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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认识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判定准则

张 明

【内容提要 】 本文以物质之间相互作用与反应的过程作为立论的基础
,

把物质的概念

展开成
“

物质
” 、 “

信息
” 、 “

意识
”

三个子范畴
。

分析了意识的信息输入输出渠道
,

并依输入输出渠

道的性质
,

把客观世界划分成为感性世界
、

彼岸世界和作用世界
。

文 中着重提出并证明存在与

意识同一性的判断依据
。

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
,

给了古来有之的
“
人类如何认识世界

”

这一命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

途径
。

本文拟利用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
、

控制论
、

信息论与心理学研究成果
,

对人类的认识与存

在同一性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索
。 ·

一
、

物质之间的作用与反应和它们的作用反应链

叮 奋

大千世界之中
,

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物质
,

这些物质的存在形式就体现于它们既互相运动

着
,

又互相作用着
。

运动着的物体
,

受到除它本身之外的其他物体作用时 外界作用
,

它就应动而作出自己的

变化
。

运动方式的变化可称之为反应
。

承受了外界作用后
,

从而使得 自身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

物体 —可称反应物体
,

能够作用于另一新的物体
。

这对于后一个新的物体而言
,

它的作用就

相当于外界作用的一部分
,

而它这时的作用形式是主动的
,

从而它本身就成了一个作用于它物

物体 —作用物体
。

作用与反应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
,

而是双向的关系
。

一个物体承受

了外界作用而使自己有了反应的同时
,

它也对外界进行了作用
,

使得外界有了该物体作用的反

应
。

因此
,

所谓的作用与反应仅是对事物进行研究时
,

假想性地的把事物进行隔离研究的情形
,

目的是便于进行分析
。

真实存在的万事万物总是互相作用着
,

互相反应着
。

甲物体作用于 乙物体
,

必然引起 乙物体的反应运 功
,

但是
,

当甲物体本身曾受到变化了的

外界作用而
“
应动

”

后
,

就改变了它原来的运动状态
。

当这个改变了的物体作用于 乙物体之上

时
,

乙物体的反应运动就会变异
。

这就是说
,

外界的作用不 汉会使得直接作用着的物体运动状

态改变
,

而且也使得间接作用着物体的运动状态改变
。

只要物体之间作用 —反应环节不断延

续下去
,

客观物体之间就具备了一种先后串接的次序传递关系
,

这些事物的作用一
一

反映环节

把这些事物串成一条作用 —反应链
。

一个物体在它存在的全部期间
,

一般而言
,

它并不仅对着一个它物发生作用
,

而是会对若

干个不同的物体分别发生作用
。

如果对第一个物体发生作用之前
,

它受到了外界的作用而改变

了原有的运动状态
,

那么
,

随着它对若千个物体作用
,

这若干个物体都会具有受之于该物体
,

而

间接来之外界作用的改变而引起的运动状态变化
。

这样
,

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后
,

所能引发的

听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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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反应链并非一条
,

一般而言是多条
。

还有
,

该物体作用于第一物体时
,

第一物体也必有

反 向作用于该物体
,

这样
,

在作用第一物体之后
,

它所具备的运动状态改变可分成两部分
,

一部

分由作用第一物 起
,

另一部分为第一物体对它的作用
。

随之对第二物

体作用
,

则第二书 含了上述的两方面的作用
。

通过重复地连续推导可

知
,

由它所连接创 幕有错综复杂的间接作用关系
。

这种作用关系精确地

说 作用 —反应链上某环节上物体的运动受着它之前多条链上所有物体的作用的影响
,

而

且
,

它的运动状态变化又能引发它之后所有作用 —反应链群上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
。

通俗地

说
,

该物体承前有“
合聚 ”作用

,

继后有
“
发散

’,

作用
。

对物体的作用 —反应链群的构成形式进行分析
,

可以把它位归成两类 一类是 象河流一

样分叉的开环型
,

另一类是如公路一样有着闭合的反馈型
。

在河流开环型的作用 —反应链

上
,

一个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原因可追溯到作用 —反应链群上物体的一次且仅有的一次作

