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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一文中，布伦塔诺区分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不仅如此，他还提出

并分析了关于这两种现象不同的把握方式：物理现象由外知觉所把握；心理现象由内知觉所觉知。在此

基础上，布伦塔诺给出了关于心理现象更为统一的定义。本文通过探析布伦塔诺关于心理现象与物理现

象的区分，除了要揭示出两种现象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领会区分的深刻意义，即人与物之间是不同

的，故不能用研究物的方式去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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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articl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Phenomena”, Brentano distinguished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phenomena. Not only that, he also proposed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 
ways of grasping these two phenomena: physical phenomena are grasped by external perception, 
and mental phenomena are known by inner perception. On this basis, Brentano gave a more uni-
form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By analyzing Brentano’s distinction between mental 
phenomena and physical phenomena,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henomena, but more importantly understand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distinction, that is, 
people and things are different, so people cannot be studied in the way of studying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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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现象学运动的先驱，布伦塔诺及其哲学思想深深启发并影响了现象学的发展。他对于现代哲学

产生了巨大而实际的影响，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言：“引向各个不同方向的许多线索都在布伦塔诺那里汇

聚在一起。”(施太格缪勒，1986)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想要对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进行严格的区分，旨在当我们使用这两个

词的时候不至于含混不清。在《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中，他先是通过实例来对心理现象和物理

现象进行定义：每一呈现在感觉中和想象中的表象都是心理现象中的一个实例。不过，通过特殊词项来

下定义的方式并不统一，所以他紧接着他给出新的定义：心理现象这个词不仅指称表象，而且也指称所

有那些基于表象之上的现象。本文主要是对两种现象的定义、特征、把握方式进行探析，由此引出布伦

塔诺关于心理现象更统一的定义，并对该定义进行考察。 

2. 意识世界及两种现象 

布伦塔诺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看作是我们意识世界的两大组成部分。他在《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

的区别》的开篇说道：我们意识的材料构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它们可分为两大类，即物理现象和心理现

象(冯平，2009)。 
布伦塔诺不仅提出我们意识世界的两大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确立了这两大组成部分之间划分标准。

在其看来，历史上那些哲学家对于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这两大领域的区分是模糊不清的。甚至一些相当

重要的心理学家也会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进行混淆使用。而之所以会存在这种问题，就是因为“现象”

一词的含义没有得到明晰。“现象”一词被误用，归根到底是对物理现象没有明确认知，那些相当重要

的哲学家承认呈现在感觉中的物理现象，但是却将呈现在想象中的物理现象划到了心理现象的阵营当中

去了(许为勤，2006)。所以，布伦塔诺认为，我们很有必要仔细地考察这两种现象。 
布伦塔诺借助于实例的方式来对心理现象进行定义，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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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平，2009)。按其说法，听一种声音、看一种色彩、感到寒冷或温暖这样的五

官感觉以及想象山间的花、思考一道数学题等等都是心理现象。而物理现象又是什么呢？接着上述所举

之例，我们听到的声音、看到的色彩、感觉到的寒冷或温暖、想象中的那朵花、正在思考的那道数学题

等等，都是物理现象。 
为什么布伦塔诺不使用普遍词项而是特殊词项来进行定义？有两个原因。第一，相较于普遍词项，

特殊词项更加容易让人理解；第二，特殊词项更适用于一些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找到，但是“包括在

它们属下的一些特殊现象的名称却是人们所熟知的”(冯平，2009)。由于人们受到日常经验的影响，对于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心理现象没有深入觉察，只有借助于一个个实例来真切体会到心理现象的特征。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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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布伦塔诺着重强调“表象”不是指被表象的东西，而是指表象活动本身。所谓的被表象的东西，

即表象内容，也就是在表象活动中所指向的对象，而表象活动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意识活动。所以，

被表象的东西和表象活动本身是有着天差地别的，不过，二者又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是说，被表象的东西其实是包含在表象活动之中的：如果没有看到的东西，

就不存在看；没有想象的事物，也不存在想象；没有判断的对象，也不存在判断。所以，不存在单纯的

离开被表象东西的表象活动本身。 
以“红色的花”为例：这朵花经过光的原理，投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然后经过神经中枢的整合，

在我们大脑里面形成了一朵红色的花的映像。所以，只要我们的感觉器官没有任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

朵红色的花，关于花的颜色、形状、结构的认知等都大同小异。但是，为什么面对同一朵红色的花，不

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心理体验呢？有人会看到花的颜色，就感觉到温暖？有人嗅到花的香味就感觉很甜

蜜？这就关乎主体的意向能力的问题。 
当一个对象呈现在我们心灵中或者意识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或者意识并不是被动地对其进行接收，

