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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成果之一，冯契所构建的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理

论贡献。他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之中所呈现出的哲学世界观，即其始终致力于实现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会

通古今、融贯中西。本文通过找寻并梳理中国古代哲学辩证逻辑发展的哲学史线索，并呈现研究成果的

瑕瑜互见。着重介绍冯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的深刻诠释，将其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得以通

过对中国哲学传统中相关资源的挖掘与焕新的方式，构建起以“类”、“故”、“理”为骨架的辩证思

维范畴体系，进而深入阐明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认识方法

论的一般原理，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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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ategory system 
of dialectical logic thinking constructed by Feng Qi is undoubtedl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
cal contribution. The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presented by him in the course of hi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at is, he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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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sorts out the cl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al logic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esents the mer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eng Qi’s pro-
found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ical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combines it with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rough exploring and reinvigorating relevant resources in Chinese philo-
sophical tradition, Feng Qi builds a dialectical thinking category system with “class”, “reason” and 
“law” as the framework,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dialectics of knowledge process based on prac-
tice. How to transform the category of logical thinking in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ognitive me-
thodology eventually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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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得到创造性的运用和

不断发展，从理论的结合点上看，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自古以来便具有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

这构成了其历史文化基础和重要的理论途径来源，二者在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原理等思维方法和理论观

点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极为重要的结合途

径。站在当代，我们就是要从高级阶段回顾低级阶段，由此丰富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逻辑的研究，反过

来，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逻辑的研究，也会促进发展符合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逻辑。 
冯契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辩证智慧的深刻诠释，便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呈现出的内在线索与唯

物辩证法、逻辑学相结合。以意见、观点的矛盾运动作为辩证逻辑的开端，以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从自发

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中国历史走向不同的发展线索梳理，并将对立

统一规律是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贯彻始终，最终得以在对古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初步搭建起“类”、

“故”、“理”为骨架的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本文通过逻辑论证与哲学史梳理相结合作为叙事方式，

以冯契所认为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发展的两个集大成阶段作为主要论述内容，即先秦时期辩证逻辑的发展

与先秦至近代时期辩证逻辑的发展的两个阶段，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中国

古代哲学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剖析过程之中。囿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天然

凝结、协调发展的共生关系，因此，冯契在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发展的解读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

倾向的影响。本文在论证文章观点时主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贯彻其

中，以呈现研究成果的瑕瑜互见。联系到《冯契文集》的整体来看，本文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就在于，

主要阐述的部分是其后续“智慧说”两翼其一《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构建的重

要的理论来源。毫无疑问，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已然为此做好了理论上的基础准备。冯契先生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立场生动地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造的新局面，实现了

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总的来说，冯契的哲学道路和学术实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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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2. 冯契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发展史的总体性把握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内，冯契认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不主要是体现在那些理学唯心主义主义者

那里，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不少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更值得我们注意。”([1] p. 48) 
冯契非常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有益的养分，其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代命题的最好诠释，这种诠释方式尤为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深入剖析的过

程中。他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史逻辑结构的发掘过程中，其观念与列宁关于哲学发展的“圆圈说”相近似，

认为历史所呈现的客观表象，亦有其自身深层的逻辑问题。他谈到“哲学史是围绕着哲学的根本问题而

展开的认识的矛盾运动。按照黑格尔和列宁的说法，它是由一系列的圆圈构成的。”([2] p. 1090)即哲学

的发展近似于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当然这种所谓的圆圈也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冯契认为中国古

代哲学至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也是如此，主要是由“三个大圈圈”构成，并还要通过若干次小的圆圈得

以完成一次质变的大圆圈，两者共同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完整发展链条。而这种圆圈发展的内在动力便

是哲学范畴内关于概念矛盾的辩证运动，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所说“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

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3]在此处，冯契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辩证逻辑在客观现实的人类认识辩

证发展运动，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理论核心，这奠定了其研究的整体基调。不仅定义了哲

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动因，还对人类逻辑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及中国古代哲学辩证逻辑的发展进程，作出

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明定义。 
冯契同时强调，认识运动的重点不在于仅仅认识规律本身，还在于对规律之外的认识再实践，以践

行其“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以他说“哲学史上存在着某种重复现象，

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的发展。”([2] p. 1093)这种现象所要喻指的就是逻辑，它就隐藏在历史

之中，清除掉历史中那些外在的形式或偶然性的因素，便可以发现逻辑的发展基本符合历史的发展。冯

契认为，概念不但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和客观辩证运动的反映，又是普通逻辑思维组成的主要结构，主

要的理论依据在于：他认为普通逻辑思维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对普通逻辑思维中辩证因素的揭示是一