用
。

怕 在公路闭合型的作用 —反应链上
,

一个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不仅由于该链上物体的一

次 咋 口 它还会受到该链上物体的两次
、

三次以至多次作用
,

甚至还会受到先前它 自身运动状

态 改变的多次作用
。

这种作用反应有着因果互易的关系
,

从而使得分析万物之间运动形式的联

系更为复杂
、

更为困难
。

上述的叙述也说明
,

事物运动状态的改变不仅可由它 自身体现出来
,

也可以经 由作用 —
反应链的传导

,

在其他事物上曲折地表现
。

这样
,

事物的运动状态改变一旦产生
,

就可以脱离该

事物而相对独立地负载于作用 —反应链上的其他事物上
,

被复制
、

摄制
、

变换
、

传递
、

存贮
、

加

工和处理
。

因之
,

对于某一个特定事物的认识
,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脱离对该事物的直接研究
,

而后助于对作用一反应铸上后面环节上事物运动状态的间接研究
,

从而获知该事物的存在

形式和运动状态
。

代卞

上述的物质之间作用节尽乒特性
,

和事物间的作用一尽应链状联系以及运动状态的离

异性和间接性
,

对于人类认 世界有着极大的方法论惫义
,

也是本文论述认识机理的基

础
。 ‘

,

切

卜

‘ 之

二
、

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作用反应渠道及其有限性质

由于事物之间的作用与反应 每一事物 自身的运动状态中包含了它之前作用 —反应链

上其他事物的运动状态
。

一旦“

截获
”

了某一事物的运动状态
,

就相当于“

截获
”
了该条链上前溯

所有环节的运动状态
。

于是
,

研究
“

点
”

的运动状态就有可能获知该点所在的
“

线
”以及“ 网

”

上的

所有事物的运动状态 人类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基本机理就在于此

对于人的大脑来说
,

其与外界当然存在有作用和反应渠道
。

大脑对外界的反应是通过人的

感官实施的
,

也就是通过人身上的眼
、

耳
、

鼻
、

舌以及触摸
、

冷热
、

平衡
、

方向等等感官实施
。

这些

感官的全体构成了客观世界向着主观世界进行反映的窗 口
。

这些感官以其专门的功能
,

分别接

收客观世界中某一类专门的物质运动形式
。

如眼接受光
,

耳接受声等等
。

把感受到的各种运动

形式变换成一定编码形式的神经脉冲
,

输入到大脑之中
。

这些神经脉冲都含有链上所有事物的

运动形式与状态
。

狭义的范围神经束就是大脑的输入渠道 从广义的范围感官都是输入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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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与外界也有着作用渠道
。

