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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论习惯的本性与作用
###基于感性情感分析!

刘晋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G"""K#$

摘D要!休谟哲学坚定地贯彻了经验原则与怀疑原则$最为显著的是他立足于习惯,情感,

信念等人的自然本性来怀疑理性的权威$探求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度% 习惯在休谟的人性哲学

中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概念$对于整个休谟认识论思想的构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休谟的著

作中不难发现$习惯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性呈现出感性特性$并且在因果推断中发挥主导作

用$从而使因果推断具有可然性而非绝对必然性$这就将感性情感推到了首要地位$凸显了一

条感性经验推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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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休谟曾讲"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在休谟

的认识论思想中"他所极力强调的是经验中的恒

常会合 '8,.<?/.?8,.J(.8?5,.()习惯感觉心理倾

向)主观感觉等非理性的人性理论观点"他用习惯

这个关键的人性原则有力诉说了因果推断的可然

性本质以及感觉心理活动在推断中的绝对地位#

休谟将知觉' Z7-87Z?5,.<(分为印象'5VZ-7<<5,.<(

和观念'5:7/("并将观念是印象的摹本作为认识

论的第一原理"以此为基点"经习惯便得到了因果

推断"在其中的过渡转移过程中"习惯无疑是最为

关键的# 因此"习惯的本性到底是什么3 它有什

么作用3 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回到休谟的

原著中来探求"特别是/人性论0和/人类理解研

究0"这也有助于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休谟在认

识论思想中的思维进路#

一%习惯的感性本性

"一$习惯的形成过程)))无意识%非理性的

形成过程

休谟从过程性的角度对习惯进行了阐明"即

%因为任何一种动作在屡次重复之后"如果产生

了一种偏向"使我们不借理解的任何推论或过程"

就容易来再度重复同样动作"而我们总说那种偏

向就是习惯&

1#2&#

# 由休谟对习惯的这种形成过

程的表述"按其形成的次序"我们可以得出习惯形

成过程的几个要素"第一个是需要经历屡次的重

复过程"也可以说是深刻体验到物象的恒常会合-

第二个是产生一种行为或动作倾向作为屡次重复

的结果# 当我们觉察 '与 ;两个印象经常结合

在一起时"我们便会日渐产生一种倾向"习惯于凭

借''或 '的观念(的出现来把我们的思想转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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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观念上# 正如我们看见火就想到热一样"

这是一种强大的惯性和心理倾向"不会轻易地被

改变-第三个是产生的这种倾向能够被动地)不自

觉地被运用到对将来的推断中"通过这种倾向来

直接地)无思考地)迅速地来期望以后类似情况的

发生# 通过对这三个形成要素的揭示和具体分

析"可以概括地说"习惯的形成不依赖于理性"不

需要经过任何新的推理过程"是一个日积月累的

自然过程# 黑格尔对此曾讲$%我们把普遍性与

必然性结合到一起"这一种普遍性其实不过是习

惯#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后果"于是我们就养

成了一种习惯"把这种联系看成一种必然的联系#

因此"所谓必然性乃是一种偶然的联想"是习惯养

成的#&

1!2!!%从正面讲"习惯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经

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依赖于过去物象间的恒常会合

才能逐步得以形成"而且这是一个不自觉"无意

识"非理性的自然的形成过程#

"二$习惯的两种类型)))形成原因不同而

感性本质一致

休谟对习惯进行了定义"即%凡不经任何新

的推理或结论而单是由过去的重复所产生的一

切"我们都称之为习惯&

1G2#!!

