的知识与行为要一致。那么道德知识是如何被主体

所“切中”并具有了普遍性与有效性的？这乃是道德如何被给予的问题。 
在布伦塔诺看来，道德是作为意识的一种心理活动。布伦塔诺说道，“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善这一

概念的源泉。这个概念，就像我们所有其他概念一样，其来源于某种直观表象。”([1], p. 34)这里的直观

就与胡塞尔的纯粹直观意思是接近的。接着布伦塔诺还说，“所有心理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凡

是心理现象都处于这种一种关系中，即它必须指向一个对象，这种关系被称为‘意向的’关系。”([1], p. 
34)可见，在意识里，不管是追求真的知识，还是追求善的知识，都是指向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特征。那么

究竟什么是“意向性”的意思？ 
布伦塔诺把心理现象规定为表象活动以及在表象活动基础上的现象，把不在此范围内的其他现象归

为物理现象。心理现象是表象活动本身，“每一呈现在感觉中和想象中的表象都是心理现象的一个实例，

这里的表象不是指被表象的东西，而是指表象活动本身。”([1], p. 6)例如，判断、回忆、疑虑、希望、

恐惧、厌恶等等都是心理现象。在规定了什么是心理现象的基础上，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的内存在”

是心理现象的基本特征。“心理现象乃是唯一一种能被真正知觉到的现象。据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

它们也是唯一一种既能意向性地存在又能实际地存在的现象。像知识、欢乐、欲望这类心理现象是实际

地存在的；而诸如颜色、声音、热这类物理现象则只可现象性地和意向性地存在。”([1], p. 17)“意向性”

可以说直接启发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接着，布伦塔诺把心理现象定义为内知觉的唯一对象。“我们可以

把内知觉定义为心理现象的知觉，而这正是它与其他一切知觉活动的根本去区别。”([1], p. 16)内知觉具

有直接性、不谬性和自明性的特点。而在我们所有的知觉活动中，只有内知觉具有这些特点，当我们说

心理现象是内知觉把握的现象时，我们也指出了对心理现象的知觉乃是直接自明的。最后，心理现象是

多重的与复杂的，同时心理现象总是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而呈现在人的内知觉中。意向性的内存

在作为一切意识活动的基本特性具有纯粹的绝对自明性。心理现象或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即意向活

动和意向对象之间的双层结构潜在地蕴含了一种构造性的机制。以上是对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中所指的

“意向性”的阐述，只有基于对以上阐述的理解，才能明白布伦塔诺认为人对道德行为的判断为何来自

于内知觉的自明性，以及人是如何体验到正确性的更高层次的爱。 
当然，如何在意识的内在性中构造出一种客观性的知识，比如道德知识如何成为客观、普遍的知识，

这都是胡塞尔现象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胡塞尔认为，意识具有实项内容和意向内容，意识的意向内容则

包括意识对象及其被给予方式。在道德意识能被给予的基础乃是胡塞尔进行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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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胡塞尔哲学的方法论同时也是本体论。只有还原了的纯粹的现象才是绝对的被给予性。而思维活动

(包含对道德行为判断进行的思维活动)的“实存”通过它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而得到了保证，通过它在纯

粹的自明性中的被给予性而得到了保证。现象学的还原不是排除实项的超越之物，而是排除作为一种仅

仅是附加的实存的一般超越之物，即：所有那些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明的被给予性，不是纯粹直观的

绝对被给予性的东西。纯粹自明性的领域是在绝对自身被给予性之中的先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

现象学的还原当中必然会有纯粹自明性，这种自明性可以通过直观获得，而被给予性(道德被给予)乃是在

这种纯粹自明性的领域当中进行的。 
这样，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相关观点的引述，我们可以明白布伦塔诺的道德认识发生论是如何产生

的，即道德是如何被给予的。 

5. 总结 

康德通过认识论的划界区分了本体界与现象界，康德认为通过人对于本体界是无法达成知识的，它

是超验的，而道德是通过对实践理性的超验的悬设上去运用，即道德是人们需要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却

并不能完全达成的一种悬设。康德认为道德领域里的自我意识充分现实，服从道德律才能实现自由，康

德是通过意志，自愿服从道德律。康德是不认可有智性直观的 2。康德后续的德国观念论沿着费希特开辟

的道路，试图解决由于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划界思想带来的物自体不可认识的缺陷与问题，这一批哲学家

包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他们都是认可智性直观的，智性直观直接贯通了认识与实践。布伦塔诺是

沿着德国观念论开辟的方向前进，他在《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一文中提出的“意向性”正是这

种指向本源地带的本质认识，也正是理智直观的认识论的体现。而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把布伦塔诺的

“意向性”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胡塞尔提出了“本质直观”，即“能够直接原本把握到实事本身

的明见性”，它“可以超越出感性领域而提供本质性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本质直观的可能性是作为本

质科学的现象学得以成立的前提”([3], p. 39)。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布伦塔诺道德认识论在哲

学史上的坐标。 
近代哲学的关键图景可以说是，告别派生关联，返回自身，由此转入本源关联。布伦塔诺在本篇《伦

理知识的起源》中，区别了本源的善和派生的善，他认为有用性的善乃是派生的善(what is good in virtue of 
something else)，而他指的善是善本身(good in itself)，即本源的善。因此，他要研究的是这种本源之善，

它是与“真”等高的，这是对原初性、自明性的肯定。通过本源之善，可以发现在布伦塔诺那里道德法

则是本源性的，这种道德法则即伦理知识，这种道德法则的存在就证明了它的普遍性，道德法则支配着

实践领域，因此它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社会活动而言影响至深。就布伦塔诺而言，他认为这种伦理知识

的获得是被给予的，同时这种被给予带有“意向性”，就实质而言，布伦塔诺是把伦理学的认识论与存

在论合而为一。 
另外，在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中涉及诸多问题，在布伦塔诺此篇演讲稿中也讨论了诸如道德的特点、

道德的本质、道德在主体意识中是如何被给予的、道德包含的内容等等。布伦塔诺在此演讲稿中还讲到，

整体善大于部分善，这是从善的内容的角度进行的论述，但这已不再认识论层面进行讨论，本文不再赘

述。需要注意的是，道德的具体规则与道德如何在人的意识中起源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也有一

定的相关性。道德具体的规则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比如人工智能的兴起，将会带来不同的伦理问题。

但道德如何被给予的问题，即关于道德认识的发生问题却并未改变。 
总而言之，道德知识的起源可以有不同维度的探索，而布伦塔诺与其弟子胡塞尔对其师思想的深化，

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认识论都有非常明显的先验倾向，这跟康德的观点有明显区别，可以说布伦塔诺式的

 

 

2智性直观意味着对“本源的”或“原型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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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乃是先验的认识论。布伦塔诺肯定了即使在野蛮时代人也已有建立公共道德的能力，并展开出一

种雏形，这就说明布伦塔诺认为人已先验地有了对道德本身的认识能力，才能使我们不断接近本源之善

(至善)，即柏拉图的最高理念——the idea of good (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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