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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人    

● 郑酋午    

    

    

  1·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随着时

代的推进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

识越来越深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极其

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对思

想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深奥的难题，这正如

中国古书上说的一句话：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为什么对人本身的认识这样难呢？因为，要真正

搞清楚什么是“人”这个问题，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智慧、人的创造性、人的作用和人

生意义等等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自古至

今，智者哲人们写下了论人、论人性、论人的本质、论人生、论人的创造性等等问题的无数篇

章，然而，直到今天仍然莫衷一是。  

    

  2·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  

    

  从古希腊以来，在哲学上对人下定义的学说虽然很多，但最有影响的说法也只有“人是理性

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文化动物’等三种。  

    

  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经过思考

后，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从此以来直至近

代，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  

    

  理性是什么呢？在西方哲学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对理性有不同的看法。唯理性论把理性看作

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凡是符合人性的就是理

性，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尺度，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在德国古典哲学

中，把理性和知性相对，作为认识的一个阶段。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

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动，指处理问题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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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在哲学上非理性主义反对得最强烈。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

在认识中的作用。“非理性的”这个术语，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

不能表达的”等含义。非理性主义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非理性主义在现

代西方哲学中流传颇广，如信仰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宣扬盲目的信仰；叔本华宣扬无意识的意

志，断言理性和科学不适用于道德范围；尼采宣扬“权力意志”论，鼓吹非道德主义；柏格森宣

扬直觉；存在主义宣扬存在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存在先于本质”（萨特），等等。这些都是非

理性主义的表现。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

容，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非理性主义演变线索是：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

－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唯意志主义主要包括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尼采的

权力意志论；生命哲学主要有狄尔泰伯格森等人创立；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萨特。  

    

  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总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它重新审视一番。人们

常说的“非理性主义”大概是指现代西方反叛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哲学思潮。这种思潮就像

洪水一样把现代西方的整个学术园地浇了一遍，似乎每一流派都吸收了它的营养，都能发现自己

流派的根深扎在非理性的土壤之中。人们在追溯非理性的根源时，就首先想起了在与黑格尔的极

端理性主义相抗衡时失利的叔本华，甚至更早一些的其他人。以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

的近代思想家以理性为手段，为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地盘。思想家们断定的 “人的本质

在于理性”这一古老命题再次得以确认，合乎理性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理性成为一切取

舍的标准，一切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在近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

而，科学文化的进步、商业的发达、政权的更替等等，并不能直接给人们带来幸福，人类的精神

解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黑格尔断言“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

理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页）的时候，

理性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这种极端理性主义的逻辑能推出，幼儿乃至儿童之所

以为人，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理性，因衰老或外伤而失去理智的老人就很难说，精神病患

者则根本不能称其为人，等等。而麻烦的是，现代病理学认为严格地讲，人人都是或曾经是精神

疾病患者，只不过是程度不同或患病时间不一样，现实中的人们需要时不时地去看精神疾病专

家。这样推理看上去十分荒谬，但是应该明白，人在特定境遇中精神恍惚往往是其心理的非理性

部分（愿望、尊严、虚荣心等）受挫的结果，是非理性部分的挫折导致了其心理反映的过度强

烈，以致其某些行为、语言不能很好地接受由习惯而养成的行为或语言模式的控制，从而表现出

某些“失常”的言行。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一概归咎为性欲的受挫，这或许不太恰当，但是他给

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让我们看清了人的非理性部分的重要性。  

    

  整个19世纪，以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证明了人类理性的狂妄、肤浅、盲目和无能为力。

理性主义在逻辑上也许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实践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历史显然并不

是按照任何悲观或乐观的先哲似的预言推进，它的规律性也不意味着可以设计和预言，人类社会

不能靠全能的手来安排得面面俱到，人类的精神生活更不能接受来自任何意图的控制。当马克思

试图为其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蓝图进行具体描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错了，因为那个“自由

人的联合体”只剩下“体”，而“自由人”却已消失，同时也违背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

种自然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１２页）的重大发现。这决不是说人类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历史像肆虐的河流那样地到处泛滥，而是说人类理性对于自己的历史可 以干预但无法

控制。而其无法控制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就作为人之本质的另一部分——非理性而言，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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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任何形式和目的的控制。机械的理性主义者最担心的似乎是，一旦否认人的理性的至高无

上，那么人类历史的最终方向会成为难预料的以及有可能使人沦落到动物的层面去。其实，事情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本来就难以预料，人们只不过往往是出于本性，自以

为是地这样或那样地预言，这种预言十有八九是错误的。这一点也说明人类理性在许多方面的苍

白和无能为力。对于未来的预料本是人类理性的一种本领，但它是有限度的，忘记它的根扎在哪

里而视它为神明，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对人类沦为动物层面的担心也是多余。既使人与动物的区

别在于理性，人的本质也不只是理性；即便是在那些“相同”的地方，人与动物也是大不相同

的，其间有着天壤之别。绝没有必要担心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将会消失。因为按着进化论的简单

