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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

+++从%量理宝藏论&的观点分析

彭杉杉%

!刘叶涛!

"%)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四平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

摘3要$作为忒修斯之船难题解决方案的'最佳候选者理论(表明)个体物的同一性判断依赖于人们的选择"而非依

赖于对象本身! 该理论主要在个体物的本体论存在#历史起源及历史发展进程三方面被质疑! 在东方哲学领域"藏传因

明典籍%量理宝藏论&与'最佳候选者理论(的主张存在相通之处! 借鉴%量理宝藏论&对'最佳候选者理论(辩护和修

正"可得如下结果)不存在忒修斯之船的本体同一$不存在本体同一性标准$同一性判断取决于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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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忒修斯之船难题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

" K̀JSNO.G$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其大意是!传说

中的雅典国王忒修斯建功立业所驾驶之船被命名

为'忒修斯之船(& 为表纪念#人们一直维护着该

船& 如果船的某部件"木板%船帆%内部装置等$

出了问题就会被新的部件替换#直到所有部件被

全部更换&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更换完所有部件

的船是否还是忒修斯之船-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

如果不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 %1 世纪

时#霍布斯"b)B'YYTQ$在其+论物体,中对此问题

进行了更深入的延展!如果被换下来的部件得以

保存#待所有部件全部更换后#用这些部件重新组

装一艘与原船在形状和材料组成上相同的船#那

么一直被维修并被更换所有部件的修补船"SGT

OTXN(OT& QG(X$与使用原部件重组起来的拆装船

"SGTOT.'/QSOJ.ST& QG(X$#这二者哪一艘是真正的

'忒修斯之船(-

!

忒修斯之船难题是有关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个

体物同一性的经典问题& 与之相关的讨论大致分

为两类!一类可以归结为'最佳候选者理论("9TQS

FN/&(&NSTbGT'O(TQ$#其基本主张是#如果仅有修

补船或拆装船#它们都可以被称为 '忒修斯之

船(#而如果修补船与拆装船一起出现#则需要人

们从中权衡出谁是原船的最佳候选者)第二类称

为'唯hU原则("SGTc/KIhN/& U Ò(/.(XKT$#其

基本主张是#个体物h与U是否同一仅与h和U

自身的性质及关系有关#与任何第三者都没有关

系#因此#修补船与拆装船无论哪一艘船是真正的

忒修斯之船#都只与其自身有关#无需考虑另一艘

船的存在状态& '唯hU原则(主要基于本体论来

探究个体同一性是否有明确判断标准#而'最佳

候选者理论(则在本体论基础上#基于认识论来

考虑个体同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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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忒修斯之船难题的诸多讨论中#围绕

上述两种方案产生了众多争论#每一争论各有优

长与不足& 追溯东方哲学领域#在集佛教教义%哲

学理论与逻辑推理于一身的因明量论中#也存在

关于对象本体论及认识论的探讨& 其中#藏传因

明典籍+量理宝藏论,关于个体物的理论主张与

'最佳候选者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它们并不

承诺个体物的本体同一性标准的必要性& 本文首

先以'最佳候选者理论(为出发点#阐释其理论主

张及其所面临的困境#然后在此基础上借鉴+量

理宝藏论,的思想#尝试对'最佳候选者理论(进

行辩护#从而为忒修斯之船难题的消解提供方案&

一3发现问题$%最佳候选者理论&及

其困境

为便于说明#按照努南 "B)])@''/N/$在

+唯hU原则,

!中的示意图方式#把霍布斯所构

造的忒修斯之船难题以三种情形表示如下图 %&

图 %3忒修斯之船难题示意图

假设忒修斯之船为 N#情形一是普鲁塔克所

描述的情形#仅涉及对忒修斯之船进行维修和替

换#由此得到修补船 Y)情形三没有维修工作#只

是将N的原木板和构件拆除#并仿照 N重组成拆

装船.k)情形二是霍布斯所设想的情形#在对N进

行维修得到修补船 Yk的同时#将 N的原木板和构

件重组成拆装船 .& 在这三种情况中#实线表示

修补或拆装工作开始之前 N所经历的历史阶段#

情形一和情形二中的虚线表示修补船所经历的历

史#情形二和情形三中的交叉线代表了由 N的原

木板重组而成的拆装船的历史& 由此#'修补船

与拆装船哪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可以转

换成!在情形二中#Yk与.二者哪一个与N同一-

"

