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严春友：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12-06-18 21:42:08 

进入专题： 时代精神    

● 严春友    

    

  【内容提要】 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

代的根本精神，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

本精神呢？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非实体

性”，在哲学上它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实体--绝

对理念、上帝、本原等实体以及永恒等实体性

的解构；在政治上则意味着对于王权的解构，

世袭制、集权制逐渐解体，而代之以非实体性

的制度--民主制。民主的实质是对话、协商，

只有在对话中才有真理，才有正义，也才有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利可言。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一般称之为时代精神。比如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十八世纪的启蒙精神，都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对后世的作用也甚为久远。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它引领着人类精神的方向，也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自觉地

认识和把握时代精神，作为个体，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去追求这种精神，从而明确人生的方向；作

为一个整体（国家或人类），则能够使它们自觉地以此为准则，明确前进的方向。如果认不清这

个方向，那么就会做出有违时代趋向的事情，小则伤人伤己，大则伤害民族或人类的利益。  

  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是超越党派和民族的，它贯穿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因此，这并不意

味着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也未必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只是一个时代的根本价值趋向，是一个

时代的主结构，潜藏于意识海洋的深处，散见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以至于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

之中。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虽然看起来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体上都为这个时代精神所制

约，就如同磁场里众多的小磁针一样，各自独立，但又都为磁场所约束，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方

向。  

  那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呢？  

  从哲学上说，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是“非实体性”。非实体性，是现代哲学的根本特征。这

个过程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代表人物是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等。  

  在谈论现代哲学精神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传统哲学中，实体类的

东西是人们追求的终极存在。什么是实体呢？实体是存在的中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而它

自己却是以自己为根据的。因此，它是终极的存在，再往前就没有存在了，也没有比它更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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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具体说，如本原、永恒、绝对理念、物质、上帝等等，就是西方哲学中不同时期所理解的实

体。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点状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最初、最后的原因；它们都是

超时间的存在，即存在于时间之外；因此，它们都是永恒不变的，无始无终的，没有开始，也没

有终结。因而它们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存在，它们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条件和根据，其他事

物只有依赖于它才能够存在；至于它们自身，则是没有根据的，即它们自身就是自己存在的根

据。在传统哲学看来，只有这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才有意义和价值；而且实体本身就具有真理的意

义，它们自身就是真理，同时是真理的标准。  

  哲学的这种精神，间接地反映着相应时代的人类精神，是人类精神在哲学中高度的概括和凝

练。哲学的语言看起来晦涩难懂，但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据，相反，哲学的

根据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只是由于它过于间接，以至于很难直接察觉它与生活的联系罢了。  

  传统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精神，就是因为传统社会也是一种实体性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

里，只有少数人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其他人则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少数人的意义也是独立自存

的，不依赖于其他人而存在。在中国，最高的实体就是皇帝；在欧洲，最高的实体是上帝和教

皇，到了近代则是国王。他们的存在具有绝对性，他们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决定其他人存在

的意义。他们不仅管人们外在的行为，还要管人们内在的思想。他们规定着正义的标准，维持着

世界的秩序。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最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状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

滨，莫非王土。”  

  实体的永恒性，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终身制、血缘世袭制，某个人或家族一旦掌握了最高

权力，就试图永久地占有下去，不仅这个家族有这种观念，全天下的人也都认为理所当然，几乎

没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政权的确具有某种永恒性，常常会延续无数世代，最长的要数我们的周

朝，寿命几近八百年之久。  

  在这样强大的实体性力量面前，作为个体的百姓根本就不用指望会改朝换代，甚至根本就忘

记了还有改朝换代这回事，权力的永恒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记忆，而百姓只是这种力量面前稍纵

即逝的灰尘。  

  时代精神渗透到人类的骨髓里边，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常用而不自知的。哲学尽

管以叛逆的本性而著称，但也不能够完全脱离时代精神的制约。哲学家们虽然竭力于对现实的超

越，但超越的方式和超越的结果，依然没有逃出那个根本思维方式的圈子。实际上，哲学反而以

凝练而深刻的方式概括着时代的精神。  

  那么，现代哲学又是怎样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之中的呢？  

  事实上，哲学有时是超前于时代的，有时又是落后于时代的。现代非实体哲学就是在现实生

活中的非实体化进程发生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对于实体的

消解运动，这一运动把人生的意义从上帝那里夺了回来；不过，人们的思想依然没有摆脱实体性

的思维模式。近代开始的民主运动，则展开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王权的消解过程，经过英

