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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矛盾存在的二重对象性

欲把握人之存在，需先把握人之生存矛盾。古

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人最难

认识的就是你自己！从浩瀚的宇宙到微观的粒子，

从冰冷的高原到黑暗的海底，人类借助着现代化的

工具不断探索和发现未知的世界，也加深和扩宽已

知的世界，对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不感

陌生，而往往是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却缺乏一种理

性的诠释。哲学家柏罗丁曾说：人一半是天使，一

半是魔鬼。天使象征着美好、高尚、幸福的东西，而

魔鬼则意味着邪恶、恐惧、危险的事物。天使有时

会变为魔鬼，魔鬼有时也会变为天使，这虽然算不

上什么规律，但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人对自我的认

知。人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人因

为自相冲突、自相矛盾进而使自己的存在变得异常

复杂。

自然是人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

指向对象，人在改造自然界，否定对象，肯定自身的

活动中实现着自我生存与发展，而这种活动处处体

现着人的生存矛盾。从第一台蒸汽机到第一台电

动机，再到第一台计算机，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三次

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深刻而形象地揭示

着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伟大壮举。但随着科技的进

步与技术的传播，人在享有更多自然财富、获得更

多自由的同时也被牢牢地束缚于自然界本身固有

的客观规律中，温室效应、臭氧空洞、水体污染、雾

霾笼罩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无不佐证着这一

事实。而环境的治理、生存环境的亟需改善反过来

又向人类提出了进一步认识自然界的需要，人本欲

脱离对物质的严重依赖，但结果反而加深了对自然

的依赖，因此，“人的主体力量增强在换来自然对人

原有限制的强度减弱的同时，新的限制又不断被人

自己制造出来，使人在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大

地依赖于自然界”[1]143。

在自然界与人的生存矛盾之外，扩而大之，诸

如自然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思维与

存在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双方都可以理解

为人与其对象的矛盾。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对象即

是人类改造的指向物，我们称之为客体，这个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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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是依赖于主体的逻辑先在而存在的，没有主

体，就无所谓客体，主客体关系是专属于人的关

系。虽然人依赖于自然界中的物质资料而生存，但

这种依赖不同于动物本能式的适应自然而存在，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断言，有意识的

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通

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

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人同动物都是一种生命活动，但是人同动物的

区别在于，动物是一种本能的生存活动，而人是一

种生活活动。生存是按照自己本能的一种生命活

动，而生活则赋予了一种意义，赋予了一种追求。

与动物相比，人是一种不断超越自然给定性，不断

进行自我创造的存在，人没有固定本质，却能够自

主设定对象，借助对象来超越自身，确证自身。人

类通过否定对象、肯定自我的矛盾形式，首先变现

实为非现实，其次又通过创造理想客体，把理想变

为现实，进而实现着必然向自由的转化。

因此，人是一种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形式改变自

然，否定自然存在状态，超越自然的给定性，进而确

证自身自由的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

主体性的矛盾存在。

二、对象性思维是对象化的静态表现

既然人是一种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进行自我确

证的矛盾存在物，那么对象化活动即以设定对象、

改造对象为主要内容，具体来说：对象化即人为了

确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被迫将外部事物、自

我设定为自己的对象（客观的我），既改造对象又受

制于对象，既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的活动，通过这

一活动，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力量得以展现。

对象化首先表现为对象性，对象性是思维和语

言的基本形式，也是人与世界根本的关联方式。恩

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问题”[2]。恩格斯站在巨人的肩上，将思维与存

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视为哲学作为

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无疑从广延上证明着人类对

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层次把握。这里思维与存在的

划分无疑说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以非我即对象性

的逻辑思维来认识和诠释着客体。纵观西方哲学

发展历史，对象性思维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6世纪的古希腊，当时的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

经验的态度出发努力追寻那永恒的、具有创生万物

之能力的变中之不变的世界本原，用亚里士多德的

话说，所谓“本原”亦即万物从哪里来，毁灭之后又

到哪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的“始基”。哲学家们

用一种静观、思辨、演绎的方式围绕着宇宙自然的

本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是水，有人说

是气，还有人说是火……与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

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不同，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突

破了自然哲学家们把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

经验基础之上的局限，他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

路：一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另一条是以

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

化、相对而偶然的非存在，通过各式各样的不同意

见，欲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唯有第二条道路才是真正哲学研究之路。他断

言：是者是，非是者不是，把唯一真实的、作为本体

的存在看作不生不灭、不变不动、不可分割的“一”，

典型地表达了人类对超越自身有限性、易逝性的渴

望。在这里，巴门尼德所追求的“一”就是一种对象

性原则，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思维发生的基

本条件正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二元分化，构成

互为对象性的关系，否则，非对象性的‘一’只能是

未分化的、混沌的、非规定性的，是不可言说，更不

能成为本体的”[1]30 。

人类对超越自身有限性和易逝性的追求到了

近代，自笛卡尔开始，哲学的主题从最高存在（最终

实体）转向了主客体关系，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

主体第一次同客体一样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

这种主体仍然是人类认知范围内的主体，在认识论

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只能是由概念构建的

封闭的体系，主客体如何达到现实的统一，真理获

得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哲学家们要么站在唯理论

的立场，要么秉持着经验论的观点，最终走向了怀

疑论和独断论。

康德站在时代前沿，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利剑

重重击穿了怀疑论和独断论的铁靶，“当哲学认识

论的兴趣从认识的先验原因和性质转向构成过程

时，人也就迈出了从认识主体变为实践主体的第一

步”[1]6。紧沿着康德之路走下去的是德国的另一位

哲学家费希特，费希特把康德设定的主体性原则

——先验自我——以绝对唯心主义的方式发扬光

大。他把一切知识视为主体自我设定的结果。“自

我设定对象，对象规定自我，费希特力图以这样一

种辩证的方式来说明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进而诠

释认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何以同一的问

题。从此，自我意识便成为了德国主流哲学的中心

原则，谢林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把自我的主观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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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客观性，把作为意识对象的非我演化为客观存

