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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建立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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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与动物不同 ,人的本性是自为本性 ,人的生存危机是人自己造成的。 因此 ,人

类发展到今天 ,我们应当反省 ,应当有所收敛 ,应当醒悟 ,应当发挥人的反思能力 ,主动校正自

己的行为 ,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人的自主性既需要发挥实践活动的作用 ,也需要发挥理性

活动的作用。 只有将人的理性与心性二者结合 ,才能使价值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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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人与

动物不同。动物是自然本性 ,动物的

生存权完全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 ,

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生命本能 ,非由

它们自主。人就不同了。人的本性是自为

本性。“自为本性”就意味着 ,人是在自身的

生存活动中把自己造就为人的。也就是说 ,

人已超越了本能的支配 ,人是以自身为根

源、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这正如人类学家兰

德曼所说: “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 ,另一

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1〕所以人作为人 ,

不但具有“对象意识” ,还有着“自我的意

识” ,人不仅能够领悟自身的存在 ,而且还

需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生活、自己创造自

己的未来。从这一意义说 ,人不同于动物 ,

人的生存权是掌握在人自己手中的。人为

自己的生活创造了幸福 ,人的生存如果出

现了危机或问题 ,那也是人自己造成的。在

这里 ,人不能“怨天” ,也不必“尤神” ,人只

能而且必须对人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后果负

责。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质 ,人亦不例

外 ,“两重性”在人身上也发展到了它的极

致。人的生命是双重性的 ,人的本性也是两

重性的。人有与动物相同的生命 ,人还有高

出于动物、能够自我主宰自己生命的生命。

双重生命、双重本性表明:人并未完全脱出

动物习性 ,人能做出远比动物高贵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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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能做出与动物很少差别的行为 ,人如

果把高于动物的本性用去发挥人的动物本

性 ,那么 ,人的行为就会比野兽还要野兽。

　　从这样的观点去看人类的生存活动 ,

人的生存本身就是有着正、反两面的双重

意义: 人要生存 ,既必须依赖自然 ,又必须

破坏自然 ;人要生存 ,既必须依赖他人 ,又

常常必须损害他人。也就是说 ,人一面给自

己创造了生存的条件、生活的幸福 ,人又正

是为了生存而在不断地损害着人的生存、

破坏着人的幸福。

　　人类发展到今天 ,可谓已是高度文明

的时代 ,人类从未有过像今日这样优裕的

生活 ,同样地 ,人类也从未遇到过今日所面

临的严重生存问题。种族歧视、民族冲突、

核武器威胁、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 ,再加上

现在的“恐怖活动”和不次于恐怖手段的

“反恐怖活动” ,等等 ,这些危及到人类生存

的问题也都是人类亲手造成的。

2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人的生存

属于“发展”性生存 ,人要生存必须

以“发展”为条件 ,也就是说 ,人必须

从发展去求生存 ,在不断发展中才能生存 ,

这是人的生存特点。然而 ,人又往往是为了

“发展”而在不断地损害着人的生存条件。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如果使它失去控制 ,

任它恶性膨胀 ,那就不仅会使发展完全脱

离生存的根基 ,而且还会直接损害生存。在

今天 ,人们所谓的发展 ,有多少是出于生存

的需要 ,又有多少不过是为了满足某种特

殊利益的“虚假需要”?特别是 ,在人被分成

不同地域、团伙的状况下 ,人们追求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味 ,变成相

互竞争生存条件、彼此损害对方的一种手

段。归根结底来看 ,最后受害的还是人类自

己。当前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就是

向人们发出的警告信号:我们要生存 ,我们

的后代也要生存 ,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的

发展 ,而损害后代人的生存条件。其实何止

后代 ,当代就在遭受损害。

　　总归一句话:人的生存出了问题 ,主要

是人的“自作孽”。我们必须认识这点 ,人是

造成今日人类生存危机的主要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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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提出

