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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文明启蒙，也产生了工

业文明弊端，即个体物化，人类生命片面追求目标、管

理、效率，国家主义与经济体制宰制教育体系等。十九

世纪战后，R.Steiner 在欧洲发展自创的“人智学”，质疑

国家主义、经济体制宰制的教育政策，批判片面强调智

育发展的教育内涵，叩问自然学和心理学忽略人类的精

神领域，强调精神科学的整全性。其中，Steiner 自由哲

学思想引人审思。故而，本文意趋在于追溯自由哲学的

思想起源，即承继与批判 B.Spinoza 一元论、反思唯心论

与唯物论。同时为迎合学童的身心发展，创办华德福学

校，保有孩童善、美、真天性的全人教育提供又一视角。

一、Steiner自由哲学的承继与批判

Steiner 自由哲学思想理论始于童年体验。他曾论述：

“人类是否具有精神意志上的自由，或是只是被迫遵照

纯粹自然律法的必须性铁则？”[1] 承继批判于 Spinoza 一

元论，反思于唯心论与唯物论，Steiner 塑造了自由哲学

思想的内涵。

（一）承继 Spinoza 一元论

Spinoza 曾言，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具有启

示能力与感知能力的普遍认知，涵盖万物运行的真理，

保有完全的自由。人类思想含理性与感性，囿于感性束

缚与障碍，需藉由理性去除外在的障碍，才能获得自

由。Spinoza 定义“自由”，“被称作自由的事物，是根据

它自己的本性之必然性而存在；如非如此，而是被他物

以一种预定好的和规定的方式决定存在及行为，则是受

迫的。”①自然世界的任何事物并非偶然，其被神圣的自

然所决定而成为必须的存在，且必须按照某些方式运作。

上帝必然的本质及属性決定了自然万物没有任意存在及

任意运作的自由，同时，上帝也不能用现存的方式、格

局之外的任何方法与规律创造万物。所以，Spinoza 强调，

上帝既无“不创造宇宙的自由”，又无“以其他方式创

造宇宙的自由”，而自由并非“任意选择的自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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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的自由”。

Spinoza 曾以石头被外因推动的例子论证，事物的存

在及行为表现皆由客观原因决定。人类亦复如是，置身

于同样吸引力的事物之间，无选择的可能。但差异在于，

囿于意识自身的意欲与偏好，人类并不追溯其追求与意

欲，从而导致了人类呈现自由状态的错觉。事实上，人

们总是按利益行动，只追索实践行为的原因，但并未对

其持怀疑与慎思态度，因而按照一己之见判断他人的性

情。人类不会相信事物自己造出自身，也不会推论自然

赋予人类自由，关照人们一切，创造万物的能力。关于

人的自由意志与遵守，Spinoza 提醒，人有选择的自由，

该自由源自经验所产出的偏见式的自主偏好，经由外界

原因产生感情成为行动，从而导致此行动过程并非全然

自由自主。

追随 Spinoza 一元论，Steiner 打破神与自然独立存在

观点，将意志自由与心物合一内涵相融。Steiner 以为，

人的自由，并非任意的行动。基于人与神同为一体，人

如同神一般，拥有创造的自由，能够透过知识观念与自

身条件，经由心灵与心像的邂逅，选择爱的道德性，越

过外在动机的压迫，做出选择的自由。这种该自由摆脱

了机械论、外在因果论的理论藩篱，便被 Steiner 纳于直

觉。这种直觉事实上不能说是全无意识的，乃是基于自

我意志，就如同他曾论述的精神我、生命精神与精神人；

感知心、知性心与意识心，两组三元是重叠连结在一起

的，只是人类透过生命与外在世界连结的起点，刚出生

于物质世界的孩子是与其不相连的。

（二）批判 Spinoza 一元论

Steiner 批判 Spinoza 一元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Steiner 反驳 Spinoza 关于意志的决定只是依靠欲望