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所建立起的民主制度或准民主制度，使民主观念成为一种世

界潮流。民主思潮的实质，就是一种非实体思想，民主运动，就是一种非实体化运动。在这整个

运动过程中，法国国王的被处死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那被砍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的头颅，实

质上还是实体的头颅，自此以后，实体的生命便告终结，实体性的思想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市场，

非实体化的波涛则席卷了整个世界。政治上这个实体的权力，逐渐转移为全民共享；这意味着，

权力寓于全体之中，而不是集中于那个高高在上的实体手中。  

  这期间虽然一直延续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实体解构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卢梭

“主权在民”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非实体思想，但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和范式还没有



发生彻底的改变。  

  传统实体哲学直到黑格尔那里才达到顶点，而那时非实体化的平民政治观念早已在英国、法

国和美国扎了根。由此表现了哲学的滞后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

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才会起飞。黑格尔哲学里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解构实体的运动，这就是辩证法的

运动，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解构一切实体性的东西；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它却成为实体--绝对理念运

动的形式，这才是黑格尔哲学最根本的矛盾所在。  

  不过，顶点也就是衰落的开始，黑格尔哲学预告了传统哲学的终结，它成为此后一切哲学攻

击的对象。费尔巴哈解构了基督教的最高实体--上帝，同时也解构了黑格尔的最高实体--绝对理

念；克尔凯郭尔则解构了黑格尔的逻辑，把人的非逻辑性、个体性归还给人自身；叔本华则打破

了理性的神话，揭示了非理性在人的精神中的地位。  

  由此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非实体化哲学运动，出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

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等等。尽管它们表现形式各异，所谈的问题似乎

也相去甚远，但实质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构实体。具体表现为：消除主客体的二

元对立，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主体--自我并非孤立的、不变的存在；强调相对

性，消解绝对真理，不存在永恒的、无条件的真理，真理只存在于对话过程中；去中心化，反霸

权话语。哲学的方向被掉转过来，由永恒到短暂，时间被引入哲学，时间性成为存在的根本规

定；由普遍到个别，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本质到现象，现象就是存在本

身，现象之外并无存在。  

  这些生僻深奥的话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实体的解体，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历史

方向的逆转：数千年来，高高在上的那个实体--王权，被民众的力量拉下来，落到了地上；它不

再以自身的存在为根据，也不再是其他存在的根据，相反，它存在的根据发生了颠倒，它要根据

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它要接受人民的规定，是人民规定了它的本质，它存在的合法性不再是自足

的，而是来自人民。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实质。它意味着，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之间的

约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决定于统治者自身。统治者的身份与人民是对等的，他们本来是一个个

公民，因而他们的统治者身份不具有永久性，而只是人民意志的暂时委托者。  

  而且这种约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一代人重新“签约”，需要人民与每一个掌握最高

权力的人或集团进行约定。实体性的政治制度被废除，代之以非实体性的制度：世袭制、终身制

被废除了，新建立起来的选举制、任期制和问责制，消解了权力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在现代政治

制度中，时间性被植入其中，不再存在永恒的政治神话，权力的合法性就存在于这种约定的过程

之中。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所有人的约定之中。在这里，没有实体性的存在，没有永久不变的

东西。虽然最高权位依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它不再与某个时期握有此权力的人融为一体，而

是相互分离的，他只是一个被委托者，是人民委托他在固定的时期内管理这个权力。  

  假如简单地概括一下我们的时代精神，那么就是：协商、对话、约定。真理不存在于任何一

个人的手中，正义也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团体决定的，而是由所有参与者在共同的协商中约定的。

在这里，不存在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绝对真理，谁也没有权利把他认为的真理和正义强加于整体。  

  协商就是正义，不管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大家协商的结果，便为正义；对话才有真

理，真理只存在于对话的过程之中，因为真理不存在于任何一方，而存在于双方、多方所有相关

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之中，是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约定。没有经过协商和对话的所谓真理与正义，

只能是强权，而非真理，也不可能是正义的，因为它缺少对人的尊重，漠视人的尊严，是强加于

人的。没有对话和协商，就没有人的尊严；只有在对话与协商中，人的尊严和权利才能够得到实

现；对话意味着平等，没有平等，便无尊严。  

  在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存在的核心，个人的权利成为存在的中



心，一切制度、活动都围绕着个体这个太阳旋转；然而这是无数个太阳，所有的太阳都放射出同

样的光芒。因此，在现代的精神中，实体性又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由过去一元的实

体变成了多元的实体。传统哲学的命题是“实体就是主体”，而现代哲学的命题则是“个体就是

主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一切不依个体为皈依的种种，都是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是非人

道的。来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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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掌握在权力手里。谁有权，谁就有精神。道理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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