问题 ,是为了促人惊醒 ,期望人们能

够清醒地估量人自己的所作所为 ,

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是” ,事前就应当顾

到事后 ,行为必须考虑后果。

　　人类在初期 ,由于力量软弱 ,态度还比

较谦和 ,甚至还有点自卑。那时人总想投靠

一个身外权威 ,期望它能引领自己、帮助自

己。 所以年节要祭天 ,遇事要占卜 ,日常还

要不断遥拜上苍 ,祈祷上帝。待到工业发展

以后 ,人的力量壮大了 ,自信心增强了 ,人

就开始“忘乎所以” ,乃至“自我膨胀” ,自以

为人就是上帝 ,无所不能 ,可以随意改变一

切 ,创造一切 ,于是开始陷入盲目性的自大

狂。正是这种人把自己看成神、当作了世界

的主宰 ,可以毫无顾忌地任所欲为 ,才给人

类的生存种下了祸根 ,带来了危机。

　　在我看来 ,人类发展到今天 ,在经历了

荣辱祸福之后 ,我们已到了自我反省、应当

有所收敛、应当醒悟的时候了。总结过去 ,

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建立一个观念 ,这就

是:人类的生存道路并不是笔直的 ,而是充

满了岔路、小道 ;人的自主性、自由性并不

具有天然的保证性 ,它完全可能把我们领

入岔路、歪道。我们应当发挥人的反思能

力 ,主动校正自己的行为 ,重新安排自己的

生活 ,我们不能重复“恐龙世界”的命运 ,等

待大自然来给我们最后“结论” ,那将是一

种灭顶的惩罚。

4
　　看起来 ,应该“管一管”人了 ,人

类“放任”得已经够份了。

　　这里说的管人 ,是指对整体

“人”的管束。就局部的人来说 ,那是早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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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管束的 ,乡民有乡政府来管 ,公民有国家

来管 ,人类从来就有人管束。 但那只是分

块、分伙的管束。 然而历史和现实证明 ,正

是这种各自管各自的“分管”格局 ,才成了

今日生存问题的重要“祸源”。现在需要的

是对“人”的“统管”。

　　那么 ,应该由谁来统管“人” ,谁有能力

去管“人” ,怎样才能管住“人”?

　　说到底 ,人作为自主性的存在 ,人还得

自己去管自己 ,也只有人自己才能管住自

己。 在理论上来说 ,这是关乎人的“自主

性”的本性和来源的问题。 如果问 ,人是依

靠什么从大自然获得自主性的? 这属于哲

学探讨的主题。按照以往的哲学观念 ,人所

以能够有自主性 ,主要是因为 ,人是理性动

物。 “理性”可以使人的行为合于客观的规

律 ,因而人们便把理性看成是天然的合理

性 ,以为理性指导的行为是完全可以信赖

的。理性 ,可以认为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一

个无价法宝。 然而理性作为人所有的一种

本性 ,同样也是具有双重性的。 它可以为

善 ,也可以做恶 ,既能成为巨大的建设力

量 ,也能成为空前的破坏因素。 事实上 ,人

间的坏事都是人干的 ,而且都是在理性的

“指导”下干出来的。由于理性属于人的自

由本性 ,人在运用中完全可以使它游离开

人的本性 ,理性一旦失去制约 ,它就什么坏

事都能做得出来。

　　理性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历史上

明智的思想家对此早就有所意识。英国的

弗· 培根就主张不能给人的理性安上翅

膀 ,相反 ,应该给它挂上“秤砣” ;法国的笛

卡尔试图为理性立个尺度 ,叫做“清楚 ,明

白”;德国的康德则想靠经验去限制理性的

活动范围。 当然 ,这些不能说一点作用没

有 ,很明显 ,他们都未能抓到问题的根本。

马克思提出了“实践”的观点 ,这才为理性

找到了真正的根基。实践是人作为人的自

主性的真实基础和真正本源。 由于人是自

己创造自己生活资料的这种生存活动方

式 ,这才使人有可能摆脱自然的绝对主宰

性 ,从而获得安排自我生活的主动权。

　　然而实践也还不是终极的东西 ,就实

践本身来说 ,它同样也并不具有天然的合

理性。实践决定着人的生存、生活 ,产生了

人的所有一切 ,但它作为人的生存活动 ,它

自身却无法决定自身的价值方向。 从这一

意义说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活动并不排斥

理性活动 ,而是需要把二者统一起来。理性

置于实践的基础 ,这既是对理性的制约 ,也

是对理性的解放。 正是在这个实践的基础

上 ,理性才能充分发挥它所具有的创造潜

能 ,而不致过远地游离开人的本性。

　　归根结底来说 ,人只能由人自己管住

自己 ,没有别的其他出路。这是人之为人的

本性。所以最后还得靠不断地升华并提高

人的人性去解决问题。

　　这也就是说 ,人的自主性既需要发挥

实践活动的作用 ,也需要发挥理性活动的

作用。其中特别是需要发挥理性自我反省、

自我监控、自我校正 ,即“反思理性”的作

用。人性包括理性 ,还包括心性。西方注重

理性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特别注重心性的

作用 ,这是有道理的。对人来说 ,“理性”属

于外治 ,“心性”属于内治。理性侧重共同性

管理 ,心性是让每个人自己管理自己。这两

者必须结合。只有二者结合了 ,才能使价值

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 ,并保证人

类沿着正道发展。

　　从这一意义说 ,发挥东方文化的优良

传统 ,走东西文化结合的道路 ,在今天是非

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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