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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戴震所认为的身心关系，并非还原论的由血气而心知（而神明），而是心身从物

质上无从化约，心是作为一种精气来“主宰”百体，提供合目的性的功“能”。

由此形成了戴震自然、必然、本然三元的性论架构，其中本然指身心两种气的

理想状态，普通气的理想是其流行“顺”达无碍，精气的理想是充分发挥其功

能，认识终极的“常”或者说必然性。唯有兼顾到这三个方面，“不离乎材质而

不遗理义”，始为全面的“人”性论框架。戴震以此全面（而又一本）的人性论

来评判各家学说的优劣。所以当戴震简化地谈论“必然乃自然之极则”、“归于

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二元关系时，只是在实体与状态（属性）之间做区分和

勾连，强调理想的必然的状态除了血气和心知这两类实体外并无应用的领域。 

关于精神活动的内部，戴震主要区分接受性的魄（灵）和自发性的魂（神），大

约只有魂对应心知，而魄是百体之觉。两种精气与普通之气是单纯的主宰、支

配还是内在于后者，如何据此来解释无生物、植物、动物和人不同层次的心

灵，又如何追溯戴震灵魂观念的来源，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而戴震“能”暨

“常”的概括暨其与心知自发性的勾连，则是本课题最迷人之点。自发性之知

在本性上要跳脱经验，去推想更高远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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