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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己的创新路

高清 海
(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人之为人的本性 ,属于自我生成的“自为本

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人是靠自己的活动去创

造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的 ,这是人与动物始源性

的根本分野。人作为人的本性就是在这种生存活

动中并通过这种活动自我生成的赋有历史性的本

性。马克思还明确地说过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

性上再生产自己 ,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

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 ,而是处在变易

的绝对运动之中 。”这就是人的自为本性 。

从这样的意义说 , “自为本性”也就意味着 ,人

是一种面向未来 、永远在为自己开辟未来 ,从不满

足既得本性的存在。“未来”对人以外的物来说 ,

不过是时间流程的一种自然指向 ,对自为本性的

人而言便不同了 。人需要追求自己的本性 ,也需

要创造自己的未来 ,人的未来 ,就是人在自身活动

中为自己的发展所开辟和创造的一种可能性 。据

此我们可以说 ,超越自我 ,不断创新 ,就是人的本

性 ,是人性内在固有 、必不可少的一种规定。

创造性 ,本属个体的生命活动;所谓创新 ,实

质上也就是自我超越 。“超越”这个概念 ,既表达

了对旧事物的否定关系 ,它同时又是对旧事物的

继承和发扬。人只能在自我的已有基础上去创

新 ,这样的创新不过就是对旧我的一种超越 。人

既不能抛开自我 ,又不能固守自我 ,抛开自我 、固

守自我 ,都不可能有所创新 、也谈不到创新。创新

只能通过个体的生命活动去实现 ,它只能是一种

自我的更新 ,人类文明就是以这种方式进步发展

到今天的 。

这样说来 ,我们作为人 ,不论是什么人 ,每个

人都肩负有发挥自我创造潜能 、推进人类文明进

步的使命和义务;同时 ,也不论什么人 ,只要是人 ,

历史事实证明 ,每个人也都具有这样的能力 ,都能

为人类文明大树的枝繁叶茂做出贡献 ,只要他能

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问题主要是在于 ,若干

时期以来 ,由于我们的落后 ,我们的眼睛总是盯住

别人 ,期望沿着别人的脚印 ,走轻便的摹仿之路 ,

以拾人牙慧为荣 ,淡忘 、泯灭乃至丧失了自我创新

的意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最为可怕的事。

我们必须向先进的他人学习。学习别人 ,绝

不能因此而丢掉了自我 、忘记了自我 、失去自我的

基础 。学习是为了创新 ,创新只能从我出发 ,没有

人能够把自我换成他人 ,也不可能用他人替代自

我。人和人之间 ,看来是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 ,

实际上每个人有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生活世界 。我

们只能借助他人的成果去充实自我 、从原有的基

础去提高自我 、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事实上 ,通

过这种自我超越走出的道路 ,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

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这里有必要特别地说说如何看待“落后”的问

题。

近代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确实落在别人后面

了 ,我们要承认这种落后 、正视我们的落后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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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视落后我们才能“奋发图强” 、向先进的他人

学习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沿着别人开辟的

道路亦步亦趋 ,在走完别人的道路之后 ,才会有我

们创造的可能 ? 我认为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不

但没有可能 ,也没有必要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自己 ,它也不允许这种简单地重复 ,历史喜欢不断

开辟新路 。我们习惯地把人类发展看作似乎是走

在一条“必然性”的宽阔大道上的比喻 ,那不过是

古代某些人的想像 。事实上 ,人性是有着无限含

容量的一个多维性的复杂结构 ,人类发展出的文

明是经由众多小河 、无数支流汇合聚集而成的大

江。人类不是从一条道路走来的 ,人性也没有单

一的固定模型 。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 ,特别是东

西方差别的人性文化 ,便是证明。

从这种观点去看 ,我们今日所谓的“先进的

`文明' 、先进的`道路' ” ,就不可能是人类发展的

惟一之路 ,何况这种文明道路自身已经遇到很多

难题 ,它的恶性膨胀甚至已直接危及到整个人类

的生存 。从另一方面说 , “先进国家”中的有智之

士自己也在为他们寻求新的出路 ,我们为什么还

要“急起直追” ,重复走他们的老路 !同样道理 ,对

于我们的“落后”也需要从两面去看 。落后既是坏

事 ,也可以使它转化为好事 ,它正好构成一种契

机 ,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前车之鉴” ,发挥我们已有

的优良传统 ,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道路 ,为人类的未

来发展开辟一种新的可能 。

我们很喜欢讲“有中国特色” ,什么是中国特

色? 这绝不意味可以用我们的落后去改铸引进的

西方东西。从根本上说来 , “中国特色”也就是走

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创新之路。打个比喻说 ,这就

犹如建设“城市” ,如果把“国际化”变成“模仿化” ,

一律同一样式的高楼大厦 ,那就恰好使它失去了

国际性质;在这里只有真正的“地方化”才是真正

的“国际化” ,当然这绝不意味可以不向别国的先

进城市学习。

社会的发展如此 ,学术的发展(我这里主要指

人文学术)也是如此 。我们同样不能只把眼光盯

在别人身上 ,一味地去“理解别人”而忽略了自我 、

忘记理解我们自己 。学术虽然具有人类性 ,问题

却总是具体的 、个别的 。别人不会代替我们去解

决我们的问题 。失去土壤根基的普遍原理 ,什么

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到头来还得自己去动脑解决

问题 ,这已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根本的道

理只能是:学习别人 ,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展自己;

发展了自己 ,才能真正理解别人 、有益于别人 。我

相信 ,我们绝不比别人愚笨 ,我们完全有能力为发

展和繁荣人类的文化学术做出我们创造性的贡

献 ,只要我们建立起自我意识 、保持自我风格并敢

于不断超越自我 ,一句话 ,走出我们自己学术的创

新之路。

有人针对我们今日的学术状况 ,称当今时代

为“翻译的时代” 。这句话未免过于夸大 、也有些

刻薄 ,听来令人很不舒服;但也无可否认 ,在我们

的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这样的风气 ,即轻蔑自

我 、贬抑自我的风气 。

“创新”一词 ,在今天已成为流行的时髦名词 ,

与过去讳莫如深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是令人可喜

的。在我看来 ,如果不同时解放我们的自我 、复兴

我们的自我 ,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自我意识” ,它

就很有可能变成像其他许多流行语的下场那样 ,

不过是某些人用来装点门面的语词而已 。这就是

我在前面所以要谈那些道理的原因 。

时值《求是学刊》出刊 150期 ,这是值得庆贺

的事。在我的印象中 , 《求是学刊》原来不过是诸

多刊物中的一种 ,影响有一定的范围 ,但在成长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确立了“自我形象” ,这就

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今日的《求是学刊》 ,我

认为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 ,我上面说的那

些 ,也就是我的祝愿 ,希望《求是学刊》能够保持并

进一步发扬这个好的传统 ,走好自己的路 ,为推进

我国乃至人类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做出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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