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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造性能力并非实施可持续发展所独有，也并非总是给人类带来好处。但创造性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创造性能力，同时又要求人们比以前更加理性化地使用创造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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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非常热 

烈。有很多人阐述了创造性能力之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而有些论述给人造成一种误 

解，认为创造性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所独 

有的。创造性能力并非实施可持续发展所独 

有，而是人类实践本性所固有的一种成分。 

对于人类发展过程而言，创造性能力是一把 

“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好处，也能给人 

类带来害处，因而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比以 

前更加理性化地使用这种能力。 

1 创造性能力并非可持续发展所独 

有 

创造性能力并非可持续发展所独有，而 

是人类实践本性所固有的成分。人类是一种 

实践性的存在物，因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消 

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界，人类不会满足于自 

然界直接性的赐予，能够积极地主动地创造 

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 ，人决心以自己的行 

动来改变世界⋯”。人类的创造活动能够不断 

把人的主观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人越来越 

远离动物界。人类的创造性能力就是这种实 

践本性所固有的成分。人类的创造过程就是 

用“理想性”否定“现实性”的过程，因为现实 

的人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当下的现实，总是要 

把当下的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一过程不 

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具有无限性，因为理 

想中的现实一旦获得实现，变成当下的现 

实，就会再次成为新的理想中的现实超越的 

对象，因而人类的创造性具有一种无限的指 

向性。正是由于人的创造活动，人才“使自己 

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 

对象”，才没有像动物那样成为自己生命活 

动的奴隶却转而成为支配自己生命活动的 

主人，才能使人自我确证，进而形成人类的 

历史。人类的历史是由自己的活动创造的， 

“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一旦失去 

了创造性能力，也就不再进步，不再发展。 

创造性能力不但不是可持续发展所独 

有，而且也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好处，还会 

给人类带来害处，对人产生一种破坏作用。 

因为人类不会满足于自然界直接性地给予， 

而要运用自己的创造性能力改造自然界，从 

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创造性的改 

造，一方面能够使人自我确证，另一方面对 

人又意味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体现在两个 

方面。其一，自然界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场 

所，而人类“创造性的改造”必然要破坏自然 

界的原始平衡。自然界本身也具有一种自我 

修复功能，当人类的创造性对自然界的破坏 

作用不超过自然界自我修复能力的时候，这 

种破坏作用并不明显。而一旦人类的创造性 

对自然界的破坏作用超过了自然界自我修 

复能力的时候，自然界就开始向人类报复。 

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不要陶醉 

于自己对自然界的胜利。人类每一次对自然 

界的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21：” 

人类“创造性的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在近代 

以来明显张扬，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也随之 

明显加剧，出现了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 

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其二，人类以创造性能力改造 自然界，创造 

出属人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实践结果。这 

种属人自然、实践结果一经形成，就成为人 

类本身必须面对的外在于人的力量，这种外 

在力量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具有 

一 定的自主性，存在着不受人的控制、反转 

过来却控制人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对 

于人来说，“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 

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与他对 

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 

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31。” 

2 创造性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 

尽管创造性能力会给人类带来破坏作 

用．但它是人类实践本性中的固有成分。人 

之为人就在于人所独有的创造性能力、，正是 

人所独具的创造性能力使人能够更接近于 

以“人”的方式去生活，这也正是发展的内涵 

所在。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人的发展 ，人 

的发展就是人的活动的发展，是人类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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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变，是指“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 

的发展” 。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今时代最为 

合理的发展模式，需要人类具有比以前更多 

的创造性能力，创造性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一 方面，人的创造性能力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内在本质的必然要求。发展归根结底是 

指人类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内在本质 

上是指人的可持续性，因而人的创造性能力 

就构成实现可持续发展内在本质的必然要 

求。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可持续 

性、社会的可持续性及生态的可持续性，在 

更深层次的内在本质上是指人的可持续性。 

l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 

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 

展的中心是人”。人的能力的可持续才是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奥雷利奥·佩西指出， 

