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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20081117: 康德會如何談智與識？

在康德思想中，「智」與「識」之關係可與Erkenntnis überhaupt（cognition in general or cognition as
such）以及Erkenntnis（cognition）相仿。Erkenntnis是通過統覺而成的在經驗中的認知意識；Erkenntnis
überhaupt中的 überhaupt並不是指經驗被抽象後的普遍性，而是指先驗意義的、具有統攝、制約與生成功能的普遍
性，而Erkenntnis überhaupt是一種特殊的先驗認知。

Erkenntnis的生成，分析地來說，是下列條件的俱足：一、The synthesis of apprehension in intuition～表象/意識的
第一條件:感官能經過觸發，五官能受作，感覺能在想像力的製造裡生成並「將能」被領受，此即有直觀（想像力的
製造）之領受的可能根源；二、The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in imagination～表象/意識的第二條件:想像力能按照
知性（概念規則的能力）給予的適當規則進行聯想且同時產生直觀（想像力的再製）之可能根源;三、The synthesis
of recognition in concept～表象/意識的第三條件:知性的概念能統攝該直觀對象，即所謂（後設地說）的「能將直觀
關聯於思想主體I-think以至表象/意識生成」之可能。我在此機體地、發生地來說，在表象/意識的發生裡，發生的方
式能有客觀方式（當然也有非客觀方式），由於發生先於對發生之認識，且發生方式限制發生本身以及對發生之認識
的方式，（此乃所謂先驗之意義），所以按照客觀方式生成的表象/意識能被客觀地認識與溝通，這樣客觀的認識，
即是Erkenntnis，而藉由可用之物象徵客觀直觀之生成方式使溝通者雙方能產生同樣得Erkenntnis、或者產生對該同
樣的Erkenntnis的同一意向性。而上述的分析之機體發生意含如下：表象/意識即是直觀，有客觀直觀者，只在心智按
照客觀方式運作、即，表象/意識按客觀方式被生成、被認識的條件下，始能存在，而該發生方式之客觀性被喚作概
念的，該發生方式之直觀結果被喚作直觀的，實為唯一整全機體，為心智運作、表象/意識生成之本身，在此意義下
，Erkenntnis也可說是心智的運作方式之一。

而Erkenntnis的存在，必須需要感官觸發之感覺「能」被領受、我們的直觀「能」與那能被領受的同一、且該直觀「
能」以一客觀有效且可溝通的方式產生。這，即是Erkenntnis überhaupt的第一層意義。假若說，Erkenntnis如康德
所言，是想像力尊從知性之規範產生貞定的聯想，而該聯想即為表象/意識亦即為對表象/意識的認識，這表示在想像
力與知性之間有著一個適洽的、相互含攝的關係，用康德的語彙，想像力與知性互有合目的性，該合目的性是Erken
ntnis的先驗架構，這個先驗架構即是Erkenntnis überhaupt。Erkenntnis überhaupt在這層意義裡，是指想像能力「
能」按照知性能力之規範聯想，而知性能力「能」要求想像能力規範地、客觀地聯想構成表象/意識。

不過，我接著說，當想像能力「能」按照知性能力進行貞定式的聯想時，便出現了「能」不按知性能力進行貞定式聯
想的可能：貞定，必有未定者待貞定；被貞定者假若能被推翻，貞定之推翻必告示著未定者實際存有，不論在貞定之
前或貞定之後（其實前、後者只能對被貞定者來說，對於未定者並無先後之差別）。貞定之推翻，即是不按知性要求
而聯想的想像。不斷貞定、不斷推翻，生生不已，審美也。不斷審美直至反省（未定者）被注意到，即是想像力與知
性之間的合目的性被素樸地體會到，功夫地來說，這便是心智的能力被鍛鍊到可以專注在自身之上；分析地說，「純
粹的想像能力被純粹的知性能力認識」；亦即，機體發生地說，直觀被以非客觀的方式欣賞到；此乃Erkenntnis
überhaupt的第二層意義。Erkenntnis überhaupt在這層意義裡，在「反省」之中以「反省」之姿，伴隨著「喜悅」、
「無限」、「共通」、「非時非空」、「崇高」之感被體會。

如Erkenntnis überhaupt此般的先驗認知是Erkenntnis的先驗條件，一方面允許且統攝Erkenntnis的生成與我們對其認
識，另一方方面是Erkenntnis的生生本身（生生而未成），既為一切Erkenntnis成就之本源，也為一切Erkenntnis 成
就之結構，作為一個先驗理念，我們在貞定與未定之間看到未定者（先驗理念）以「未定、生生而未成、不斷發生」
、「究竟本源」、「最高統攝結構」的姿態，伴隨在經驗裡的「喜悅」、「無限」、「共通」、「非時非空」、「崇
高」之想望而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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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enntnis的生成，分析地來說，是下列條件的俱足：一、The synthesis of [apperception] APPREHENSION in intui
tion～表象/意識的第一條件:感官能經過觸發，五官能受作，感覺能在想像力的製造裡生成並「將能」被領受，此即
有直觀（想像力的製造）之領受的可能根源；二、The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in [imagintaion] IMAGINATION～
........（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