# 同时"他又具体区

分了两种形成原因不同但本性相同的的习惯"

%我所认为产生一切信念和推理的那种习惯"可

以在两种不同方式下作用于心灵"因而加强一个

观念&

1G2#GM

#

#*由自然原因形成的习惯"即%由于对象恒

常会合的屡次重复造成的心理倾向&

1&2#&$

# 这是

休谟着重讨论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心灵在不

自觉的状态下"客观地渐进形成的"无任何的理性

推理成分"被主观的直接感觉所控制# 假使在过

去的诸多经验中"我们发现两个对象永远结合在

一起"那么"当其中一个对象的印象出现时"我们

就会根据这种习惯容易地推移到通常伴随它的那

个对象的观念上#

!*由人为原因形成的习惯"即通过后天的持

续教育所形成的心理倾向# 休谟曾表示"这是多

数哲学家所不承认的"但是"休谟却对此种习惯给

予了平等对待"他认为在许多场合下"由受教育所

形成的习惯接近甚至能压倒那种由因果的恒常结

合所养成的习惯# 我们从小受教育影响就习惯了

的那些对事物的意见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即使

用理性和经验的全部力量"也难以将其拔出#

通过对两类习惯的定义分析"我们可以较全

面地认识习惯的本质特征和感性本性$首先"习惯

是我们的心灵受重复敲击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心理

倾向"它与反省和理性无关# 其次"习惯是一个人

性原则"它不受任何推理的影响"只是习以为常而

已"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三$习惯的感觉心理本性

从对习惯形成过程的步骤要素和类型的分

析"可以看出"习惯的形成与理性没有丝毫关系"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理解过程"也不容有任何的思

考时间"它是自然地)被动地形成并长久地成为了

人的一种感性本能或自然本性"它完全是人心的

一种瞬间的感性心理感觉#

习惯一经形成便会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不可阻

挡的偏向引导作用"这是一种看起来顺其自然的

感性心理活动"而且是那么的不自觉地引导着我

们的判断方向# 正如罗素所讲$%休谟的哲学对

也好)错也好"代表着十八世纪重理精神的破

产&#

1M2!!$那么习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它

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它在休谟的因果推断中到底

扮演着何种角色"下面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和分析"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思维链条#

二%休谟的三个发问)))引出习惯

在上文中"我们主要围绕习惯这一概念对其

特性和类型进行了初步阐述和分析"凸显了习惯

的感性本质# 那么习惯在休谟哲学中是如何被引

出的呢3 在此"休谟通过严谨的层层发问而将习

惯放在了问题答案的关键位置# 首先休谟从我们

心理的感觉出发"来表述了我们看到当下物象便

产生对未来推断的那种自然期待"即%我们在看

到相似的可感性质时"总是缪想"它们也有相似的

秘密能力"而且期望它们会生出一些与我们所经

验过的结果相似的一些结果来&

1#2GG

# 在这里"休

谟所讲的谬想应该是指想象力"之所以这样表述

是为了突出想象力的那种原初的感性不规则性与

活跃性"同时也暗含了习惯对想象力的活跃与强

力导向作用# 任何观念的一再重复"便会将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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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固定在想象之中"习惯借此便也发生了作用"

引导着去想象未来的相似结果# 经验是我们过去

见到的物象的恒常会合"能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只

能限制在我们在认识那些物象的过去的那个时

期# 所以"从当前来说"经验总是过去的"但是"我

们根据经验推断到的是未来的东西"根据过去推

移到未来# 这里面分明是有一个推移过程# 就如

休谟所讲"%至少我们也得承认"人心在这里推得

一个结论"在这里有一个步骤"有一种思想过程"

有一种推论"需要我们的解释&

1#2GG

# 那么%这个

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见的

仅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

1#2GG

"原因就是人的

习惯# 史密斯'e/VZ @V5?3(曾给以习惯重要肯

定"他讲$%我从未断定这样一个荒谬的命题$任

何事情的产生可以没有一个对应的原因# 我只是

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断定这个命题是虚假命题

的那种确定性既不是来自直观"也不是来自解证"

