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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哲学视角下的长信宫灯生成研究

陈思琦，江牧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苏州 215123

摘要：以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为立足点，分析长信宫灯的生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过程哲学存在性

范畴中的概念引入长信宫灯这一物体中，并将研究点着重放在其生成过程上。提出以动态共生的过程思维去观察器物本身，

将重点从以往的“研究其生态环保”转向各“现实存在”通过“摄入”促成“聚合体”生成这一过程中来。以相对广阔的视角，从历

史的流动性角度去分析材料、工艺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从动态共生的生成角度去研究长信宫灯。长信宫灯作为一

件器物，是一种存在，是多种现实存在摄入共生的结果。每一个选择都会促成不同的生成，器物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

此，要从动态共生的思路看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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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宫灯（见图 1）作为“中华第一灯”，吸引了众

多学者对其精美的形态、精湛的工艺、精巧的工作原理

等进行研究。长信宫灯的工作原理见图2。本文将研

究重点放在其生成过程上，以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

为立足点，将过程哲学存在性范畴中的概念引入长信

宫灯这一物体中。以动态共生的视角，分析长信宫灯

的生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1 过程哲学存在性范畴中的三个概念

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创建的新哲学系统，相比西方

诸多传统哲学思想有所创新。怀特海本人以其广阔的

学科知识为背景，以数学、逻辑学等为基础，创建了过

程哲学这一开拓性的哲学领域。他创立的哲学体系从

本体论、实在论中跳脱出来，将存在物作为生成过程的

产物。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阐述：“一个现实存在是

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现实存在是什么；因而现实存

在的这两种描述方式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的

‘存在’是由其‘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原理’[1]。”

1.1 聚合体

聚合体是各种现实存在的集合，这些现实存在由

于互相摄入而构成关系性的统一体，或者反过来说也

一样——由于它们的相互客观化而构成关系性的统一

体[1]。“现实存在”是构成存在物的元素。从狭义上看，

构成长信宫灯的是青铜材料、器物形态与器物功能；从

过程角度看，则可将长信宫灯这一存在理解为青铜冶

炼技术、手工业发展等当时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条件

动态共生而成的，它更侧重过程而并非结果。实际存

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

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2]。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

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

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

后相承的[2]。

1.2 现实存在

在过程哲学中，将“现实存在”作为构成过程的最

小单位，也将其称为“现实生成”。在由杨富斌所译的

收稿日期：2019-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7BH156）；2017-2018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思琦（1995—），女，黑龙江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历史及理论。

通信作者：江牧（1971—），男，江西人，博士，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业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

50



陈思琦等：过程哲学视角下的长信宫灯生成研究第1卷 第1期

《过程与实在》版本中，更多地以“现实存在”表达这一

概念，在其他版本中也称为“现实实有”等。“现实实有”

亦称“现实缘现”，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3]。在

现实实有背后不可能找到任何更实在的事物……这些

现实实有都是复杂且互依的点滴的经验[3]。长信宫灯

之所以为长信宫灯，是每一个现实存在的确定性发展

所形成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比如，铜有可能被铸造成

长信宫灯，但长信宫灯对于铜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在

铸造成为长信宫灯后，才成为了一种现实。现实世界

是由现实发生所构成的，根据本体论原理，在“存在”的

任何意义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现实发生中抽象出

来而产生的[1]。铜铸成宫灯便是在青铜冶炼铸造这一

现实发生中，由社会文化等现实存在因素抽象而来的。

1.3 摄入

“摄入”是怀特海独创的概念，表示一个现实发生

被继生的现实发生所摄入。把一个实际存在物分解成

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最具体的、存在于实际存在

物的本性之中的那些成分的分析方式……实际上，一

个实际存在物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特征，都可以通过某

种摄入而被再现出来[3]。分析长信宫灯的生成，就是

分析构成这一存在的摄入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

长信宫灯的特征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 长信宫灯对过程哲学中概念的引入

2.1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

长信宫灯是一件独立静止的器物，这是通过总结

日常经验所得出的预设的发生性思维，由于本体论与

实在论，使器物的本质落脚在了器物本身上。然而纵

观世界，由宇观至微观都是动态的，经典的“蝴蝶效应”

