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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從它形成開始，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認識。但是，對認識本身進行認識和

研究，並形成作為哲學組成部分的認識論，則是同哲學的產生相聯繫的。認識論

的任務是揭示認識的本質，揭示認識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力求使人們的認識

成為符合客觀實際的認識。歷史上和當代的許多認識論往往用不同的方式對認識

的本質和規律作出歪曲的解釋。這些解釋的不同往往也是與其文化背景連在一起

的。 

受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主導思想影響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思想的時候經常會

忽略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以西方的方法論及其概念和範疇體系為唯一標準的研究

者當然無法看到以不同思維結構為基礎的方法和構思。 

在西方論語中佔優勢地位的自然主義知識論的主題乃是在很大程度上獨立

於理解主體的外部世界（或客觀實在）。中國傳統的，以及某些現代的知識論可

以被稱作關係知識論（relational epistemology），因為它們關涉的主題是關係。這

種關係形成一種結構。這種思想基於中國傳統的知識論，因為它認為我們以外的

世界結構與我們內心的結構是一樣的。就是因為這種結構上的統一，我們才能接

受和理解外物。因此，中國的認識論認為：屬於內界的與屬於外界的相聯合而成

的一種結構（理）則是萬物及所謂外來世界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