这些作用渠道是人的内部主观世界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

通道
。

狭义范围的输出渠道也是神经束
,

这些神经束将来自大脑中的神经脉冲传至人的躯干与

四肢
,

使人的躯体四肢产生各种各样的有序机械运动
,

从而作用于人身之外的自然界
。

从广义

的角度看
,

人的躯体四肢就是人的内部主观世界作用于外界客观世界的作用通道
。

人的躯体四

肢中最为主要的是人的双手与发音器官
。

人的双手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
,

而工具以间接传递的

方式把主观世界的意图
、

蓝图
、

计划实际地作用于 自然界
,

以物体的机械位移为开端引发事物

之间的作用 —反应传递链
,

达到客观世界有序运动的目的
。

人的发音器官的作用主要在于人

类个体
、

群体之间的交流
,

本文中对于这种交流所引发的作用 —反应链不予讨论
。

大脑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少得可怜
。

人的感觉器官所能接受大千世界中事物运动形式受到

质与量的两方面的限制
。

从质上来看
,

各个感官分别仅接受一类事物的运动方式
。

从量上来看
,

各种感官所能接收事物运动方式均有上下量值的限制
,

超越量值极限之外的运动方式也为感

官所不能接收
。

如人虽然能感到万有引力作用 地球上生活的人所指的万有引力即是重力
,

但

对月亮和太阳的引力及其变化却无法感受
。

主观世界得到客观世界的反映好象是
“

并蛙观天
” 。

同样地
,

主观世界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形

式也是有限的
,

仅为一种 —由躯干四肢运动所引发 自然界物体机械位移运动
,

而且
,

由于人

的机体结构和体力限制
,

所能引发的位移运动不但在重量和速度上有着不可逾越的上限
,

而且

在精细微量的位移中也有着不能克服的下限
。

综上所述
,

人的内部主观世界与人的外部客观世界有着输入输出的双向联系渠道
。

但是
,

这些渠道无论从质上量上都是有限的
。

雌哪

三
、

物质世界的人为割裂和存在与认识的部分割裂

由物质组成并由物质之间的作用反应关系串接构成的完整物质世界本是浑然一体
,

不可

分割
。

但是
,

由于进入主体内的反应作用渠道有限
,

在人的面前
,

浑然一体的完整物质世界被割

裂开来
。

感受器官接受物质运动方式上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极限性是划分浑然一体物质世界的地

平线
。

在该地平线的视野之内
,

是物质运动形式能为人所直接接受的感性世界
,

即为我们
“

感觉

所能复写
、

摄影
、

反映 ”

的世界
。

在该地平线之外
,

是物质运动形式不能直接为人所接受的客观

世界
。

同样
,

由人的作用器官的物质运动方式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极限性也可以把浑然一体的

物质世界分成两个
,

一个是人对之直接作用的作用世界
,

另二个是不为人所直接作用的客观世

界 一般来说
,

作用世界的范围比感性世界的范围小得多
,

它仅是由动作器官机械运动而产生

的自然界物体的位移运动
。

而这些位移运动可邮良的视觉
,

手的触觉等等器官所感受
。

因而
,

该作用世界可以被包含于感性世界之中
。

但需强调
,

它绝非感性世界
,

两者不能混同
。

笔者认

为
,

从客观世界以及从感性世界之中滤析出作用世界是认识论的一项奠基性工作
。

由人的感官接受能力为依据对客观世界划分成感性世界和彼岸世界两个世界由来已久
。

局限于对感性世界的认识可称为感性认识
,

在主观世界中人们用感觉
、

表象来构建感性世界
。

人们甲概念
、

判断
、

推理的方法来建构这个客观世界



浙 江 大 学 学 报

由于先夭遣传
,

人与人感官的感受能力几乎没有区别
。

因此
,

展现在各人面前的感性世界

几乎完全相同
。

所以
,

任何人也无法为别人拿出感官所不能直接感知的彼岸世界的实在证据
。

围为判定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证据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体通过主体的感官而反映到主观世

界中来的
,

而人的感官不可能接受到有关彼岸世界的内容
,

那么怎么能够断定那个世界呢 这

就是培根所指出的人的认识上的
“

种族
”

假象
。

认识史认为
,

通过先天形成肉身感官的反映所得到的世界形象才是真正物质世界
,

其中没

有掺杂任何精神的东西
,

‘

匕是纯粹的
。

而如果运用观察仪器扩展了感性世界的视野
,

由于在制

造观祭仪器的过程中是 田 精神而物质
。

那么
,

这时由扩展的感性世界形成的感性认识就不应再

被看成纯粹的物质世界所反映
,

其中掺杂了精神的东西
。

如此的循环争议可无穷后退
,

永不停

息
。

一旦不准使用仪器
,

人类认识的纯粹物质世界 自古至今就不能有任何扩展
。

要解决上述的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的隔绝性
,

在哲学范畴中仅仅区分物质与精神就不够

了
。

因为光用这两个范畴
,

只能部分地解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即感性世界与感性认识的联系
。

而不能全面深刻地解释理性认识和彼岸世界的联系
。

因此
,

有必要在哲学中引入一个新的范畴

—信息
。

以信息作为中介
,

才能真正解释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的联系
。

不然的话
,

康德的
“

不

可知
”