理论也论证了世事万物丝缕相连，而不是孤立静止

的。生物的进化、时代的发展等也表明万事万物间是

相互影响，共创共生的动态过程关系。怀特海的过程

哲学明确地批判了所有本体论或实在论上的实体观，

他认为世界在本性上或本质上既不能归结为物质实

体，也不能归结为精神实体……任何事物要成为现实

的存在，就要成为一个过程[4]。因此，从过程哲学的角

度来看长信宫灯这一存在，更应该从它的生成来进行

深层次的剖析，基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长信宫灯的

价值意义。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是现实存在的彼此摄入、相

互关涉。如果单纯地将长信宫灯作为一件青铜灯具，从

整体、静止的视角研究，应更加注重其器型、结构，或将

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当作现代生态理念加以研究。如

将其带入过程哲学的聚合体概念，把决定其“存在”的

“生成”条件作为现实存在，把现实存在间的动态共生关

系理解为摄入关系，则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从过程

哲学的视角切入，创新型地研究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

2.2 构成长信宫灯的条件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是由互

相关联、协同作用的现实存在，如材料、技术、社会背景

等构成的。各现实存在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动态共生关

系，它们的协同作用催生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活动。构

成聚合体的现实存在间具有内在联系的不确定性，决

定了聚合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而过

程反过来体现了在现实存在间的不确定性的变化、活

动。各现实存在独立的纵向时间发展与横向的动态共

生关系交接成一个面，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就是位于

这一面上各现实存在动态共生过程中的体现之一。

图1 长信宫灯 图2 长信宫灯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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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青铜冶炼技术

长信宫灯作为存在的事物，是由各个领域的现实

发生中的节点组成。青铜灯具发展到汉代达到了鼎

盛，青铜冶炼技术这一现实发生是基础构成因素。史

前文化的人类畏惧自然，为了生存，他们集体采集、狩

猎。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祖先们总结经验，为生存创

造了工具。旧石器时代主要以打制石器为主，发展到

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这不仅是制作工具方式的简

单变化，而且是人们精细加工意识的体现。新石器时

代承载了各种功能的农具种类众多，也可以说明农业

逐渐向精耕细作发展，从而产生了对功能性农具的需

求。耕作效率与产量的提升使得对储存器、蒸煮器的

需求应运而生，加上人类对火的进一步掌控，也催生了

新石器时代陶器、铜器的出现。虽然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龙山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原料较少，且不

易开采。当时处于冶铜技术初期，一般冶炼的红铜硬

度较低，因此多用来制造小型器具。铜石并用时代是

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铜器还不能完全

取代石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则标志着

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从现实存在间的动态共生这

一角度分析，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人们开始追

求比陶器功能更加丰富的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从此

在纵向的时空流中日益成熟。

2.2.2 “百工”时代背景下的加工工艺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之后经过商朝的

颠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到周朝，已可称

为强盛的奴隶制王朝。《周礼·考工记》开门见山：“国有

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奴隶制社会时期，皇权的统治加

强了手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大规模分化。“百工”是

直接为皇室服务的手工匠人，由他们精良的加工技艺

制作出的精致器物成为了高贵王权的象征。工匠的加

工技艺精良与青铜材料的冶炼之间是一种摄入关系，

每一种摄入都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1）从事摄入的

“主体”，即以这种摄入作为具体要素的现实存在；（2）

被摄入的“材料”；（3）“主体性形式”，即这个主体是如

何摄入那些材料的[1]。工匠们服务皇室的手工技艺成

为从事摄入的主体，将青铜的冶炼、加工以“材料”的概

念摄入，经过千百年的经验积累，得到了青铜原材料的

加工技艺。

2.2.3 政局稳定促进手工业发展

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得以造就长信宫灯这样的精致

器物，决定其生成的现实存在不仅仅是青铜冶炼技术

与工匠技艺的配合。商建国之初，汤汲取夏桀亡国的

教训，宽以治民。至第四代王太甲，《史记》中有这样的

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

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

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

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体现了商的政局安定、

百姓祥和，是促进和发展手工业、农业的有利条件。在

历经九世之乱后，商逐渐衰败。盘庚迁都于殷，利用宗

教等手段稳定了政局，振兴了经济，为接下来的武丁盛

世打下了基础。武丁继位后励精图治，社会生产水平日

趋增长，青铜业出现了三元合金的突破性进展，青铜器

物数量大增，甚至还出现了后母戊鼎这样的恢弘之作。

西汉初年开始施行“修生养息”的政治策略，在董仲舒

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下，极大程度上

放弃了前朝严苛的惩罚制度，以德治国，这为手工艺工

匠们摸索、创新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更好地将技艺去

芜存精。把青铜器的进化发展作为从事摄入的主体，将

政治局势稳定以“材料”的概念摄入，加上国泰民安的

社会环境，这些促成了造就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的关键

性因素。

3 构成长信宫灯现实存在间的摄入

3.1 现实存在的摄入过程

单一的现实存在无法构成一个聚合体，摄入是聚

合体生成的重要途径。长信宫灯作为“中华第一灯”，

首先，离不开器物本身，即青铜材料的冶炼技术。其冶

炼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加工技艺的逐渐精良，而加工

技艺取决于工匠，工匠的技艺精良是在政治局势稳定

的基础上，再加上国泰民安作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

先决条件，成就了社会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

时，对器物功能本身与器物象征意义的需求有所增

加。这些现实存在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诸如长信宫灯此

类精美器物的出现，并且这些现实存在就是点滴的经

验，它们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1]。由此可见，现实存

在间存在着发展性的摄入关系。

实有通过摄入成为自己，“实有的本质仅在于它是

摄入的东西这一事实”[5]。上述的现实存在在彼此摄

入构成长信宫灯的同时，也通过摄入成为了现实存

在。青铜器通过冶炼技术的精良、手工业发展的需求

等决定性因素而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青铜器本身扮

演着多种角色，它不仅是冶炼技术精良的因、手工业发

展需求的果，而且仍然保持着同一性。因此，青铜器作

为现实存在，是一种自我创生的过程，创生过程中将因

素整理、转化，达到具有连贯性的作用，促使其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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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成为其本身。