而是在接收的同时会对其进行加工、创造。比如，不同的主体看到梵高的画作《农鞋》会有不同的心理

体验：有人觉得这画的不过就是一双由于干活而变旧的鞋子；有人觉得这是一双历经岁月冲刷，被生活

磨平的鞋子；有人觉得这是一双经历了“世界和大地”的激烈抗争后存在器物。所以，可见心理现象是

丰富的，它不像物理现象是干瘪瘪的被呈现出来，而是把人的生命体验融入进去，并将静态的物理现象

和生活意义、生命体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被表象等同于呈现。布伦塔诺说道：“而呈现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被表象状态，一

切心理现象皆是如此。只要某种东西呈现于意识中，不管它是被恨也好，被爱也好，被漠视也好，不管

它是被肯定还是被否定，或者干脆被悬置，那么，它就处于被表象的状态中”(冯平，2009)。人在观察物

理现象的时候，观察到的结果大同小异，但是在觉知心理现象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其中涉

及到了心灵呈现能力，也就是表象能力的不同，而表象能力的不同即意味着知觉能力的不同。 

3. 对不同现象的把握方式 

当我们说“听一种声音”、“看一种颜色”的时候，已经不是仅仅使用外部的感受器官对“声音”、

“颜色”等进行觉知，而且还对听本身、看本身进行了觉知。前者是对事物的感性性质的认识和把握，

而后者是对心理现象的把握。对于事物外在的感性性质的把握，只需要我们具有正常的感觉器官便可以

实现，但是对于心理现象把握却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相较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不是现成的、定制的、

摆放在某个地方的客观之物，而是生发性的、创造性的。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就不会有心理现象的出现。 
那么，心理现象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意识以及如何被我们所把握到的呢？布伦塔诺说道，“所有心理

现象的一个进一步的普遍特征乃是：它们只在内意识中被知觉，与此相反，物理现象只有通过外知觉而

被知觉”(冯平，2009)。这一区别性特征虽然不是布伦塔诺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汉密尔顿所提出来的，但

是布伦塔诺本人也是赞同汉密尔顿的提法的。从汉密尔顿对于心理现象这一区分性特征的提法中，我们

可以知道两种不同的知觉方式：外知觉与内知觉。 

3.1. 外知觉 

所谓的外知觉，即“感官知觉”。当我们说“看一种颜色”的时候，是将所看到的这种颜色作为一

个对象来加以观察和认识的。此时，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正因为这种距离的存

在，一方面使得人对对象的观察成为可能——当我们说对某一对象进行观察的时候，是将这个对象单拎

出来作为一个可观察的对象来进行观察；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距离使得人不能深入到对象的内部，只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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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对象的表面现象。因为，主体不是跃入对象之中，从其内部对其进行知觉，而是只能从外部对其进

行知觉，这样的知觉活动只能是一种外观活动。 
由于受到了经验和习惯的影响，我们往往会认为通过感觉器官即眼耳鼻舌身所获得的认识就是真实

的认识。因此，我们很信任也很依赖我们的感觉器官。殊不知，有的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例如，

当我们看远方的铁塔的时候，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铁塔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把一

根笔直的筷子放在盛满水的碗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筷子“变弯了”；当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所能观

察到的彩虹不一定就是七种颜色……这些例子都证明了通过感觉器官所获得的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 
既然外知觉会欺骗我们，那是不是可以由此说明外在对象即物理现象是不存在的？我所看到的颜色、

所听到的声音、所闻到的香味、所触摸到的柔软是否都是假的，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对我们的误

导？布伦塔诺可没有所过这样的话。他只是想告诉我们物理现象只是相对的真，但没有说物理现象不存

在。 
那内知觉所把握的心理现象又是怎样的情形？布伦塔诺认为心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如何确保心理

现象“真实存在”这一点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了内知觉的特征。 

3.2. 内知觉 

因为心理现象不能被还原为外在的感性材料，所以主体不能通过感觉器官对其进行知觉。所以，对

于心理现象的认识是向内的，是深入的觉知，这种觉知不是心灵对某一物理现象的觉知，而是心灵对自

身的觉知，是意识对意识活动自身的关照。布伦塔诺把这种向内的认识能力称为“内知觉”。他说：“有

人可能会指出，这一定义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更顺乎自然的乃是采取相反步骤，即通过知觉活动所

指向的对象的不同来定义这些活动本身。这样，我们可以把内知觉定义为对心理现象的知觉，而这正是

它与其他一切知觉活动的根本区别。”(冯平，2009) 

何谓内知觉？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意识或者心灵对心理现象的知觉。可是，内知觉怎么能知觉到心理

现象的呢？布伦塔诺说过：“每一种心理现象的特征在于具有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对象的意向性的

