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这样说：

“你自知你所熟知的东西未必是真知”。我们几乎

每天都会用到“知识”这个词语，当今社会甚至将有

无知识或知识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一个人优秀与

否的标准，但真要去追问知识本身的含义，“什么是

知识？”瞬间就变得复杂了，因此，想要弄清“知识就

是力量”的当代内涵要从追溯知识的“历史”开始。

一、“知识就是力量”的由来
追溯“知识就是力量”的由来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古希腊时期的萌芽阶段、中世纪时期的发

展阶段、近代“知识就是力量”的产生阶段。

（一）古希腊时期的知识论萌芽

追溯“知识就是力量”的由来不得不从哲学的

发源地古希腊那里开始，最先追问“知识”一词的是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喜欢用诘问的方式与人

们探讨各种问题，他通过探讨之后总结出“知识即

美德或德性①”，这种说法对于后世的知识观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但在苏格拉底那里，这种“知识即美

德”仍然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其后，他的学生柏拉

图对于“知识”一词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著名

的“回忆说”，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不朽的、已历

多世的灵魂中已有一切知识（理式），只是在出生前

或出生时忘掉了。学习就是通过感官、理智的活动

去回忆起这些已有的知识来”[1]。其后的亚里士多

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知识观主要包

括联系密切的两大方面内容：一个是知识等级说，

一个是知识分类说。在等级说中，亚里士多德将知

识概括为感觉、记忆、经验、技术和智慧五个等级。

在分类说中他将知识概括为3类，即为自身而被追

求的知识是理论知识，为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实

践知识，为创造而被追求的知识为创制知识。这两

种分类更加系统地阐释了“知识”的内涵及其构成

要素。

总体来说，古希腊时期人们对于“知识”本身的

理解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并且哲学家们也没有更

多地将“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知识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增加自身的涵养与道德而存在，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

知识论，在内容上已经丰富了很多，而且在亚里士

多德那里也提到了注重实践的知识，已经有了将知

识联系实践的倾向。

（二）中世纪被信仰所束缚的知识论

如果古希腊时期被我们说成是知识论的萌芽

时期的话，那么在中世纪这棵知识论的小草无疑生

长错了方向，人们求知的欲望并没有减退，但却始

终没有突破信仰的围墙，处于中世纪的人们将万事

万物都归结为上帝的恩典，早期教父哲学的代表奥

古斯丁提出了著名的“光照说”，“心灵之所以能形

成感官对象的形象和‘看见’永恒的对象，是由于这

些对象沐浴在光照中，正如我们的肉眼要靠物质之

光（阳光等）才能看见对象一样。而这“灵光”就来

自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我们的理性依其本性就自

然地趋向这光照，所以一切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真

理，但只有那些信仰上帝为真实存在的人才拥有对

这光的领会。”[2]他将真理说成是源于上帝的恩典，

他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把人的心灵比作眼睛，而

把理性比作心灵的视觉，正是上帝的光照使心灵的

理性看到了真理，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人能教人

以知识，正如福音所言：“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

就是基督。”

在中世纪的一切知识无不和上帝有关，在这个

信仰至上的时代里人们已经开始运用知识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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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逻辑推演活动，但知识更多的作用则是服务

于上帝。“知识”从古希腊时期到中世纪时期的形态

转折，与当时动乱频发的社会状态以及宗教气息浓

厚的文化氛围有着必然的联系，总体上来说，中世

纪时期的知识论是一种上帝的知识论，更多的发展

在逻辑层面，与社会实际分割明确。

（三）近代“知识就是力量”的产生

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洗礼后，尤其是

从18世纪开始，欧洲先进的思想层出不穷，就在这

个被称为“天才”的时代，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也

是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首先在思想层面上做了

突破，他指出科学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认识自然的

基础上利用和支配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

用”[3]。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口号对当时高速发展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的哲学家们都开始将求知

定为追寻的目标，人们都开始把眼光从追求上帝的

恩典转向了获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必然

性的知识，人们坚信知识能带来幸福。一种求知的

风气就这样产生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近代的知识论相较于中世纪的神学知识论是

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意味着人们开始真正地关注人

本身，开始关注生活，开始寻找真正的能给人们带

来幸福的方式，虽然经历了中世纪的阴沉，但“知

识”的萌芽依然在近代得到了生长，并如雨后春笋

般地充满活力，完全可以说“知识就是力量”指引了

一个时代的发展。

从古代的苏格拉底到近代的弗朗西斯·培根，

历史证明人们对于“知识”的追寻与探索始终没有

停止，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知识”的

态度总是不一样，知识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

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二、“知识就是力量”的三重本体论内涵
通过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

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

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从古代的知识论到近代

的知识论再到现代的知识论，“知识就是力量”的内

涵分别有着三种不同的形态，大致上可以总结为从

人的角度来理解的“求知以自明”，从自然的角度来

理解的“求知以致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

理解的“求知以自觉”，这三者都随着时代的发展，

相互传承、相互发展、相互依存。

（一）“求知以自明”