在青铜器的自我创生过程中，冶炼技术起了作用，

它在青铜器材料的发展过程中客观化。同样，当时政

治局势的稳定对手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政治局

势稳定在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客观化。在青铜器、手工

业发展等现实存在的自我创生过程中，被客观化的客

体发挥了作用，说明在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的形成过

程中，不仅有器物的创作，而且有一种构建自我、合生

的最后阶段。这一最终阶段名之曰“满足”，是一种复

杂的、确定的感受[6]。在器物的生成过程中，新的摄入

整合、取舍先前的摄入，生成了新的摄入。在长信宫灯

的生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现实存在，不论其自身与其他

环境、物体的摄入关系有多么复杂，在最终的“满足”阶

段，都具有为长信宫灯这一主体服务的功能作用。

构成聚合体的各现实存在间存在“摄入”关系，在

长信宫灯上可被理解为，长信宫灯作为摄入主体，将各

现实存在凝结为实在。当然，长信宫灯得以存在还有

无数的潜在因素影响。它是现实存在动态共生的综合

体，在时空流中，可以作为器物得以保存千年；而在事

件流中，只是事件过程的基本活动的一次暂时选择。

3.2 促成摄入的“主观目的”

怀特海将使一个机遇最终如是的东西称之为“主

观目的”，强调机体之所以为机体，是在主观目的成为

其自身内在冲动的作用下，控制事物在自我形成的过

程中摄入何种决定性因素。在过程哲学中，怀特海认

为主观目的是神意。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论调更多的是

为上帝的存在做论证。这与老子的玄牝之门、道法自

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可以理解为过程哲学意义中

的实际存在物，从道生万物的中国道家智慧来看，笔者

认为促成长信宫灯功能的主观目的是古代工匠受启发

于自然，这是学习自然现象的结果。两河流域时期，人

们已经学会烧砖。有学者猜测，因为古人惊奇地发现，

土坯砖房在经历火灾后，砖体变得坚实牢靠，所以开始

烧砖。那长信宫灯以水滤尘的设计可否大胆地猜测是

由沙尘暴后的大雨荡涤烟尘，使人们重见天日所得到

的设计灵感呢？西方哲学家说是神意指示；中国智慧

则指向自然。这是古人学习了大自然的规律与智慧，

将其以人的意志转化，使其为人所用。

4 结语

长信宫灯是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一种体现，是古

代朴素的生态思想。原始时代的造物大多是为了生

存，从图腾崇拜、神话崇拜、原始巫术等，都是人类对自

然的畏惧，是一种畏存的状态。春秋战国到近代的农

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人对神性、人性、物性的思考体现

在了造物中，人与自然更多的是一种和谐共处，是一种

适存的状态。工业革命后，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人对自然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侵略性，认为人是自然的

主宰，是一种优存的状态。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必

须深切意识到所作的每件事，都会成为一种现实存

在。更应警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作为现实存在，或

与其他现实存在有无数种摄入关系，导致无数种聚合

体形成的可能。

从过程哲学视角分析，长信宫灯生成的意义在于

从过程思维理解其生成条件。长信宫灯被创造是过程

的，人类未来世界被创造同样是过程的。过程并不是

周而复始的圆圈运动，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演进[7]。怀特

海坚持在本体论意义上，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

程，系统的根本特征就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即从

状态到状态的生长，从整合到整合的过程[7]。用以小见

大的方法，从过程哲学中，不仅以狭义的角度来分析现

实存在摄入得到长信宫灯，而且应从广义的角度去反

思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克服了现

代思想中心物、主客、思辨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与分裂，

为生态伦理建设提供了人与自然合一的基础[8]。人与

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如同组成长信宫灯的各现实存在间

的摄入般，都是动态共生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1]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杨富斌，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杨芳，阳黔花. 怀特海机体哲学的基本思想[J]. 重庆邮

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4（5）：45-50.

[3] A. N. 怀特海，艾彦. 怀特海过程哲学观概要[J]. 世界哲

学，2003（1）：2-19.

[4] 但昭明. 机体生成之道[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5] 王立志. 怀特海的“摄入”概念[J]. 求是学刊，2013，40

（5）：33-38.

[6]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7.

[7] 江牧. 工业产品设计安全原则[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8.

[8] 曹静. 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生态伦理意义[J]. 中州学

刊，2010（6）：146-148.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