论永远是摧不垮的角隅
,

永远有人强调理性认识与彼岸世界的隔绝性
。

才五

四
、

信息是联系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的中介

、公

要解决人的认识活动中理性认识如何反映了彼岸世界
,

前提是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如何

联系
。

但是
,

提到联系
,

供人选择的手段就是人所感知的感性世界和人所作用的作用世界以及人

对上述两个世界的反映 —感性认识
。

人所能掌握运用的就仅是上述的手段
,

因此
,

我们有必

要先对这些手段进行详尽的分析
。

感性世界中肯定存在着物质
,

这些存在的物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运动
,

运动着的物质由于

相互作用而引起相互反应
。

这些作用反应把运动着的物质按顺序串接成链状
。

由这些链纵横

交错经纬织编形成一张互相运动而又互相连系的物质大网
。

局限于感性世界中
,

通过感觉器

官
,

该大网中所有物质的运动与联系都在人的
“

监视
”

之中
。

而且人能够通过运动器官引发作用

反应链
,

从而观察到在人的主动行动下
,

物质运动的变化与它们之间变化的连系
。

人的感性认

识就是这种
“ 监视

”

与
“

作用 ”反复循环形成的
。

注意到
,

这些物质的所有运动方式都为正常人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
,

那么
,

是否能够从对

感性世界中某物的直接感知
,

从而推断感性世界中其它事物的运动状态
。

换句话说
,

一物的直

接表现形式中揉合了它物的间接表现
,

该物充当了主体的感知与它物的连系中介
。

回答是肯定

的
。

在分析作用反应链时
,

我们已知物体的运动表达着前溯环节上物体的运动及变化
。

我们把

物体表达 自身运动与他物运动的这种表现称为信息
。

物质概念作为最首先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

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出发点或起始
,

那么
,

其他任何范畴
、

概念
、

现象
、

事物
,

就都应该是物质这个范畴自身的展开与派生
。

如果把物

质的概念展开
,

可以分成如下的三层即相互独立
,

又有着派生关系的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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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
“

物质
”

—物质与它的运功

第二层次
“

信息
”

—物质与它的运动形式的直接表现和问接表现

第三层次
“

意识
”

—特殊物质的显示功能
,

它能通过信息的输入输出
,

从而对该特殊物

质之外的世界进行间接表现以及反身自演
。

有了上述的子范畴的概念
,

对于本节开始时提 出的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之间如何沟通的

间题就迎刃而解了
。

具有意识功能的这类特殊物质与外界的联系由着一种或数种物质运动方式充当
。

输入过

程中
,

因果链上的前溯环节上的所有物质的运动方式
,

都被输入渠道入 口处的那些物质运动方

式所同化
,

继而作用于具有精神功能的那类特殊物质使它发生反映
。

输出过程中
,

具有精神功

能的那类特殊物质的作用
,

通过位于输出渠道出口 的那些物质运动方式同化后向外界间接表

现
,

从而引发后继作用反应链上所有物质变化
。

上面的陈述再作一些拓延就可解释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如何沟通的问题
。

感性世界就是

上面所称的输入渠道入 口处的那些物质与它们的运动方式
,

因为这些物质与它们的运动方式

能为人的感官所反映
,

从而形成了感性认识
。

而彼岸世界的物质与它们的运动方式
,

由作用反

应链的传导
,

被感性世界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同化
,

从而在人的感性认识中间接显示
。

而理性认

识却是对感性认识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加工而形成的对彼岸世界的认识
。

反之
,

理性认识能通过

感性认识引发手等作用器官的机械运动
,

由着作用反应因果链上的进一步传导而达到彼岸世

界
,

从而使得彼岸世界中物质改变原来运动方式
。

这徉
,

在感性世界与感性认识的领地上架设

了作用反应因果链之桥
,

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不再隔绝
,

它们物质的运动方式可以渡越感性世

界与感性认识间接地被反映
。

这徉
,

引入 了信息范畴
,

就解决了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的隔绝问题
。

信息是中介
,

它起到了

沟通联络的作用 原来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隔绝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

五
、

理性认识正确反映彼岸世界的判定准则

虽然彼岸世界物质运动形式从不间断地越过感性世界间接地传递到 人的主观世界中来
,

但 由于“ 种族
”