做选择这一观点。道德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大可能的

愉悦总和，在这其中，唯有愉悦的心理图像可以变成动

机，而非愉悦本身（这里的道德动机充满未来感）。这

是一个“具未来感觉的心理图像”，而不是感觉本身能

影响我们的人品性格，缘由在于感觉本身并不存在于行

动的瞬间，它的产生必须经由实践。个体理想欲望的

总和所产生的具体心理图像，最重要的方式是“想象

力”（imagination），亦即自由的心灵需要道德想象实践

其理想，并使之有效。心灵图像的落实，道德想象力必

须在感知的特定场域中启动。但人类行为无法创造认知

（percepts），它只能重现已经存在的认知，并给予新的形

式，进而能达到转化感知客体与道德图像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一元论只专注于个体自我，草率地忽略

了不同的理论及相对事物的观察。然而，不论直觉还是

理性思维，都要藉由事实与资料推导结论。若宇宙的本

质是无法分割的个体，个体如何设法以双重方式表达自

身？ Spinoza 一元论实现了事件（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遗憾的是，这一论述中并未触及问题的答案，反而滋生

了新的问题。Steiner 同意 Spinoza 关于个人的意志最初是

不自由的，但自由意志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源于自

省与实践。自省能力来自个体生活中的“实践经验”。实

际经验在主体心中呈现“心理图像”，且根深蒂固地连结

了个人心中的“意识”与“心理图像”，于是，我们会产

生相关的应变行动，此即自由意志的来源，亦即自由意

志的原动力。

当上述观点引申至教育领域，Steiner 表明，教育者

与教师旨在达成两者关系的相互调和，这是无意识的直

觉、行为与其存在状态的工作结合，促使个体性灵成长

的有效途径。当然，它不是反覆任性的自由，但也是个

体透过自由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

二、自由哲学思想的反思：唯心论与唯物论

Steiner曾多次道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偏颇之处。针对

唯心论的自我哲学概念造成人和自然的分裂，Steiner从精

神世界予以整合，强调自然运行与轮回过程中的两者良好

的互动；对唯物论的不满，则使其投入精神科学的世界。

（一）唯心论

Fichte 以为，唯心论所见到的整个世界即思想世界

本身，世界的视野固定于精神范畴，“我”本身只能在里

面活动。人的感觉是大脑分子的振动，它是藉由思想而

来的产物，所以他推论“绝对自我”的概念世界。绝对

自我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先验的自我，而是所有自

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所有

其他理性的客体存在则是任何客体的自我意识的必要条

件。同时，Fichte 认识论延伸客体共同影响并召唤起个体

的自我意识的结论，证明每个自我的意识产生依赖于每

一次它对非我的把握（自我设定非我）。这些观点所推导

出的我／自我之间的差异（自我在自身中设定非我与自

我相对立）最终发展为 Fichte 的认识论（绝对自我，自

我设定自己本身）。

承继Fichte认识论，Steiner在思及主体与世界分离时，

基本上以来自自我意识的指涉方式被和解。然而，主体如

何发现自我的重返？前提预设在于需先了解何者符合主体

内部的世界，便能作为自身的指引。当个体“我”见到

“我”之外的自然，“我”在自我里面感觉更多来自本身

急于显化的压力。然而，这可以仅仅阐明在“我”里面的

某一种要素是真实的，它不只属于“我”自己，世界亦是

如此。这个要素作为一种思想体验，如果“我”发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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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会找寻统合“自我”和世界的桥梁。