道理，人类已经进化到今天这一步，即使存心要返回到动物的层面去，也未必可能了。心理学家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１８４２──１９１０）就认为，人的本能与动物不同，它不仅比

动物更高级，而且更丰富。人的本能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可能和动物的本能相提并论；就日常

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们都是极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人类理性本来就是非理性进

化的一个结果，它现在还在生长之中，远未成孰，将来能否成孰，那也很难说，或许它本来就是

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到了存在主义那里，对理性的反叛达到了高潮。在存在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

是存在的动物，人必须接受存在的规定。尼采从生命和创造力意志来解释人的生存本性，“此

在”作为人的规定是海德格尔对人的揭示。一个理性的近代，已不复存在，它为存在的现代所代

替。对人的本性的把握，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存在的时代。人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都在存在的

维度上发生。作为一个存在者，生活着的人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存在本性。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存

在，注重人生。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

虑、绝望、恐惧等低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

存在主义哲学一开始就把探讨人的存在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世界各国的存在主义者一致公认，

丹麦的神秘主义者索·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克尔凯郭尔在其哲

学著作《恐惧的概念》中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基督教存在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

在，也否认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是

人的个性，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是万物的尺度，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不是理性、思

维的意识，而是非理性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当个人处于心理体验这种意识中时，最直

接、最生动、最深切体验到的是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暖昧不清、荒谬、动摇等

的存在，它是纯主观性的、最基本的存在。享有“存在主义之父”美誉的克尔凯郭尔对存在主义

哲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孤独个体”看作是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

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是人的真正存在，看作是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基本

概念——“存在”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位先驱是尼采。尼采哲学有三个彼

此联系的主要命题，即权力意志、超人和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三个命题是他批判欧洲传统文明的

产物。尼采认为，欧洲传统文明的弊病表现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便是理性主义的统治压制了非理

性的生命本能；表现在宗教和伦理方面，便是虚无主义的统治，所谓虚无主义，尼采赋予它特定

的含义，用来指否定生命的立场，同样压制了生命的本能。在他看来，靠着基督教道德维系的欧

洲传统文明的根本弊病，一是压制生命本能，导致人的颓废，二是扼杀自我，导致人的异化。当

尼采揭露前一弊病时，他是站在生命哲学家的立场上，当他揭露后一弊病时，便是站在存在主义

先驱者的立场上了。卡尔·雅斯贝尔斯是德国存在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1932年，雅斯贝

尔斯出版了他的哲学名著《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他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人的问题，具体

说来，便是所谓理性与生存的问题。生存(Existenz)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他用以



指人的一种非理性的主观精神的存在状态。关于理性与生存之关系，他指出：这二者“不是两个

对立的势力，不是两个彼此争胜的对立力量。每一个都是透过另一个才存在的。它们相互展开，

透过对方，彼此才获得清晰性和现实性。在这里，雅斯贝尔斯企图说明，为了要解决人的生活基

础的问题，就应该把人的主观精神的存在状态与人内心的自我体验统一起来，使人通过其内心的

自我体验不断提高其主观精神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在至高的精神境界中生存着的真人。这样，

通过理性与生存的关系的问题，雅斯贝尔斯就把他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引导到人的问题上来。可以

认为，这正是他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进一步理论化的发展，也是他的生存哲学

的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一个自我表白。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有创建的哲学家，

他宣扬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第一

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对于“人是如何存在”的问

题，他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他认

为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

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存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法国

获得巨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加布里尔·马塞尔、柯热夫、梅劳－庞蒂、阿尔贝·加缪、让－

保尔·萨特等，而让－保尔·萨特则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存

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

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

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是当代存在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  

    

  关于“人”的问题，当然，在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宏大叙事中也探讨“人”的问题，但是，他

的这一切都是在强调那个大写的“人”，即人类。然而，个人则被排挤到了一个被忽视的角落。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忽视，黑格尔哲学走到了尽头。相反，存在主义更为关注作为一个存在者并

存在着的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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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

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  老看老想  2012-04-10 08:05:00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在文革中:最.最.最;红.红.红。现今的发.发.发;权.权.权。  

  几个小时前,还有《环球时报》,4月9日时评:"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可激活"。  

  不旋踵,时评就没了。可见,活难,激活更难。还得学《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党上",  

  转天,"牢记总书记嘱托"。  

  中国人,不论权要草根: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似神非神的类人鬼神! 

人是神或鬼之母  郝宏彦  2012-04-06 08:34:49 

  人在宇宙中。真正认识了宇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人，才能知道什么是人。  

  宇宙或时空是什么？  

  是时间为一个复数，空间为三维或多维组合成的至少是五维的五维时空。  

  假如时间是复数而不止是实数，那么时间为实数的时空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时空，而时间取虚数时的时空即是天

堂与地狱。  

  正如点生成线，线生成面，时间是实数的时空仅仅是时间是复数的时空的一个截面，截面上的人生成了天堂的神或地

狱的魔鬼。  

  因此所谓人，就是神或鬼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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