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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我与自我">我与自我</h2>
<p>话题引入：「我反思自我」</p>
<h3 id="四重根体系">四重根体系</h3>
<p>叔本华哲学理论</p>
<p>表象都属于四重根体系（需要了解一下主体和客体在理论中的具体含义）</p>
<ol>
<li>人（认识主体）：主体意识、感性、理性、悟性</li>
<li>关系：动机率、存在率、因果律、认识律</li>
<li>世界（客体）：主体意志、时空、物质、概念</li>
</ol>
<h3 id="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h3>
<p>显然，这里的「我」指的就是认识主体了，自我则作为客体。「我」和「自我」之间是存在主被
关系的。「我」按照叔本华四重根理论则指的的主体意识、感性、理性以及悟性；「自我」从字面意
上理解更倾向于一种精神载体，作为被思考的对象，既然是对象则一定是表象，表象都属于四重根体
。除去关系与人，「自我」只能是主体意志了，因为时空、物质、概念和「自我」完全不沾边。</p>
<p>因此，所谓我就是指认识主体即：自我意识、感性、悟性、理性。而自我则是指：主体意志。所
「我反思自我」是什么意思？</p>
<p>「认识主体」反思「主体意志」</p>
<h4 id="认识主体">认识主体</h4>
<p>下面来讲一下「认识主体」的子类，即：自我意识、感性、悟性、理性。</p>
<p>自我意识，实际上自我意识所做的事情特别简单，就是单纯的检测主体意志的状态。当主体意志
状态发生变化时，会直接影响到自我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就是情绪。所以，人的情绪实际上只是
体意志发生变化以后的直接体现。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感到消极，这种情绪完全不是自己控制的，而
是自身主体意志的一种传达。主体意志受到影响最简明的体现就是生病。人，一旦生病，情绪即会变
糟糕，当然这种物理状态的感知带来的主体意志变化也会从其他方面体现。</p>
<p>感性：一般说感性，我们联想到的名词都是内心细腻，遇到挫折或者打击以后情绪波动的比较明
。如果这样说，那么感性等于情绪吗？不是的，上面已经提及情绪只是主体意志波动以后带来的提示
者说是警告。其实，人的感性又划分为外在和内在。外在即指的是五官感知，内在指的是身体器官物
性变化带来的身体体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心痛，伤心之时的感觉很大可能就是心肌缺氧带来的（疏
解郁胶囊）。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内感官体验会影响到主体意志，而主体意志的改变又
通过主体意识的改变（情绪）体现出来。所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家会称情绪波动比较的大人较
感性。但是请记住两者并非一物。</p>
<p>理性：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世界其实是有两个的。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假想世界。现实
界遵循因果律，而假象世界则遵循的是逻辑。我们企图抽象现实世界表象映射到假想世界。在这个过
中不得从中定义了很多概念便于更好的理解现实世界。本质上我们的理性是是无法脱离现实，理性的
动过程即产生了思维，而思维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所以，理性是依托于内在而又离不开外在的。然后
大量的分析判断、综合判断以及前天综合判断都通过理性输入到我们的大脑中。我们通过大量的学习
妄想依靠这些经验指导并确信自己可以实际使用这些经验。以为理性可以把握主体意志，于是就总是
分的去想，去反思，或者通过阅读某些书籍和伦理的教条，通过感觉自己认同这些观念，认同书中主
公的做法，从而也确定自己的主体意志也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理性思考已经难以脱离“普世
值观”，判断如果是经过理性思考的，那么一定会和主体意志有差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只有发生
那一刻才知道。这也正是读过了很多书却过不好这一生的辅证。</p>
<p>悟性：悟性所对应的因果律以及它的三种高级模式（因果，刺激，动机），才直接决定你的行为
感性是不靠谱的，理性也是不靠谱的，想要认识主体意志，也就是这个自我，你需要的是悟性，是实
在在的行动，你的行动，才真正靠谱的说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p>
<p>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主体意志是通过行动才能清晰的表现出来的，而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只是
对我的行为所获得的表象在大脑中的反应罢了，这些表象随时会因为思维，想象力，记忆而形变，变
不真实，尤其人还最喜欢自我欺骗和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么这种形变就会更加厉害。但对于真正
想认识自我的人来说，只有在你做出行为的那一刻，你的自我才是最为清晰的，那个自我才是你真正
确定了的肯定是属于你的自我。</p>
<h4 id="主体意志">主体意志</h4>
<p>主体意志（需要了解叔本华四重根理论）</p>
<h3 id="结论">结论</h3>
<p>「我反思自我」，这种反思应该是对自身行为的源头主体意志的反思，而不是做出行为是否符合

原文链接：我与自我

https://ld246.com/article/1530587956416


世价值观以及伦理，否则只会陷入到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做的泥潭中。悟性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
以作为一个靠谱的依据来体现你的主体意志。至此「知行合一」的含义也就清晰明了了，你的行为和
的良知是一体的，良知决定了行为，而不是先有的良知才有的行为。一个人说什么并不能代表他的本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如若突发情况下他自己做出的言行令自己无法接受，不承认自己是那样的人，
们也应当理解，因为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是那样的人，这样我们也就释怀了。对于生活中一些自己
法确定的问题，非得交给时间也是这样的道理，毕竟感性和理性这些表象会变得不真实。所有，平时
自己的行为进行观察，慢慢的明确自己真实的样子，去私欲留真理，慎独可能是我们最好的修习方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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