“求知以自明”，这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初的本

体论形态，它产生于古希腊，也是人类对于“知识就

是力量”的第一重理解，总体来说，这种“求知以自

明”还没有能够使人将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去改造

自然联系起来，在这层含义中，求知的终极目的是

为了完善自身的德性，满足自身的求知欲望，为了

自明而求知，这种对于知识的态度是和当时的社会

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古希腊奉行城邦制，并

逐渐在城邦内部产生了一种民主制度，尽管这种民

主在今天看来并不算真正的民主，因为它将妇女、

奴隶、邦外人都排除在外，只有成年男性享有民主

权利，但在当时的古希腊，这种城邦制已经给予了

人们以相对的自由，使人们能有时间去从事思想工

作，最初的哲学也就此产生，人们开始将求知作为

一种净化自身灵魂、丰富自身涵养的活动，当然，那

时的人们还没有重视起理论联系实际，自然也没有

将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古希腊人将求知作为

一种获取快乐的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哲学

的产生因素时提出哲学产生于闲暇和好奇心，一个

人只有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才能有时间和精力去

思考。求知就是人们丰富自身涵养、增加自身快乐

的一种方式。

在漫长的中世纪当中，这种“求知以自明”的内

涵仍然没有变，只是认识的本体由物质性的自然变

为了精神中的上帝，人们依然在信仰中追求自明，

在信仰中寻求理解。在今天看来，作为求知本身而

言，其自明的意义仍然存在，在当今社会，人们为了

自身的物质利益奔波于仕途之间时是否反思过我

们求知的终极意义呢？这种观点虽然诞生在古代，

但不能片面地认为它的层次和境界就一定比近代

低，创造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在我们利用知识获

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应该使我们的自身涵养得到

提升，当今社会中的众多科技伦理问题就充分说明

了丰富自身涵养的重要性，例如人们通过学习网络

知识，应用网络技术，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商品交易、

开通网上银行，新时代的网络技术使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更加便利，但也有人通过学习网络知识利用网

络的隐匿性进行网络诈骗，违法犯罪，那么这样的

求知还算一种美德吗？在某种程度上，比起“求知

以致用”，“求知以自明”或许境界更高。

“求知以自明”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古代本体

论内涵，它将“知识”的终极目的理解为提高德行与

修养，但并没有与更多的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联系起

来，尤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知识尤其是哲学的目

的是为了求知而且仅仅是为了求知。求知是人的

本性，人是因为自知自己无知而求知的[4]”。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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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体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朴素性。

（二）“求知以致用”

“求知以致用”是“知识就是力量”的第二重本

体论内涵，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内涵，如

果说“求知以自明”是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理解“知识

就是力量”的含义，那么“求知以致用”则是从自然

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就是力量”，因为它已经不再将

眼光只着眼于人自身，而是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自

然，获取知识是为了改造自然,它将获取知识与应用

知识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它的

本意也就是出自弗朗西斯·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

力量”，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真正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当时的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阴

霾，新的思想刚刚开始萌发，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

转向人，开始由天国转向人世，探求世界本源的本

体论哲学开始被关注人自身的认识论哲学所取代，

这些因素的转换使得人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发生

了重大转变。英国作为一个航海大国，在当时非常

注重实践，也可以说英国有着比其他欧洲各国更务

实的精神，他们注重经验的积累，将种种现象通过

归纳上升为一般的规律性定理并利用这些经验知

识进行发明创造，他们相信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

唯一途径。就在这种背景下，弗朗西斯·培根提出

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就使得获取知识和进行

发明创造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就将“求知以

致用”突显出来了。一直到今天，“求知以致用”这

句话依然有其重要意义，改造世界是我们不断学习

所有科学知识的重要目的，要想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不断地获取知识是唯一的途径，只有不断地获

取新的知识，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才能使世界

变得更美好。在今天，人们更加注重科技兴国，获

取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

目标，我国坚持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坚

持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举措，正是验证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正确性。

“求知以致用”是“知识就是力量”的近代本体

论内涵，它不仅仅诠释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又一层

涵义，它的出现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它将求

知的终极目的理解为改造世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

的兴起，“求知以致用”的态度被更多的人接受，也

正是因为这种知识观的出现，我们的世界才变成今

天这样，在求知的道路上，学以致用的态度始终指

引着人们不断向前。

（三）“求知以自觉”

综上，我们分别探讨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前两

种内涵：一是“求知以自明”，二是“求知以致用”，

两者分别从人自身的角度和自然的角度诠释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两重内涵，第三重内涵叫“求

知以自觉”，这层内涵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

出发的，也是现代社会对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新

理解。

所谓“自觉”就是指内在的自我发现，即自己有

所认识而主动去做，从根本上来讲自觉是基于人自

身的“反思”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和科技的飞速

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考方式不

再以人本身和自然本身为对象，而是转向了以人与

自然的关系为对象，人们需要在“求知以自明”和

“求知以致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能够使二者合而

为一，“求知以自明”过多地强调人自身而忽视了自

然的改造，“求知以致用”过多的强调了对于自然的

改造而忽视了提升人自身涵养的重要性，因此，在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今天，“求知以自觉”或许能更