假象
,

人的意识中确实不能从感官中获知彼岸世界的物质属性
、

物质形态
、

物质

本身运动形式等等本身面貌
。

那么
,

人们断定 自己的理性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彼岸世界的依据是

什么 换句话说
,

理性认识与彼岸世界相符的判定方法是什么

为此
,

我们引入系统科学控制论中的系统同构的概念
。

所谓系统的同构
,

是指对于两个的

系统
,

存在着一一变换
,

即能把某一系统中的任一状态通过一定的规则予 以对应变换
,

形成 另

一个的相应状态
,

称具有这样特点的系统是同构的系统
。

同构的定义规定了一种极为严格的等

价性‘右 狱识论的研究中 我们把上述的系统同构概念予以推广
。

即把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的

物质运动状态 及其变让 价
‘

为一个 军境
,

而把上述的物质世界在我们意识中的主观显示作为另

一个系统
,

对这两个系统
,

如果按某种规则存在着某种对应变换
,

则我们称客观世界与主观世

界是同构的
。

但是
,

由于“
种族缺陷

” ,

我们并不能真正知道彼岸世界物质真实存在的情形
,

解决的方法

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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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迂回的方法
。

为此
,

笔者认为
,

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的同构即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
,

应该

这样定义

当人主动地引发作用世界的机械运动
,

沿着作用反应关系链
,

人的主动作用所引发运动不

断地传导
,

越过感性世界的边界而进入彼岸世界
,

使得彼岸世界的物质运动与变化
。

而彼岸世

界物质的运动与变化又循着作用反应链越过感性世界的边界
,

从而引起感性世界中物质运动

状态发生
,

这些变化信息被人的感官所接收
。

这里
,

把整个客观世界分成了三个子系统 作用世

界
,

感性世界和彼岸也界
,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
,

此时信息传导过程如图 所示
。

在这整个过程

中
,

头尾两段为人主体所知悉和感觉
,

而在彼岸世界的真实变化过程并非为人所知
,

因此
,

它可

以被认为是一黑箱
。 拿 ,

作作用世界界界 彼岸世界 黑箱箱

图 客观世界的真实作用反应过程

然而
,

在人的主观世界中
,

依据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
,

人 已建立起一个有关客观世界的体

系
,

而且
,

按照想象与推理以及计算
,

已经建立起来有关该体系的运动规律
。

人并据此进行内省

的思维实验活
一 ’, ,

在人的意识中敷演着从人引发的机械运动为发端
,

作用反应链上所有环节的

运动与变化情况
,

而且预期着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到的信息 在这里
,

思维实验过程中的信息传

导过程如图 所示
。

但是
,

这里对于彼岸世界的理性认识
,

不再是一个黑箱
,

它在人的意识中是

白箱
。

当人脑中思维实验的预期结果与人真实作用于客观外界后在感官中所接受的真实返回

结果完全相同时
,

即可认为彼岸世界已被认识
,

即人的主观世界已反映了客观现实
。

可认为客

观世界中的彼岸世界与主观世界中的理性认识是同构的
,

它们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思维实

验中的人引发机械运动的想象与真实作用世界中的人引发机械运动过程
,

和思想实验中的感

性世界发生的预期结果与真实感性世界中发生的真正结果 通过感官反映入主观世界 相吻合

来保证
。

作作用世界界界 彼岸世界的理性认识 白箱箱箱 感性世界的感性认识识

护灿

图 主观世界的思维实验过程

那么
,

依照这样的判据认定彼岸世界这个黑箱就是理性认识中的白箱
,

两者之间同构
。

这

与系统论中有关两个系统的同构判定有着极大的区别
。

系统论中的同构指的是两个系统在所

有的结构上
,

所有的部分里
,

所有的环节中都能建立起一一对应
。

而我们在认识论中的客观世

界与主观世界的同构
,

它是仅在真实的作用世界与思维实验中的作用世界
,

以及真实的感性世

界与思想实验中的感性世界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

但在甚为广大的客观彼岸世界

与主观中的理性认识
,

全然无法进行那怕是最起码的一一对应关系 这是由于理性认识与彼岸

世界的隔绝性
,

这又如何能断定彼岸世界与理性认识同构呢 换句话说
,

这两者同构的合理性

在于何处

笔者认为
,

解答两者同构的合理性应追溯到物质世界中物质运动的作用反应因果性质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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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一节中分析了物质世界中物质运动引起的作用和反应
,