而是另有来源#&

1H2&#G这里所说的这个来源就是

习惯#

现在便可以完整地从正面回答休谟在因果推

断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关于

实际事情的一切推论"其本性是如何样的3 回答$

建立在因果关系上# 也就是说关于实际事情的一

切推论都是一种因果推断#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

关于那个关系所有的一切推论和结论"其基础何

在3 也就是说因果关系的基础是什么3 回答$经

验# 第三个问题是"由经验而得的一切结论基础

何在3 即我们由经验得来某些物象恒常结合在一

起"那么"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物象是如

何推断到未来的结论的呢3 也就是说因果推断如

何可能3 回答$习惯# 习惯是%由经验而来的一

切推论的最后原则&

1#2&#

# 这里用了%最后原则&

来表明习惯的重要地位"也就赋予了因果推论以

感性的特质#

三%对理性先天作用的怀疑)))拒绝

理性对感性心理的支配

休谟所讲的理性主要是指对观念的关系的抽

象推论'解证(和关于实际事情与存在的经验论

证'实证(# %人类理性'或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

自然分为两种"就是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

情#&

1#2!H休谟之所以要对理性的先天明证和确定

性作用进行怀疑"就是要反对唯理论所推崇的那

种脱离经验并先天地具有无限能力和自明知识的

理性"从而拒绝理性对意志和情感的支配作用"以

确立他的经验性原则和自然感性原则"将代表不

规则的感性心理的习惯在因果推断中推上主导地

位"进而怀疑因果关系的必然性# 这正如张志林

所指出的$%要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限度"自觉抵

制理性的狂妄&#

1K2$H休谟对理性作用的怀疑主要

从理性的论证和推论入手"来揭示解证知识的不

可靠性"从而将全部知识都归结为可然性推断#

休谟认为"几何学是以人为的方式来确定数形比

例关系的"其普遍性和精确性虽然超出了感官和

想象的粗略判断"但是它永远也达不到完全精确

的程度# %几何的证明没有一个达到这样的程

度# 它正确地设定形的度次和比例"但只是粗略

地"而且有些任意# 几何学的错误从来不是重大

的"而且如果几何学不是企图达到那样一种绝对

的完善"它就根本不会错误#&

1G2#GM休谟并不是怀

疑其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规则"而是根据其推理

过程的易错性"引出全部理性科学的知识将失去

其明证和确定性的必然性而成为可然性推断"从

而将理性划归入感觉心理活动"进而将知识的可

然性推断阐述为它不是由理性决定"而只是一种

感觉或者说一种习惯性联想# 习惯虽然可以描述

性地说明因果推断的过程"却不能为之提供有力

的辩护"因为习惯是自然在我们心中培植的一种

盲目的本能"它与其他的感官本能等一样"是可以

错误的# 我们不能控制习惯对心灵发生作用以致

引起习惯性联想"但是习惯性联想的结果却不一

定总是正确# 因此"可以说"尽管我们依照习惯行

事"并一般会获得成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会永远

绝对成功# 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休谟对人类

精神官能和理解能力的怀疑"这也透视出休谟怀

疑主义的那种保持永不满足)永不终止的探究

态度#

休谟对于理性能力的怀疑并没有从正面来提

出观点对其进行反驳"而是从理性所发挥出来的

作用及影响的角度来揭示其中的与预期的不一致

性"从而得出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局限# 正如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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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9@?-,(:(所讲$%休谟没有直接提出一

个贬低理性作用的肯定理论-他试图独立地表明"

理性实际上也不能够具有被传统地认定所具有的

那种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1$2#G O#&当然"休谟尽

管反对极端的理性主义"怀疑理性的先天作用"但

是他并不是完全抛弃理性"而是主张限制理性作

用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感性经验"必须是在感性

经验这个大背景下"理性才能获得一席之地"才能

得以保留#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理性所能发挥的

作用需持有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 理性决不会支

配感性情感"感性情感总是处于第一位的#

在此"我们不妨来借鉴一下斯特德 ';/--9

@?-,(:(对休谟论述人性的思路所作出的分类方

法"即分为了两个部分$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

面# 否定的方面是指通过对因果关系和因果推断

的可然性的揭示来否定绝对必然性"也就拒绝了

理性的支配作用"从而为正面论述人性的自然能

力和原则做好铺垫# %只有在否定性的怀疑主义

论证被认为独自成立以后"肯定性的心理或自然

主义的解释说明才被介绍# 所以这里实际上对传

统的理性概念有着双路地攻击#&

1$2#M O#H在正面论

述人性中"主要是以信念和必然联系的观念为中

心而展开的"这也就是人性的肯定方面# %休谟

以否定的方式表明"传统的理性概念如果按照它

本身确定的条件"就意味着一切人类信念和行动

的毁灭-而他提出一种肯定性的理论"不需那种传

统的理性概念就可说明人类的一切信念和行

动#&

1$2#H斯特德';/--9@?-,(:(认为"休谟的这种

正反两方面的论述首先对传统理性进行了冲击"