好地诠释“知识就是力量”的真正内涵，知识的力量

除了能够丰富人自身和改造自然以外，更重要的作

用是引起人们的“反思”，而反思的内容就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通过“自觉”性的反思，会使人类更好地

认清自己，更好地认清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也就

是将“自明”与“致用”通过思想自觉的活动有效地

结合起来。

“求知以自觉”作为“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内涵，

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相符合的，在物质文明高速发

展的今天，精神文明需要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在

人类不断获取知识的同时，反思是必不可少的，知

识的真正力量是要诱发人类的“自觉”，这种自觉来

自物质和精神两种层面，它会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

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从对立走向和谐。

“求知以自觉”是“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本体

论内涵，它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更好地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力量”在这里更

多的诠释是人类自觉的程度，这是现代意义上的

“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内涵，它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去

认识自然，最终寻求人类自身的解放。

三、“知识就是力量”的当代价值
“求知以自明”、“求知以致用”和“求知以自觉”

作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各有

其不同的特点，这三种知识论形态既相互传承，又

相互包容。在这三者当中，“求知以自明”与“求知

以致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求知以自觉”作为当

代高级的知识观，具有与前两种知识观不同的”反

侯金鹏，陈晓英：试论“知识就是力量”的本体论内涵及当代价值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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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征，其层次水平更高，应该作为我们对“知识

就是力量”的正确理解。

（一）“自明精神”与“致用精神”的辩证统一

“求知以自明”与“求知以致用”作为两种具有

不同终极目的的知识观，两者既相互对立，又在对

立的基础上寻求统一。“求知以自明”作为古希腊时

期的知识观，其提倡的“为求知而求知”虽然带有明

显的朴素性质，但其内涵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从人类开始思考世界的本原、开始追

问世界的那一刻起，或许我们的终极目的就在于满

足自身的求知欲，也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这样的不同

于其他物种的求知欲而使得人类最终脱颖而出，建

立起了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这种“自明精神”是人

类在求知的道路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一旦脱

离这种态度，我们就很容易迷失自我，甚至丢掉了

自我的本性。

“求知以致用”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更加符合

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人类的终极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不在于

解释世界，“致用精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将我们

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这对于我们今天的

社会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人类求知的成果如果不能

应用于实际，世界也将没有发展，人类的生活也无

法得到改善。这种“致用精神”是人类在求知的道

路上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它可以使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自明精神”与“致用精神”作为两种不同的知

识论形态，一种强调为求知而求知，一种强调为致

用而求知，虽然二者在观点上彼此对立，但在“求

知”本身的意义上却是统一的，二者都肯定了求知

的终极意义，个人认为“自明精神”在本质上强调了

求知的意义，“致用精神”在形式上丰富了求知的内

涵。今天的人类在求知的道路上始终在追寻着二

者的平衡，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在两种

精神的共同指引下偏向一方从而迷失了自我，当代

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学生在强压式的

机械的教育体制下很容易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求知

的真正目的，在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背后或许有

着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二）“自觉精神”的当代价值

“求知以自觉”作为一种新的对待求知的基本

态度和基本精神，是我们当今社会在求知领域所必

须提倡的，这种“自觉精神”高于“自明精神”和“致

用精神”，它突显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当今世界的人

们需要通过“自觉”与“反思”不断寻求新的更宽广

的知识论道路。在当今世界，尤其在正处于蓬勃发

展时期的中国，需要的正是知识的这种“自觉”的力

量，这种“自觉”的力量在当代就集中表现在创新上

面，当今中国的教育事业覆盖全国，高等教育机构

数不胜数，几乎每个青年人每天都在接收着大量的

新的科学知识，但真正能算得上人才的并不多，我

们依旧在呼唤人才。人才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讲话：“创新的

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

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

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

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要把

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

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

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

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②。这段话明确

指出了人才要从创新实践中去发现，而这一切又都离

不开源源不断的新的科学知识的获取。

对于知识只是抱着“求知以自明”或者“求知以致

用”的态度是不够的，想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关

键是要做到“求知以自觉”。要创新一是要不断获取

新的科学知识，二是要不断地用新增加的知识去反思

以前的知识，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觉”。

“求知以自觉”作为“知识就是力量”在当今时

代的新内涵，应该始终作为推动我们每个人乃至我

们整个国家不断求知、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知识

就是力量，这种力量是自觉的力量，是反思的力量，

更是创造的力量！我们需要将科学知识由“自明”

上升到“致用”再上升到“自觉”。只有在这样的不

断变化、不断革新的过程当中，“知识”本身才会真

正变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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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unity of morality and hapiness damages the social justice and sets bac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justice,we must let "unity of morality and hapiness" become a

relality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Because "unity of morality and hapiness" embodies three aspects:unity of

morality and interest, unity of self-interest and altruism, equality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To realize "unity of

morality and hapiness", the effective way is to establish moral rew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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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Knowledge is Power"

HOU Jin-peng, CHEN Xiao-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01)

Abstract: "Knowledge is power" is a slogan that we are familiar with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dea for us to realize self-breakthroug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different times, combined with Xi Jinping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knowledge and talent, further explains "knowledge is power" in the ancient times, modern

times and modern three ontology of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unique value in the moder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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