而由作用与反应
,

物质之间串成了

作用反应因果链
,

并且
,

位于因果链后部环节上的物质运动形式以同化形态
,

保留了该环节之

前的所有物质的运动形式
,

即它们的运动形式被间接地表示 出来
。

因而
,

感官在感性世界拾取

的物质运动状态中不仅应包含彼岸世界中该因果链上的物质运动状态
,

而且也包含了彼岸世

界之前
,

位于该因果链始端的作用世界的物质运动状态
,

而作用世界的物质运动却是由人主动

引发的
。

另外
,

由发端于作用世界而终于至感性世界的作用反映链并非是单纯的一条线形状
,

由第一节分析可知
,

它们是一个不断地分开又不断地汇合的作用反映因果网
。

网结上的任一物

质运动形式都对后续因果链上的物质运动形式有所作用
,

因而感性世界中物质运动形式所反

映的应是整个物质世界所有物质的运动形式
。

于是
,

意识作为作用反应链上的一环
,

它既是反

应作用大网中的的一个
“

发散
”
点

,

又是
“

会聚点
”。

如果思维实验中敷演出来的感性世界与真实

世界中感性世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不能完全一一对应
,

那么
,

就可以判定
,

思维实验中敷演的作

用反应网与真实物质世界的运动所构成的作用反应网不一致
,

其不一致处产生了预期所没有

的
“

新质
” ,

这时
,

就不得不考虑对主观世界中的
“

白箱
”

予以修正
,

让修正后的
“

白箱
”

能够容纳

这
“

新质
” 。

只有当所有的真实感性世界运动的结果全都与思维实验所敷演的结果相一致
,

才可

以断定主观世界中的物质运动网与客观世界中的物质运动网一致
,

即思维与存在同一
。

所以
,

判据的合理性由物质运动的作用反应因果必然性质所规定
。

人的理性认识与彼岸世界的同构可以得到下述结论
、

思维中的彼岸世界是白箱
,

而真实的彼岸世界是黑箱
。

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
,

当两者同

构时
,

不管是在实践活动 以主观作用于客观 还是在思维活动 从客观作用于主观 的过程中
,

不会再有
“新质

”添加
。

这样
,

不管人主观如何努力
,

但人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再发展
。

而世界的

所有运动变化都在人的把握之中
。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

对应于人 已认识了终极真理
。

这样 、‘
一

可

得到 真理是客观的
,

绝对真理是存在的结论
。

、

真实的情况是 人类对于彼岸世界的理性认识
,

从来也没有停顿过
。

人总是不断构建关

于彼岸世界的白箱
,

经过思维实验的内省检验之后
,

借助于实践的方法
,

对真实世界进行客观

检验
。

在这一过程中
,

实践检验的结果虽然有着原来构建的白箱所预期的结果
,

但也存在没有

预期到的
“
新质

”

出现
,

即思维与存在并没有绝对同一
。

而这些
“

新质
”

的出现对于原来认定的白

箱是一个挑战
,

就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白箱去容纳该
“

新质 ,’
。

旧的
“

新质
”

的不断容纳与新的
“

新

质
”

不断出现
,

迫使人们不断地构建新的白箱
,

从而引导人们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

、

世界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
,

这种运动与变化并不停滞在某一水平上
。

世界的运动与变

化是进化型的
,

即它不断地进化出它以前所没有的
“
新质

” 。

这样
,

人的认识必须追随着世界的

进化
,

也必须不断地构造白箱以容纳客观世界进化出来的“
新质

”。

这样人的认识也是进化型

的
。

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

即人对于人 自身实践活动引起 自然变化的认识必须不断地跟随
,

不可能停滞在某一水平
。

上述说明
,

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趋近绝对真理的过程
,

即认识不断趋近于存在的过程
,

永

远不会完结
。

’

但是
,

人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同一性又必然存在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