对于这一问题#'最佳候选者理论(解决方案

的核心是!并非依据本体同一来确定#而是权衡二

者谁是原船的最佳候选者& 对此主张#布伦南

"4)9OT//N/$展开了论证#

&

第一#同一性并非仅限于日常世界的同一&

个体物是各个可能世界中各阶段的总和#而不只

是现实世界中短暂历史阶段的总和& 因此无法将

其具体地与某个特定世界中某个特定的个体进行

同一性识别&

第二#同一性并不是确定修补船与拆装船哪

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的唯一标准& 我们在哲

学讨论中之所以关注同一性问题#仅仅是因为同

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某些重要的关系有关& 然而

在确定修补船与拆装船哪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之

船时#同一性并不是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根据判断

者的出发点%目的%诉求等进行抉择&

'最佳候选者理论(主张#在情形二中#需要

根据修补船%拆装船与原船的关系特征以及选择

者的出发点来判断哪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例如#修补船在建成之前的某一时间段中与被修

补的忒修斯之船拥有共同的历史#并且由全新构

件所组成的修补船在航海性能上更好)而拆装船

上的构件则是传说中与忒修斯有过直接接触& 因

此#对于注重历史进程关联或者关注航行功能的

人而言#可能更倾向于将修补船视为忒修斯之船)

而对于崇拜英雄忒修斯的人而言#可能更倾向于

拆装船&

'唯hU原则(主张#个体物是否同一只与hU

自身及其关系有关#因此涉及对二者本质的考察&

'唯hU原则(在跨时间与跨可能世界的本质同一

的理论建构中面临种种困境& 与之相比#'最佳

候选者理论(的优势在于不涉及个体物同一性标

准的考察#但它也面临质疑&

按照威金斯"8)](CC(/Q$的观点!若令'

l

(

代表'同一(#则根据'最佳候选者理论(可以假

设#在情形一中#N

l

Y)在情形二中#选定 Yk为 N的

最佳候选者#则 N

l

Yk)在情形三中#N

l

.k& 如果

'最佳候选者理论(主张情形二中的拆装船 .与

情形三中的拆装船.k是一样的#则 .

l

.k& 又因为

在情形三中#N

l

.k#所以#根据同一关系的传递

"5

!

"

#

BNO'K& @''/N/)'bGTc/KIhN/& U Ò(/.(XKT(# 9"%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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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情形二中#N

l

.& 这与我们假设在情形二中

N

l

Yk的情形矛盾& 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在情形二

中N

l

Yk#则或者同一关系的传递性不适用)或者

.

#

.k&如果.

#

.k#则情形二的拆装船 .与情形三

中的拆装船.k不同一#违背了同一律& 故而#当假

设在情形二中N

l

Yk时#或者同一律失效#或者同

一关系的传递性失效!

&

对此#'最佳候选者理论(的一种回应是否认

.

l

.k& 萨蒙"@);NKR'/$主张#事物在不同情形中

所具有的性质具有偶然性& 在情形三中#.并不

存在#所以不能说 .与 .k具有同一性"

& 苏梅克

";);G'TRN0TO$主张'拆装船(并非严格指示词#

因此#'拆装船(在情形三中指称的船 .k与其在情

形二中所指称的船 .并不同一#

& 洛维 "_)

E'ZT$主张#如果个体物有足够多的部分被整合

进另一个体物#那么#原个体物的组成部分就被另

一个体物所占有#并且不再是原个体物的部分&

因为在情形三中#拆下的木板在未拆之前没有被

其他个体物所占用#而在情形二中#拆下来的木板

在未拆之前与船 Yk存在关联& 所以#在情形三

中#拆装船.k的木板是原船 N的木板#而情形二

中#拆装船.的木板不再是 N的木板#故 .

#

.k

$

&

除了否定.

l

.k#皮卡普"M)̀ (.0JX$等人不承认

同一关系的无限制传递%

&

对于这些回应仍然存在相反的观点&

第一#就个体物的本体存在而言#金斯利"4)

:(/CQKTI$认为'最佳候选者理论(通过否认 .

l

.k

来回应质疑的方案并不成功& 他主张如果否认

.