“唯有人类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才是取得任何 

新成就的基础，才是通常所说的‘发展’的基 

础 ，“人类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是使人类需求 

合理化和有适度希望满足这些需求的必需 

条件i i”。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从根本上取决 

于人的可持续性，而人的可持续性的关键又 

在于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可持续性。因而，如 

果没有具有可持续的创造性能力的人，发展 

最终将陷入不可持续的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性能力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外在手段的必然要求。知识经济是达 

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外在手段，而人的创造 

性能力是知识经济得以确立的前提，因而人 

的创造性能力又构成实现可持续发展外在 

手段的必然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 

信息要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 

主要资产。这里说的是，知识和信息只是创 

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知识和 

信息要成为创造财富的资产，必须与激活知 

识和信息的能力相结合。“知识就是力量”是 

近代哲学奠基人培根的一句名言。对于培根 

的这句话的一般的理解就是，掌握知识就能 

产生力量。其实，这里面还暗含了一个前提 ： 

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储存知识只是产 

生力量的准备工作，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 

只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才能产生力量。如 

果不具备运用知识的能力，即使掌握了再多 

的知识，学富五车亦是死知识。培根在 17世 

纪提出的这句名言里所暗含着的前提，即创 

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越来越显示其重要。因为运用知识的能力并 

不必然与知识结合在一起，相反地，二者的 

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 2l世纪的今 

天，知识的范围和容量已大为扩展。因此，人 

才的概念必须改变，．仅仅掌握知识和拥有信 

息的知识储存型的人，还称不上人才。真正 

的人才指的是具有知识和信息并有能力激 

活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的人。马克思就曾指 

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是最大的劳动生产 

力和社会财富，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方 

式。知识经济的核心在于人才，而人才的核 

心在于人才的创造性能力。知识经济的核心 

概念并不是知识和信息，而是创造性地激活 

知识和信息的能力。知识经济是以不断创新 

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的创造性应用为主要 

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一种能力经 

济。 

3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 

使用创造性能力 

在21世纪的今天，要想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实现人的可持续性，还必须能够有 

效地预防乃至消除人的创造性能力带来的 

负面作用，这就要求人们比以前更加理性化 

地使用这种能力。所以人类必须转变传统的 

价值观念，实现人的价值取向的革命，借以 

能够更加理性化地驾驭人的创造性能力。 

一 方面，人类必须确立对自然的责任意 

识。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由于人类的创造性 

能力明显张扬而形成的片面的主体性，把改 

造自然以获取物质利益作为最大的追求，对 

自然抱着偏狭的实践态度。片面主体性的结 

果引起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导 

致了许多“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灾”，造成了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人对自然的全面的主体 

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的改造方面，更重要 

的，还表现在对自然要承担责任。带着责任 

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这种开发和利用就是建 

设性而非破坏性的。马尔库塞更将人们对自 

然进行的缺乏责任意识的征服与改造称为 

对自然的“压抑性的统治”，主张要带着责任 

意识对自然进行“解放的统治”。这样，“耕作 

土地在性质上不同于破坏土壤，获取自然资 

源在性质上不同于大规模砍伐森林【6i。”只有 

树立起人对自然的责任意识，才能从盲目、 

自发的片面主体性转变为自觉自为的全面 

主体性，才能发展人的可持续性，实现自然 

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

意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表现为，个人的行 

为不应损害社会的利益，而要靠自己的自觉 

和意志来维护社会的利益。近代以来，特别 

是在西方社会，与个人的创造性能力明显张 

扬相随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 

价值观的主导乃至泛滥。具有极端个人主义 

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人们，缺乏对社会 

的责任意识，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把整 

体利益看作是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 

具，一些人置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众利益 

于不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 

利益不择手段，结果西方现代社会呈现为一 

个“病态社会”。治疗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手 

段之一，就是在张扬创造性能力的同时，确 

立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确立一种“真正 

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集体主义并不是 

不承认甚至完全抹杀个人利益 ，相反地 ，这 

种集体主义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但个人 

在谋取自身利益时，应以不损害社会和公众 

的利益为前提。只有树立起个人对社会的责 

任意识，确立“真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 

而更加理性化地驾驭这种创造性能力，才能 

超越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才能发 

展人的可持续性，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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