同时对人性所具有的习惯)信念等自然感性本能

更是一种很好的揭示和证明"从而最终将人的感

性情感推向了首要的地位#

四%习惯在因果推断中的主导作

用)))将感性情感推至首要地位

在因果推断中"%习惯对于心灵有两种原始

的效果"一种是使任何行为的完成或对任何对象

的想象顺利无阻"一种是以后使它对于这种行为

或对象有一种趋向或倾向&

1G2&H"L&H#

# 习惯通过对

想象的活跃赋予其一种强力和活泼性"使我们的

想象力由一种印象转移到一种观念上去# 当我们

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结合着的时

候"我们的想象力就会凭借一种自然推移作用由

第一个对象的出现转移到第二个对象的观念上"

这种推移过程是直接而迅速的"它发生在反省之

前"而且不会被反省所阻止# 这就是习惯在因果

推断中发生作用的一个整体过程# 那种自然推移

作用就是习惯的作用"在习惯发生作用的过程中"

虽然想象力直接对未来的推断产生影响"但是想

象力受制于习惯"也就是说"%习惯是先发动的"

并给予想象以一种偏向&

1G2#K#

# 所以"在因果推断

中"习惯主导着推断的过程始终"从不同角度看"

习惯起着不同的作用# 具体来讲"习惯在因果推

断中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一$习惯的决定作用)))一种自然的感性

心理过程

%我们如果说"在看见两个物象!!!如热与

焰"重与硬!!!恒常会合以后"我们就可以仅被习

惯所决定"由此一物象的出现便期待彼一物

象&

1#2&#

# 在此"休谟突出强调了习惯的决定性作

用# 人心根据过去物象的恒常会合"不借助任何

的理性推理"就自然地转向未来相似物象"这是一

个来不及反省的迅速的)立刻的过程"可以说是一

个自然的感性心理过程# 由物象间的恒常会合的

屡次重复养成了心中的习惯"继而再由习惯进行

因果推断"这两个过程都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过程#

可以说"习惯的形成过程和因果推断的发生过程

即习惯发生作用的过程都是自然而然地)不知不

觉地发生和起作用的"不是有意识地)靠步步推理

的逻辑程序所完成的"我们的思维)反省)推论等

根本就没有参加上述自然心理活动的形成过程#

习惯的形成过程和因果推断的思路过程即由过去

的经验经习惯推至未来相似的物象的推断"这完

全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 我

们可以描述其过程"但无法给出其理由-我们来不

及反省"习惯就已发生了作用#

"二$习惯的强制作用)))一种感性心理强

制倾向

休谟在强调习惯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显示

出了习惯的强制作用# %再假定这个人已获得了

较多的经验"并且在世上活了些时"一经观察到相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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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一些物象或事情是恒常地会合在一起的# 那

么"他这种经验会有什么结果呢3 他会由一个物

象的出现立刻推出另一个物象的存在来# 但是他

虽有这些经验"他却不曾对那个使此一物象产生

彼一物象的秘密力量有任何观念或知识-而且他

所以有这种推断"也并非凭借于任何推论的步骤#

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自己非如此推断不可-而且他

虽然相信"他的理解并未曾参加这种作用"但是他

仍然要继续同样的思想方式#&

1#2&#可以看出"在

休谟看来"在因果推断中"理性和理解作用面对习

惯这一自然的心理倾向是完全失效的"习惯强制

人的心灵如此"人的心灵就无半点的主动性和反

省推理# %习惯一经形成"便会对我们的心灵产

生几乎难以抗拒的强制作用#&

1&2#&$在习惯的决定

与强制作用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休谟以人性原则反

对理性原则"以经验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以感性心

理本能反对理解过程的基本论调#

"三$习惯的中介作用)))连接感性经验与

推断结论的桥梁

休谟明确提出%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

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

1#2&!