l

.k#那么在情形三中#拆装船 .k与原船 N同一#

而在情形二中#拆装船 .与 N是否同一却是不确

定的)同理#在情形二中#修补船 Yk是否与 N同一

也不确定& 这样#'最佳候选者理论(相当于说#

对个体物而言#其存在性与同一性不是依赖其自

身#而需要从另一处发生的与它没有因果关系的

事件中权衡&

& 在金斯利和努南看来#这无疑是

荒谬的&

第二#就个体物的历史起源来看#努南认为#

如果假设在情形一中 N

l

Y#在情形二中 N

l

Yk#在

情形三中N

l

.k#那么#无论.与.k是否同一#我们

都可以说在情形二中拆装船.的历史起源与情形

三中拆装船.k的起源不同& 这是因为#在情形三

中N

l

.k#N是拆装船 .k的起源#而在情形二中 N

l

Yk#N是 Yk的起源#而非拆装船 .的起源& 由此#

对于不主张本体同一标准的'最佳候选者理论(

而言#该理论会造成一个矛盾性后果!同一事件在

一种情形下构成某个体物的起源#而在另一种情

形下却不构成它的起源'

&

第三#就个体物的历史进程而言#努南主张#

忒修斯之船的历史在情形三中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忒修斯之船被拆装之前的历史#另

一阶段是忒修斯之船被拆装之后的历史& 然而在

情形二中#这两段历史并不是同一艘船的历史&

因为在情形二中 N

l

Yk#因此#Yk拥有 N被拆装之

前的历史)而.作为拆装船#它拥有N被拆装之后

的历史& 因此#如果承诺'最佳候选者理论(则需

要承诺一种不寻常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一种情形

下被拆装前后是同一个实体的历史进程#而在另

一种情形下被拆装前与被拆装后是不同实体的历

史阶段(

&

由此#虽然'最佳候选者理论(具有认识论优

势#但在本体论承诺上面临本体论存在%历史起源

及历史发展进程三个方面的质疑&

二3发现钥匙$(量理宝藏论)中%境&

的思想

追溯东方哲学#因明量论是佛教哲学和因明

推理规则有机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学说)

& 其中#

55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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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量论自成体系& '当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湮

没时#一个在西藏土生土长的佛教逻辑系统却逐

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而延续了印度因明的传

统&(

!萨迦班智达被认为'实际奠定西藏因明学

说的基础(

"

#他所撰著的因明量论典籍+量理宝

藏论,#今日有'寻研藏传因明之学#不可不谈(

#

之评价&

+量理宝藏论,对于境$

%识%以及识取境的

方式进行了系统阐释#这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

度分析和解决忒修斯之船难题提供了一种东方哲

学的视角& 下面对+量理宝藏论,中'观境品(有

关对象的本体论思想进行说明&

!一"在名言实相中'外境不实存

萨迦班智达对'境(给出的定义是'境之法

相&识所知(

'

& 他首先从识的认知对象角度来定

义境#然后从实相与现相的角度对外境进行阐释&

就对象的本体论实质而言#萨迦班智达主张外境

并不实存#而是显现存在***'现外境乃识本身#

此者显现外无有(#其解释为'生一切相即识#彼

亦不成立外境(

(

& 对此#萨迦班智达的证明步骤

是!首先证明对象不实存#也即'不成立外境()然

后证明对象是识的显现#也即'生一切相即识(&

第一#外境不实存& 按照古印度的经部和有

部)的观点#外在的日常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实有#

并且极微"无分微尘$

*+,是构成实有外境的最小单

位& 这与我们的日常直观相符合!外在的日常世

界是实有的#并且每个实存对象都由实存的部分

构成& 然而#萨迦班智达以构成外境的极微不实

存为出发点#论证外境不实存& 他的阐释为!'若

以六俱合#极微应六分)若六一位者#球应唯

极微&(

*+-

该论证可概括为!"%$极微不实存& 假设极

微实存&

!

'若以六俱合#极微应六分(!如果周

围的微尘可以从六方与极微组合#由此极微有六

方#可以再分#这与假设极微不可再分的前提矛

盾)

"

'若六一位者#球应唯极微(!极微如果与周

围的极微没有任何区分#则可与周围的极微融合#

如此有穷个接近无穷小%没有方向%不可再分的极

微的组合仍然是无穷小%没有方向%不可再分的极

微#不能形成有方向%可以分割的实体对象#而这

与日常世界的现象矛盾& 因此#假设极微实存不

成立&

"!$外境不实存& '远离一及众多故#外境无

有相亦无(& 极微是构成外境的最小单位#根据

上述论证#极微的本体不实存#因而依靠诸多极微

所构成的外境也不实存&

第二#外境是识的显现& "%$萨迦班智达从

外境在本质上具有识的性质的角度#证成外境是

识的显现& 其论证为!'不具明现%了知之所知非

有故#一切所知成立心#如牛胡成立牛&(

*+0如果外

境不在识前显现%没有被了知#则人们不能证成外

境的真实存在#因此外境的'存在(如同梦里的境

界一样#是识前'显现的存在(#并非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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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班智达从境与识同时的角度论证境