(亦即心理的)内存在和我们可以略为含糊的词语称之为对一内容的指称，对一对象(不一定指实在的对象)
的指向，或内在的客体性的东西”(冯平，2009)。意向性的内存在是心理现象相对于物理现象来说普遍的、

独具的、显著的特征。所以，布伦塔诺才说：“这种意向性的内存在是为心理现象所专有的。没有任何

物理现象能表现出类似的性质。所以，我们完全能够为心理现象下这样一个定义，即它们都意向性地把

对象包含于自身之中”(冯平，2009)。 

在布伦塔诺这里，所谓的意向性指的是意识或者心灵对于内在的对象的指向能力。这种指向能力是

怎么实现的呢？那就需要人的内意识来发挥作用了。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心理现象只在内意识中被知

觉(冯平，2009)。究竟什么是内意识？内意识是一种内知觉。那什么是内知觉呢？内知觉是一种高度自觉

的意识能力，是当下对自身行为、活动和意识的关照。这种关照不是将一种事后反省，比如某个人很生

气，已经生气的暴躁如雷以至于大动干戈，而等事情结束以后，他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并感到十分

的懊悔。在这个事件中，反省者和被反省的对象之间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反省的那个人其实已经不是那

个正在发怒的人，而是已经发完怒气冷静下来的人。关照是对当下的关照，而不是对事后的关照。在关

照中，关照者和被关照对象没有分开，而是已经融为一体，彼此照应起来。 
上文说到，外知觉所获得的认识是不可靠的。布伦塔诺说：“所谓的外知觉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被

推证为是真实的和实在的，哪怕是凭借间接推理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如果谁信赖外知觉现象，天真地

以为这些现象就是它们本来的、实在的面目，那么我们只能说他被这些现象相互联结的方式引入了歧途。

严格说来，所谓的外知觉根本就不是知觉”(冯平，2009)。那内知觉所把握的心理现象也是如此吗？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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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诺回答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有理由把心理现象称作唯一可能的(就‘知觉’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
知觉现象”。理由是什么呢？布伦塔诺给出来了：“内知觉不仅具有特殊的对象，而且还有一种它所独

具的特征，这就是它具有直接性、不谬性和自明性。在我们的知觉活动中，只有内知觉具有这种特点。

所以，当我们说心理现象乃是由内知觉而把握的现象时，我们由此也就指出了对它们的知觉乃是直接自

明的”(冯平，2009)。根据布伦塔诺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来简要改写一下： 
① 首先，大前提：内知觉具有直接性、不谬性、自明性； 
② 其次，小前提：心理现象是由内知觉所把握的现象； 
③ 最后，得出结论：内知觉对心理现象的知觉乃是直接自明的。 
对于上述分析，有人或许会提出反驳：① 怎么就成立了呢？也就是说内知觉的“直接性、不谬性、

自明性”如何可能的？是什么保证了内知觉是“直接性、不谬性、自明性”的？提出这个反驳的人存在

的错误在于，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直接性、不谬性、自明性”。所谓的“直接性”，例如上文中所说的

“发怒”，内知觉对心理现象当下地把握：不是心理现象先发生，然后内知觉去对其进行觉知，而是强

调一种同时性——心理现象发生的同时，内知觉就已经在运作；“不谬性”即没有错误，由于内知觉是

对心理现象当下的觉知，而不是事后的觉知，所以就保证了认识上的正确；“自明性”即是不需要进行

论证。就像光能照亮万物一样的道理，是什么保证了光能照亮万物的呢？回答肯定是：光本身。一旦仔

细领悟三个词的含义，是绝对不会追问内知觉的“直接性、不谬性、自明性”如何得到保证的。如果非

要问内知觉的“直接性、不谬性、自明性”如何得到保证的时候，那唯一的回答只能是：内知觉本身来

保证。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可能性。 
至此，我们已经区分了外知觉与内知觉之间的不同，也确切地明晰了心理现象的特征。我们每个人

都天生具有内知觉，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进行表象的能力。可是，这种能力是潜在的，需要我们

将其实现出来。所以，布伦塔诺才会说：“不过，但并非是断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而知觉到

一切心理现象，并非是说但凡一个人不能如此知觉到的东西就属于物理现象”(冯平，2009)。 

4. 更为统一的定义 

布伦塔诺通过特殊词项来对心理现象进行下定义，但是这种方式不够统一，所以他致力于探索出新

的更统一的定义：“心理现象这个词不仅指称表象，而且也指称所有那些基于表象之上的现象”(冯平，

2009)。布伦塔诺紧接着说：“这种表象不仅构成判断的基础，而且构成欲求和每一次其他心理活动的基

础。我们不能判断任何东西，除非这些被判断、被欲求、被希望或被害怕的东西事先被表象出来”(冯平，

2009)。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所有心理活动中，表象活动是最基础的活动，其他的心理活动