# 这也就明

确地表明了因果推断不是由理性推论得来的"它

毫无逻辑性# 在休谟看来"因果推断是顺其自然

的事情"它就是人心自然的习惯性联想"或者说人

心自然本能的倾向# 当然"经验非常重要"它是最

原初的奠基石"连习惯也是由它所造就的# 因果

推断之所以能推得未知和未来"就是因为有过去

的经验积累这块基石为支撑# 经验固然重要"但

是"若没有习惯的指导"那我们除了以前的记忆和

当下凭借官能看到的物象之外"就不会推得任何

的有益结论# 经验也就只是一系列简单堆积的物

象而已"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有益的作用#

这就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没有习惯的引导"经

验永远都是毫无价值的石头# 习惯正是休谟在经

验面前的画龙点睛之笔"它使因果推断得以可能"

使我们能持续获得经验性的推断与知识以为生活

发展服务"并促使我们不断追求与进步# 正如休

谟所说"%习惯就是人生的最大指导# 只有这条

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并且使我们

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 如果没有

习惯的影响"那我们除了当下呈现于记忆和感官

的事情而外"完全不知道别的事情# 我们将永不

会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

们将永不会运用我们的自然的能力来产生任何结

果# 如果这样"一切行动都会立刻停止"大部分的

思维也会停止&

1#2&G

#

艾耶尔'@5-*'01-7: +(07<'97-(对此指出$%我

们必须记住"休谟是要把因果关系作为事实推理

的根据-因此必须在因果关系上架起一座桥梁"使

我们可以从一个实际事情的真实信念安全地过渡

到另一个实际事情的真实信念#&

1%2##"在这个过渡

的过程中"习惯正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已知

与未知连接起来"将经验与推断的结论连接起来"

将观察到的东西与未观察到的东西连接起来# 为

了表明习惯的这种推移连接的过程"休谟曾举了

两个命题的例子如下$'$我曾经看到"那样一个

物象总有那样一个结果伴随着它-;$我预先见

到"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也会有相似的结果

伴随着它# 由'到;的推移过程需要一个媒介"

将其连接起来"这个中介就是习惯# 在这里就凸

显了习惯的连接作用# 没有习惯"'与 ;永远是

分裂的"或是说只有'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我们

的认识进程也将止步#

从上面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在因果推断中"习

惯从不同方面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正如伊丽莎

白.@

!

拉德克里夫']/:805117"A*@*(所讲$%我

的心灵超越现在"进入将来"不是因为理性发现了

观念之间的联系"而是因为习惯创造了这种联

系&

1#"2G#

# 习惯综合地主导着因果推断的进行"使

因果推断充满了感性情感的粒子"充满了不自觉)

非理性与无意识性#

综合上面的阐述和分析可得"习惯的形成和

类型显示出了习惯的感性心理本性"而习惯在因

果推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就使因果推断充满了

主观性与非确定性"使感性情感在推断中获得了

首席地位# 习惯的形成与发挥作用的过程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感性心理推断路线"在这条路线中"感

性情感占据着首要地位"一切都以此为基础# 休

谟用习惯这一概念作为论证因果关系的切入口和

关键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条崭新的具有独创性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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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进路"为之后的研究探求提供了重要方向

和引导# 正如周晓亮所讲$%休谟的习惯性原理

的意义不在于它对生活有多大的影响"而在于它

为因果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心理学的类

型#&

1##2#GH的确"休谟提出的第三种类哲学即精神

哲学或人性科学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他把注意

力从对终极原始原则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上

移开以求集中精力来描述我们通过经验和观察能

发现的人性的%原始的原则&"即形而上学的消除

和经验的)实验性的人性科学的建立# 休谟将习

惯作为人性原则"并不是要获取确切的真理和规

则"而是要探求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是要展现人

心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来描述一副心理地图即新

思维的画面情景"这也正使休谟的精神哲学思想

具有了温和折中的灵动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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