（二）唯物论

相较于一元论的无法分割，唯物论强调从理解个体

自由之所在开始。此观点把个体划分为物质和意识。此

两者是纯粹物质的过程，即藉由物质过程了解意识，当

物体发生运动时，思想发生运动。Steiner 述及，唯物论

的错误在于坚持了机械决定论。若囿于该唯物论，我们

便无法洞察人的本性。因为人真正的本性在于新的力量

通过他的自我创生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在这其中，只有

人类才能够从中形成新力量与新物质的存在体。当我们

在思考生命与自然交会时，人不只是抽离在外的自然观

察者，更是宇宙事件的舞台。正因如此，Steiner 认为，

孩子不应被塑造以适应社会，而是透过教育引导过程，

帮助他们发展潜在的个人能力、重新找回自然与内在之

间的联系。

当身心不同拓展至个体与世界间的不同，又该如何

解释呢？ Steiner 阐明，孩童时期的个体可以强烈地感受

世界，领会宇宙的内部协调，体悟我们自己和自然的一

体关系。到了我们长大有成熟的想法，发展一个内部的

思想世界时，心智的成长过程分离了我们与世界，进而

形成了外部的感知世界及内部的想法世界两个部分。由

是，现在宇宙呈现给我们是相反的两边：自我和世界。

教育亟待做的，便是给予儿童一个合适的环境把握身心

成长中的失衡，以及与世界的密切连结。

另外，他青睐于将观念论落实于学校课程，故，他

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经由身体认识所属

的世界，经由精神建立他自己的世界，经由心来建立达

到完美世界。

三、自由哲学思想的教育启示

Steiner指出，人的自由，并非任意行动，因为人与神

同为一体，所以人也如同神一般，有能创造的自由，人类

透过知识观念与自身条件，让心灵与心像的邂逅，以心中

所选择爱的道德性，越过外在的动机压迫，做出选择的自

由。本研究经由思想渊源探究，得出以下教育启示。

（一）三元一体的直观教育

华德福学校重视观察学习，认为儿童是一个完全的

“感官体”，这种感官吸收的过程如同呼吸一般自然，由

感官的接收为“吸入”，经由内化后自身的模仿为“呼

出”。7 岁以下的儿童尚处于物质世界，因此不适宜过多

理性教条教育。同时，此时的儿童有最强烈的环境体验

感，这种体验过程会深入其精神层面，成为潜在意识的

一环，最后会成为行为时自主意志的必然，亦即人的意

志层面在自主意志后面的后设性影响。后设性影响来自

直观学习的过程，所以在华德福学校强调结合感官与知

识的学习，感官学习需经由理智心、感觉心与意识心的

三元达成意志自主，亦即思想、感受与意志。例如，体

会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土地间的关联。

（二）人与自然结合的灵性教育

华德福学校全人课程强调人与自然融合，其旨趣是

当个体第一次认识到自然在每个“我”之内时，便可找

到自然以外的个体“我”，我们自身就是接近自然的指

南。该学校表示，有效途径在于期望探讨自己生命深处

的实有，从自然之光中发现这些救赎的要素。为了达成我

与自然融合，华德福教育以自然的场所作为教育环境，即

便设计环境，也以自然真实之物为主，以增加学生与大自

然的接触。如此，经由精神实际体验与大自然的规律关

系，儿童才能培养出对环境与生命的感恩与尊敬之心。

（三）爱的自由意志教育

华德福教育重视图像式教学法，图像式教学不仅有

裨于低年级学童接受知识，陶养人格意志，培育想象力，

还是一种教育工作所希望的散布在儿童内心的心像，这

是不断传递、耕耘身体的活动。除了图像式教学法，还

需教师以其热忱与爱唤醒学生内心世界。这种热情与爱

的心灵活动，有助于儿童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感受与意

志，发展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教师只要给予其教育爱，

学生便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自然的奥秘与美

的体验是唤起儿童情感的好途径，所以，Steiner 亦主张

透过美育活动改善缺乏意志力的学生，这种美的生命图

像也会带领学生培育的道德感受，以一个美好的图像面

对生命中的事物与抉择。

注释：

① Steiner，R. Intuitive thinking as a spiritual path- A 

philosophy offreedom（M.Lipson，Trans.）. Barrington， MA: 

Anthroposophic. 1995.p7.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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