个自发到自觉、较少自觉到较多自觉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必须要结合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共同发展来得

以描绘，而唯物辩证法则作为最基础的理论奠定基本底色。在这一方面，冯契认为对辩证法自身发展的

理解与对逻辑范畴的研究有相得益彰之妙。受到列宁“三者同一”的观点影响，冯契对辩证逻辑在中国

古代哲学认识论、辩证法及逻辑学的整体研究中而展开，他也认为，不论是认识论、逻辑学还是辩证法

的发展，在人类思维形式中都是以概念的矛盾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得以体现的，总结起来就是“辩证逻

辑”。所以，冯契强调“考察中国哲学史中以辩证法为对象的认识运动是怎样展开的，除上述环节外，

我们还须注意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如何通过‘类、故、理’这些逻辑范畴来揭示性和天道。”([2] p. 1094)
由此便能够揭示认识运动与逻辑范畴之间辩证关系是怎样推进的，并丰富对辩证逻辑的理解。 

3. 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一) 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概述 
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中谈到，从孔墨时代起，就已经在讨论感性思维和理论思

维之间的关系了。由于墨家的哲学理念与手工业生产密切相关，所以自然而然地便十分重视形式逻辑和

原子论的思想，因而《墨经》在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下建立了以“类、故、理”为基本形式的逻辑体系以

及“名、辞、推”的思维形式方法，但《墨经》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如论证方式

的严密性上不免流于简略，且论证方式也存在论证思路不得体的问题，有个别的论题甚至近乎同诡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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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如“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墨子·小取》)这一命题的逻辑分析不符合一般逻辑，在推论

中偷换了概念，属于诡辩的范畴，因此后来也遭致荀子的批评。尽管有诸多的缺点，但在同一时期来进

行比较，《墨经》的形式逻辑体系是足以与古希腊的逻辑体系与印度的因明体系相媲美的，这也能反驳

所谓中国古代哲学无重视形式逻辑的学术传统。 
冯其看来，荀子后续对此进一步发挥，他对于形式逻辑的首要原则给予了“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荀

子·正名》)的观点，并提出了知行结合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一步深化了认识论原理。如；在

感觉能否提供客观实在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应坚持“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
的原则，且在逻辑上必须坚持“验符”、“辨合”、“解弊”的环节，并在逻辑学范畴体系的讨论中又

推进了名实关系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冯契非常关注“名实关系”、“形神关系”、“心物关系”的

历史论争，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些论争而得以不断推进的，其源头便

是对“名实关系”的讨论中得以产生。荀子认为概念与事实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实”指的是外在的事

物，即“自在之物”，所谓“名”即名称、概念，要在朴素辩证法的意义上去把握。这一定程度上涉及

到了唯物史观的观点。 
虽然在辩证逻辑的领域，《老子》首先提出了否定原理，但使得辩证逻辑的架构初具雏形，还应归

功于《易传》与荀子。荀子提出了后来逻辑三段论的基本形式，且该形式的展开是以概念范畴的矛盾运

动为主要动因的，荀子曾言“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

以持曲直。”(《荀子·正名》)，这种强调要求全面看待问题的原则，已经是在辩证逻辑的意义上来运用

“类”、“故”、“理”的范畴，便是内化为逻辑思维运动形式的基本原则，也就说普通逻辑思维内在

地便固有辩证法的属性，这种逻辑思维就是要通过“辨合”、“验符”的运动，力求达到概念范畴与客

观实在的统一。因此，荀子借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体系，以“类”、“故”、“理”的范畴来说明应该如

何正确地进行“辨合”的方法，达到荀子所谓“壹统类”、“辨则尽故”、“以道观尽”(《荀子·正名》)
逐一深入的程度，真正地做到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同时也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各种荒谬问题进行分析批

判，最终实现“解蔽”的目的。但冯契认为，荀子的观点也不过仅仅达到了浅尝辄止的程度，对于其在

智慧说第二篇中所理解的关于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宇宙发展法则)，也即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

可能的问题并没有深入进行阐发，这在研究上是很遗憾的。 
先秦时期的《老子》首先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否定原理以及“正言若反”的辩证思维的形式，

这构成了辩证法发展史领域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个阶段上，辩证法的发展是不完全、不充分的。不

论是后来的庄子、名家对此的责难，亦或者说阴阳家或韩非子的观念差异，辩证法的发展均陷入片面性

的泥沼。只有到了《易传》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矛盾原理进行了系统性的阐发。《易传》中

