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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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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究竞是本体理论
、

认识理论抑或入本学理论 ? 就拿目前苏联和我国关于哲学性质问

题的这一争论来说
,

_

如果了解了历史的发展过程
,

即能够了解历史本身就经历了从本体论走向

认识论
、

又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走向人本学的这一前进运动过程
,

我想对于问题的解决会是很

有帮助的
。

历史是一面镜子
,

从它可以反照出我们的认识究竟处在一个何种发展阶段
。

我从思考和研究中
,

得出了下面 , 些认识
:

·

一
、 一

人总是从人出发去认识世界的
, 构成人的本质的实践性是一切认识的始初出发点

。

人们

不只是为了人而丢认识世界犷并且是直接以人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

解决这个出发 点 上 的寻

盾
,

是哲学这种反
J

巴性质的理论不同于一切科学理论的根本特点
。

对人来说
,

世界不只是州个构成生存基础和知识内容的对象世界
、

本体世界
,

而且是一

个借以发挥主观创造作用和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世界
、

价值世界
。

由实践分化活动所形成的

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矛盾关系
,

就是哲学世界观理论所要认识和说明的基本内容
; 而构成

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关系之本质内容的主观与客观
、

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
,

也就成为

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
。

丫
`

在产生发展的初期阶段
,

哲学曾经试图直接去把握客体的自然世界
,

但它从自然客体发

现的却是对象化于其中的属人本质
。

自此以后
,

哲学便总是在现实世界 ( 对象世界 ) 以外设

定一全超越现实本质的世界
,

·

以统一预先被分裂的对立世界的矛盾这种形式
,

去 说 昵 现 实

世界的本质
。

哲学设定的那个超越现实本质的世界
,

或是理念世界
,

或是本体世界
、

或是自

我世界
,

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
,

就其实质而言
,

表现的都不过是属人世界的内容
。

哲李这

种分裂而后再告寻求世界统一的活动
,

根基在于人的实践
。

实践就是一种分化世界同时又统

一世界的活动
。

哲学不过是以抽象理论的形式表现着实践活动的矛盾内容
。

属人世界本是对

人而言最为现实的世界
,

历史上却总是以非现实
、

超现实的形式出现于哲学中
,

这个根基也

在人的实践性中
。

从实践分化出的属人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可以说
,

具有超自然现实的本

质租特性 ; 而在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

主体从自然的分化尚不充分的条件下
,

人们对此只能

以非现实的形式予以表达
。

以往的哲学论争
,

归纳起来主要聚结在三个矛盾点上
:

( 1) 自然存在与超 自然本质的矛盾
; ( 2 ) 物质本原与意识能动 形 式的矛盾 ; ( 3 ) 主

体创造活动与客体制约作用的矛盾
。

与此相适应
,

哲学主要经历了三次分裂
、

三次统一
、

三个发展圆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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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诊燕然
心外

再到

反思

( 1)

思从由以直观认识为特征
,

由脱离刀或酬匕人 )的自然出发
,

从本原把握事物本性的 嗦在论
”

维方式 (…自然观点是它的初级形式 ) , ( 2 ) 以思辩认识为特征
,

由脱离自然 的 人出发
,

最高发展形态把握事物本性的
“ 意识论

”
思维方式

抽象的人出发、

,

邻 ) 以上二者的简单综 合 为特征
,

从意识与存在的机械结合去把握事物本性的浑人本李
” 思维方式

。

群淤搏潇剪猎淤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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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哲学及其发展的本质的基本看法
。

热班旅粼…愈藕
弩嚣爬翼羚翼霖燮氛裂者雪深算雪鬓髦黑翼
式

。

在到达这一最宜点对
,

领有豁然井朗之感
。

其实
,

经过这一历程最后我所达到的
,

不过是

马克思创立马克 以主义哲学时的 恩想起点
,

即 《 关于安尔巴哈的提纲 》 中的思想
。

这一番漫游

绝非毫无意义
。

只是企经厉了这个发展过程之后
,

我才真正体验到马克思思想的伟大
。

也正是

由于在游历之后方体验到马克思起点的思想
,

这才使我看清了后来在教科书巾所阐述的哲学

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多么大的差拒 , 我们的教科书不 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住前走
,

甚而

可以说是反向逆行
。

它不仅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
,

连认识论哲学的内容也被抛掉
,

而是径直退

回到本体论哲学和朴素实在逻论
。

这就是促使我要去改变哲学教科书理论沐系灼思想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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