与识一体& '诸俱缘决定皆非他#如现二月#青色

与缘彼之识亦俱缘故#决定&(

!对此可以分两步

论证& 一是境与识同时& 不存在不显现外境的

识)也无法证成不在识前显现的对境的存在#因此

境与缘彼之识俱缘& 二是境与识一体& 凡不是一

体的对象必定存在非同时出现的情形#已证境与

缘彼之识同时#故二者一体& 由此#萨迦班智达证

成外境的本体是识&

!二"在名言现象中'外境显现存在

虽然萨迦班智达主张外境不实存#但我们日

常直观上认为日常对象是存在的& 对此#萨迦班

智达主张'此者显现外无有(#即虽然对象不实

存#但'显现存在(& 其主张可以阐释为!

第一#极微显现存在#故外境显现存在& 对象

由极微作为最小的单位而构成#已证明极微不实

存#因此对象不实存& 极微是非实存而显现存在#

所以由极微构成的对象也是显现存在&

第二#显现存在的外境可以产生同类的显现&

萨迦班智达主张'是故对境有二果(& 对此#他解

释为#'如于似瓶境#由彼受取之因是!已作瓶之

第二刹那生色法#作根之助伴#于眼之行相生似色

之识#生二成就&(

"索达吉堪布解释为!任何一个

法都可以产生两种作用或果& 第一种果是它自己

的相续没有毁灭之前#一直不断地出现同类相续

的法& 比如说柱子#第一刹那的柱子产生第二刹

那的柱子#第二刹那的柱子产生第三刹那的柱子#

这样一直延续#在没有被其他事物摧毁相续之前#

它一直产生自己同类的法)第二种果是可以产生

眼识%身识及其他的根识#这是它的另一种

作用#

&

由此萨迦班智达论证#虽然对象不实存#但日

常世界中显现存在的对象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显

现存在&

第三#境的真伪判断依赖于共识& 就日常世

界而言#我们对于外境有真伪判断& 例如#我们认

为天空中有一个月亮#而非两个月亮& 对此萨迦

班智达主张#这是由于'习气坚固不坚固#能立真

实与虚妄(& 其解释为!'虽等同无境#然由熏习

坚牢之门#安立执一月与白螺等为量)执二月与黄

螺等熏习不牢故#立为非量&(

$对象并不实存#对

于显现存在的外境的真伪判断是以人们的'熏习

坚牢(的共识为标准& 因为人们共同所见空中只

有一个月亮#故以此为正量#而以空中有两个月亮

为非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萨迦班智达主张#对象不

实存#因此没有本体论标准来确定同一性#其判断

依赖于人们的共识& '最佳候选者理论(主张我

们并非依据本体论标准从修补船与拆装船中确定

真正的忒修斯之船#而是依据认识论标准权衡原

船的最佳候选者& 萨迦班智达的主张与其存在类

似之处& 故以下借鉴+量理宝藏论,的主张#尝试

对'最佳候选者理论(给出修正方案&

三3方案修正$对%最佳候选者理论&

反驳观点的回应

'最佳候选者理论(的反驳意见可以归结为!

如果不承诺个体物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标准#则个

体物的存在不确定)个体物的起源不明确)个体物

的历史进程不唯一& 这三个结论是建立在如下预

设基础上的!个体物实存#个体物同一性标准是必

要的#个体物同一仅依赖于自身& 而'最佳候选

者理论(不主张个体物同一性标准在本体论上的

重要性***我们在哲学讨论中关注同一性#或许

仅仅是因为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重要的关

系相关联%

& 相比确定本体同一性标准而言#'最

佳候选者理论(的主张者更看重修补船与拆装船

二者与忒修斯之船的关联以及判断者的出发点%

目的%诉求& 因此#'最佳候选者理论(与其质疑

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存在个体物的本体

同一- 是否需要本体同一性标准-

很多学者质疑甚至否定'唯hU原则(捍卫本

体同一性标准#例如#梅里克斯"b)MTOO(.0Q$等主

张根本不存在跨时间同一的标准& 基于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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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彭杉杉#等!对忒修斯之船难题'最佳候选者理论(的辩护

认为#如果仅从是否拒斥同一性标准的角度出发#

忒修斯之船难题是不会自行解决的!