的辩证逻辑思想，譬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周

易·系辞上》)所阐发的辩证法原理。冯契认为由此才“真正确立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原理。”([1] p. 
346)《易传》虽然是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但其中有大量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等，

在这一方面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借鉴，如《易传》的“正言断辞”(《周易·系辞下》)的论断形式是

对《老子》“正言若反”(《道德经》)的进步，包含了差别与联系、转化的发展是矛盾双方对立面统一的

思想，其中“百虑一致”(《周易·系辞下》)的思想等。在冯契看来，逻辑思维的矛盾解决，展现的是辩

证法对立统一、灵活、能动的属性，伴以联系、变化、发展一系列环节的持续推演向前运动，彰显思维

运动的辩证法特点。他不仅认为在人类的逻辑思维过程中存在辩证法，在逻辑思维形式上同样也存在辩

证法，这构成了其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的主体内容，此处内容无疑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我们可以发现，辩证逻辑虽然在形式上属于主观的范畴，但因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底色，在内容上实

际反映的是客观辩证法的，正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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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

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4]《易经》在一

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主客观辩证法科学统一的范畴，唯物辩证法正是在二者本质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确立了

其科学的指导地位。就此，《易经》完成了对“类”、“故”、“理”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的雏形构

建。 
(二) 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的研究总结 
冯契认为，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已然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提供了富有成效

的贡献，这表现在认识论领域。不论是荀子还是《易传》均认为，人的认识就是一个关乎经验积累的过

程，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更是一个知与行相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在逻辑学领域，由“名

实之辩”、“离坚白”、“合同异”的这些命题的所引发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论争，囿于中国古代哲学家

们因反映的社会政治利益和所处的认识发展阶段不同，必然对名实关系有着不同理解，通过长期争论，

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发展。他从中所提

炼出来的积极成果，通过借用后期墨家“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形式逻辑体系的

论域下展开的探讨，辩证逻辑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等，这使得该问题

的探讨开始深入展开了。这一部分，冯契通过揭示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的总体性发展，结合政治实践与

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不仅有对先秦时期认识论、辩证法及逻辑学的具体分析，还对整个时期的辩证逻

辑发展总结阶段予以综合性的论断，这无疑彰显了人的思维认识从具体到抽象、抽象到具体的升华与进

阶。 

4. 辩证逻辑在先秦至近代时期的发展 

(一) 辩证逻辑在先秦至近代时期的发展概述 
虽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时期名家的一些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墨家的观念似乎又受到了

重视，但也只是短暂的。如《庄子注》中蕴含的辩证法虽有返本还源之意，却无继往开来之新，本质上

是倒退了，这里的辩证法仅仅停留在黑格尔那里所说的“主观的辩证法”上，并没有达到客观辩证法层

面，实际上仍是相对主义的范畴。如若按照哲学的发展来看，无疑，此处印证了冯契在前述所表达的——

关于哲学发展的螺旋式运动的特性。 
在冯契看来，张载在刘禹锡的辩证思想的基础上，对此的深化使得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

则的辩证逻辑基本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刘禹锡认为“言意象道”的内容足以把握逻辑思维的变化发展

之道，对“辞”(判断)和“象”(范畴)的掌握后便可直抵“道”的绝对真理，如“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

矣，故变化之理须存乎辞。”(《易说·系辞上》)“象”与“道”的通过中介“辞”而联系，也就是说，

语言范畴是能够把握逻辑思维的。他认为运用对立统一的范畴、通过象和论断辞足以深谙并掌握变化发

展之道，无疑使得“言意之辩”、“象道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深入了一步。但就像很多古代哲学的局限

一样，冯契认为，张载对于事物矛盾的过程认识不正确，有着显著的缺点，这一缺点的最终解决得益于

王夫之的贡献。 
冯契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三个圆圈”说的第二个环节是由王夫之作了完整的、全面的总结。在其看

来，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的高峰与集大成的最终体现。正如他所说“这段时期围绕哲学的

根本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归结为‘理气’(存在)和‘心物’(思维)之辩，它们由王夫之作了总结。”([2] p. 
1090)根据冯契对于唯物主义“名实统一”的观点，王夫之对前人关于“名实之辩”的成果展开批判总结

时，所提出的“言象意道”统一的逻辑理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对“言意之辩”做了总结，并发展了

辩证逻辑思想。其在逻辑与方法论上的贡献，便是揭示了“名、辞、推”的某些辩证性质，在概念、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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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理的理性认识的三种形式上，彰显了如何将辩证法运用到逻辑学、认识论领域。关于概念的运动

发展，王夫之认为概念的迭代发展变化自有其历史性的特点，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继承性发展过程，概