都是建基于表象活动之上的。下面将以“判断”和“情感”为例来进行说明。 
“判断”与“表象”是两种不同但是又有关联的意识活动(韩震，郑云勇，2006)。其与“表象”的不

同体现在“判断”意味着主体要对某一对象持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而“表象”不具有这种态度。例如，

当我们说“彩虹”的时候，仅仅表达了“彩虹”是一个被表象的内容即对象，其中并没有对这对象作出

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而我们说“彩虹存在”或者“彩虹不存在”的时候，不仅仅表达了被表象的内容

“彩虹”，还对这内容进行了肯定(“彩虹存在”)或否定(“彩虹不存在”)。“判断”与“表象”的关联

体现在哪里呢？“判断”必须是以“表象”为基础的。即是说，在进行“判断”之前，“表象”活动已

经进行着。如果没有对彩虹的表象活动，也就没有对于彩虹的肯定(“彩虹存在”)或否定(“彩虹不存在”)。 
同样的，诸如开心、快乐、难受、痛苦这类“情感”也是建基于“表象”之上的意识活动。例如，

当一个人的身体的某一部位受伤了的时候，他必然会感觉到疼痛。布伦塔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总有一个对空间位置的确定的表象，这种表象一般是与我们身体这一或那一易感的部位相关的。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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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空间位置表象看作是神经刺激的结果，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承认了疼痛情感也是以某种表

象为基础的”(冯平，2009)。就这个例子而言，不仅存在着对某一空间位置(受伤的那个身体部位)的表象，

还存在着对某一特定的感性性质的表象。但是，我们往往会将感性性质和情感相混淆。产生混淆的原因

是没有区分出两种东西：一种是作为外知觉的物理现象；另一种是伴随这种物理现象的心理现象。 
为什么会有人将作为外知觉的物理现象和伴随这种物理现象的心理现象胡乱搅和在一起呢？根据布

伦塔诺的说法，当一个人的身体的某一部位受伤了的时候，他立即具有三种不同的东西：① 某种感性性

质即某种物理现象；② 对这一性质的感觉(或者说对它的表象)；③ 建立在这一表象上的情感。此时，“肤

浅的观察者”会认为②和③是同一种东西。由于①是暂时存在的，而当其完全消失之后，加上③比②更

加强烈，因而我们便由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所剩下的只有情感，而作为这种情感的基础即表象却被

我们弃之不顾。 
除此之外，造成混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础：促成某种情感的某一特定性质与该情感本身具有相

同的名称(冯平，2009)。即不同含义却使用了同一个语词也会造成混淆情况。例如，当我们说“疼痛”的

时候，其实它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① 某一特定的感性性质；② 伴随此感性性质而出现的情感。由于

①与②之间的关系很密切，难免就会出现这种含糊其辞的情况。而这种含糊其辞会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准

确地划分事物。我们如果把物理现象和伴随着该物理现象而出现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的话，那导致的后

果就是：物理现象便不复归为物理的，而成为心理现象的了。所以，严格区分二者是很有必要的。 
无论是表象也好，还是基于表象之上的诸如判断、情感等的其他的心理现象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在这些意识活动中，指向了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外感知所获取的物理现象；另一种是内感

知所获得的心理现象。在表象活动中，例如，当我们说“看红色的花”、“听美妙的音乐”的时候，既

指向“花”、“音乐”，也指向“看”“听”本身。在判断活动中，例如，当我们说“看花”，既是对

物理现象即花进行肯定或否定：花存在或者花不存在；也是对心理现象即“看”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看

存在或者看不存在。同样的，在诸如喜欢、厌恶、愉悦这类情感活动不仅仅指向所喜欢之物、所厌恶之

物、所愉悦之物，而且还指向了诸如喜欢、厌恶、愉悦这类心理现象本身。布伦塔诺说：“情感所指向

的对象并不总是某一外在对象，当我倾听某一段和谐悦耳的乐曲时，我所感觉到的快乐并不是声音里面

所包含的快乐，而是倾听它时产生的快乐。确实，我们甚而可以说这种快乐情感就是以某种方式指向它

自身。”(冯平，2009) 

5. 结语 

从布伦塔诺的系统阐述中，我们知道了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相比于物理现

象，心理现象本身是鲜活的、生动的、丰富的，它不像物理现象是被动地被呈现出来，而是融入了人的

生命体验，在这种体验中，被动的、静态的物理现象作为心理现象的内容并和心理现象形成一个整体表

象出来，构建、创造出生活意义。既然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在研究它们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不能用研究物理现象的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因为物理现象关涉的是物，

而心理现象指涉的是人的心理活动，所以，用研究物的方法去研究人自然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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