& 因此#需

要从更深层的本体论角度出发#才能对忒修斯之

船难题以及'最佳候选者理论(的修正提供可借

鉴的解决方案& 借鉴萨迦班智达的主张#可从两

个主要分歧上进行回应#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个体物的本体同一并不存在& 构成个

体物的最小单位并非实存#因此#个体物并非实存

而是显现存在& 显现存在的个体物可以产生同类

的显现#所以人们在一个时间段内感知个体物同

一#然而这只是显现同一#并非本体同一& 针对忒

修斯之船而言!

"%$个体物的本体同一不存在#故而 .

#

.k&

威金斯假设在情形二中如果N

l

Yk#则导致或者同

一律失效#或者同一关系的传递失效的质疑可解&

"!$情形二与情形三是独立情形且本体同一

不存在#故同一关系无法传递& 金斯利的反

驳***如果否认.

l

.k#则在情形三中拆装船 .k与

原船N同一)在情形二中拆装船.%修补船 Yk是否

与N同一不确定***失效&

""$个体物不实存#因此并不存在个体物的

起源与历史进程同一性#努南所持有的关于起源

与历史进程的反驳意见不成立&

第二#日常世界的真伪判断依赖于人们的共

识& 日常世界中#人们认为个体物有起源%有历史

进程%有同一与否的判断%判断有真伪等等并不存

在本体论基础#而是依赖于共识&

就忒修斯之船而言#我们在情形一中认为修

补船 Y是忒修斯之船#在情形三中认为拆装船 .k

是忒修斯之船#这并非是因为 Y与.k在其构成%起

源或历史进程中与忒修斯之船同一#而是因为人

们的共识& 对于情形二而言#修补船 Yk与拆装船

.究竟谁与忒修斯之船同一#同样取决于人们的

共识& 这种共识可以表述为是对最佳候选者的

共识&

由此#借鉴萨迦班智达+量理宝藏论,中对于

'境(的主张#可以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得到!个体

物的本体同一并不实存#而且本体同一性标准并

不必要& 这可为'最佳候选者理论(提供一种可

能的辩护与修正& +量理宝藏论,不仅不承诺跨

时间的同一标准#甚至不承诺个体物实存& 这从

本体论上打破了'唯 hU原则(的预设#从而使

'最佳候选者理论(在个体物存在%起源以及历史

进程上摆脱质疑&

上述并非一家之谈#'纯粹本体论意义上的

事物不得不经历人的认知的主观把握#并在语言

上将这种把握结果表达出来#从而形成客观世

界***思想世界***语言世界之间的意义流

转(

"主张需要从日常世界与思想世界关联的角

度对个体物进行探究& 此外#有学者主张#维修与

拆装是否可以保持同一性#同一性是否可以传递#

一个物体是否有本质部分#完全取决于所讨论的

两个物体能否满足我们的利益诉求& '缺少了本

体#缺少了基于本体的同一#我们并没有真的缺少

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本体的同一性就是一

个多余的虚构# 应当用奥康姆剃刀来加以

剃除&(

#

结语

在个体物同一性的观点上#+量理宝藏论,与

'最佳候选者理论(存在相同之处#它们并不主张

个体物的本体同一性标准是判断个体同一的必要

条件& 因此#借鉴+量理宝藏论,对'最佳候选者

理论(进行辩护具有可行性&

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不承诺个体

物实存#这可以消解'最佳候选者理论(所面临的

本体论质疑& 同时#这一主张可对'唯 hU原则(

所坚持的本体同一性标准存在且必要的观点提出

如下质疑!如果个体物本体同一标准存在#那么什

么是其标准- 是本质同一还是构成部分同一- 如

何证明本质同一或构成部分同一- 本质或其构成

部分是否需要追溯到最小构成单位- 最小构成单

位是什么- 最小构成单位是否实存- 这些问题是

'唯hU原则(一直面临却难以解决的问题&

日常世界中#我们之所以认为忒修斯之船的

本体同一是可以判断的#这是因为预设了本体同

一存在#预设了同一性标准存在& 对此#萨迦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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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主张!'现外境乃识本身#此者显现外无有('远

离一及众多故#外境无有相亦无(& 其理论可阐

释为!个体物不实存#因此不存在忒修斯之船的本

体同一)不存在本体同一性标准)同一性的判断并

非依赖于客观标准#而是取决于人们的共识&

+量理宝藏论,对个体物的本体论阐释不存

在'唯 hU原则(的困境#同时也可为'最佳候选

者理论(提供辩护& 由此可以看出#因明量论思

想不仅在理论框架上自成体系#借鉴其观点亦可

尝试对当代逻辑哲学热点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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