念之间会存在矛盾、会随着变化而改变，但亦有其自身不变之特质，即涵盖的本质。每一种概念的发展

都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虽然概念自身的“言”、“意”会不断变化，指代的“象”也会不断改变，

但会揭示出剖开层层外衣、愈加清晰“道”。因而“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周易外传·系辞

下传》)这里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思维的辩证运动的理解，“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

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5]就是说，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属性必须通过形式逻辑的规定性与辩证逻

辑的内在性共同发挥作用方可得以彰显。 

冯契认为王夫之不仅在形式逻辑上赋予了辩证法的形式，突出科学性的一面，更是在矛盾逻辑的一

般范畴上赋予了规定性的形式，突出规定性的一面，二者相互结合，不可偏颇，共同发挥作用，这显然

比前人更加深入阐明了“类、故、理”的逻辑范畴，并为后续冯契搭建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提供了重要

的学理支撑，如其所说“为要考察中国哲学史中以辩证法为对象的认识运动是怎样展开的，除上述环节

之外，我们还需注意历史上的哲学家如何通过‘类、故、理’这些逻辑范畴来揭示性和天道。”([2] p. 1094) 
(二) 辩证逻辑在先秦至近代时期的研究总结 
总体来说，虽然战国以后墨家、名家趋于衰落，导致了辩论术、逻辑问题、原子论思想以及形式逻

辑未能得到长远发展，这也直接影响了后续中国古代哲学的前进方向和发展形式的转向。在中国近代哲

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有西方哲学的传入使得中国哲学家们对旧有理论有了革命性颠覆的学理依托。但

总体上，大多都是从社会政治斗争中去寻找理论契合处，忽视科学和逻辑学的相互联系，所以表现为急

于求成、缺乏体系系统。因此，冯契认为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到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遗

留问题，即逻辑和方法论领域尚未得到系统反思与批判总结的问题上，尤其是认识论、逻辑学领域必须

要做出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并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创造性地诞生了其独创理论“辩证逻辑思维范畴

体系”，而这离不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精神的深刻诠释。冯契积极倡

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发扬我国传统哲学的优点，克服其弱点。”([1] p. 60)在坚持实践唯物

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下，他从总体发展脉络上把握了中国古代哲学自春秋战国时期至鸦片战争之前的辩证

思想并对此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辨析，得以在长期考察之后，触及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客观辩

证法三者统一的原理，这为后续其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因而也能

够更好地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逻辑的认识发展史做好线索的梳理与探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解读，是以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去探寻辩证逻辑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历史发展线索，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去论证辩证逻辑

的逻辑推理过程而展开的。通过对辩证逻辑在先秦时期至近代时期的脉络发展，冯契作出了其详细的哲

学史梳理与确凿的逻辑论证，为更好的理解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认识论

以及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理论贡献。而冯契先生所构造的这种研究范式，其理论创新就在于：

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为其学术站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式结合、创新

式运用为其理论创造，以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研究方法为其逻辑方法论的主要依托，以三位一体的整

体性架构展开了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深入阐发。毫无疑问，这是从总体上把握其研究内容及其研究形

式的意义角度而言的。 

5. 结语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辩证逻辑提供了诸多思想依据，但我们必须也要承认古

代哲学的辩证逻辑是很朴素的，缺乏认识自觉，容易遭受主观主义的影响。冯契认为，这些旧有理论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424


包文翰 
 

 

DOI: 10.12677/acpp.2023.1212424 2620 哲学进展 
 

共同缺点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所共有的缺点。从先秦时期到鸦片战争的这段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基

本上都没有摆脱循环论的桎梏，虽然哲学家们均从不同角度考差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在逻辑思维层

面也十分注重辩证思想的因素，并由此产生组成了哲学发展的环节之一。但由于过于片面性而陷入了形

而上学的泥沼，且这些理论中的对立统一实质与“一和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冯契谈到“他

们都不讲否定和矛盾的转化，而真正的辩证法和虚假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此。”([2] p. 951)这是古

代辩证法所共有的局限性和理论思维教训，我们应该理解并给予批判。不过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中国古

代哲学所内蕴的宝贵精华，对于构建辩证逻辑思维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与支撑作用，更应该肯定这些研

究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因为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辩证逻辑研究的元问题，而且由该问题引申，冯

契推定，实际上辩证逻辑间接地还对后来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彰显了其价值维

度与理论深度。在他看来，这必然要借助于通过对辩证逻辑发展史的解读与阐发的研究工作，所获得的

珍贵的理论资源加以深入剖析。因此，我们必须要深入领会这些在先秦至近代时期哲学方面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这将会不断丰富并深化辩证逻辑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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