在的自然，而黑格尔更是在主客体统一原则中将自

我意识实体化为绝对精神，构造出一个包罗万象的

哲学体系”[1]7-8。马克思则高屋建瓴，彻底摈弃了从

主体或客体中寻找一种使真理之可能的先验保障，

而把真理之获得看作一个活动的过程，把认识还原

到实践和生存之中，使人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和

生存的主体。在这层意义上，思维变成了活的实

践，对象性思维就成了对象化活动的静态表现，反

过来说，现实的劳动生产实践构成了对象化的内

涵，最终对象化突破了对象性思维的静态关系，在

人与对象的相互动态作用过程——主体对象化和

客体非对象化中存在。

三、对象化是人之存在的根本方式

对象化是动态的、自我创造和生成的对象性，

是人的活动的内在结构，是人之存在的根本方式。

人性具有三个层次，自然姓、社会性（实践性）、精神

性（否定性、超越性、自由性），其中，“自然性是人性

基础，没有由肉体承载的作为个体的人，就不会有

自我和自我肯定性，不会有人更高层次的存在。实

践性和社会性表明人之为人的动态构成，是人的现

实本质”[1]54。以否定性、超越性和自由性为主要特

征的精神性则使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根本区别于

动物的活动和社会性，使人的本质上升到更高的层

次。从人性三个层次的简单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社会性或者说实践性并没有包容人的全部存在，但

是若没有实践环节，其他两个层次无法得到具体展

现，因此，实践是人之存在的枢纽环节。既然实践

是人的存在方式，但实践是人之存在的中介环节，

而不是人之存在的根本方式，那么如何定义、诠释

人的根本存在形式呢？

笔者认为，对象化是实践的内在结构、内在本

质，是对立统一和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以对象性

思维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对象化或者说以精神性为

主要表现方式的对象化活动才是人的根本存在方

式，对象化使人成为人的现实构成方式。从我们通

常的关于实践内涵的诠释——是指人能动地改造

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也不难看出，实践的本

质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在同

客观对象的相互改造与被改造过程中，重塑主客体

关系，建立新的关系，逐步追求从必然到自由的转

化。这样的目的，实践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是因

为我们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亦或许是因为使用语

言符号，但制造工具和使用语言符号又是为何？“制

造工具是为了满足人永远开放的、永不满足的需

要，使用语言是因为人的需要超出了感性表象所能

表现的范围”[1]55。实践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

因为人有需求结构。那么人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需求结构？需求并不在于客观的缺乏，而是源于意

识到的缺乏。也就是说人只有自己感到缺乏什么，

才会需要去追求什么，人需要什么，就会以相应的

活动方式去表现自己的人性。

动物也有意识，只不过动物基本上只能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感觉、情绪，自己听见、看见的实实在

在的东西，尚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意识本身，它们把

语言当作实用工具，不把语言当作客观对象。马克

思讲：“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

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

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

类存在物”[3]57。在这一层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

于人能以自己的意识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一方，即意

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成一种深层次的自我意识。虽

然动物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超乎人想象的智慧，但总

是超不出特定需求满足的层次，其需求总只是对可

见可感的物质、性和安全等的需求；虽然它们在生

存活动的实际内容上可以表现出能动性，但终究不

能从普遍形式上根本改变主客体关系。

意识通常被认为是人脑对物质世界（客观对

象）的主观反映，因为是反映，所以意识的内容在于

对象本身，撇开属于对象的意识内容，意识活动本

身就会成为空无内容的纯粹形式。因此，既然意识

的对象构成意识的内容，所以，人类的自我意识、自

我确证就必须通过对象性关系来实现，而这种富有

内容的对象性关系就是对象化活动。

反而言之，是马克思拯救了对象化概念，并实

现了整个哲学的根本革命。他为对象化找到了真

正的主体——现实的、感性的人，从而实现了哲学

范式的根本变革：无论是古代本体论还是近代认识

论，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范式，都相信概念的意义

自明自足性，相信理性和概念能完全统摄现实的存

在，结果都因颠倒了语言符号和实在的关系而遭遇

失败；马克思的转向则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

己思维的真理性，虽然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充满了不

确定和假象，但正是这种未规定性才确证了人真正

的自由——人不是由概念规定的存在，而是自我创

造的存在。由此，在对象性的真正主体被发现的基

础上，对象性概念得以转化为对象化概念，对象性

关系的生成原因和过程得以被揭示出来，原来

静观的、理性的对象性思维的根本局限性才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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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所以，虽然马克思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结构、社

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的揭示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基础，

但如果停留在这一基础上不深入展开对象化活动

的具体过程，“对象化”就会重新凝固为“对象性”，

实践哲学就会重新沦为思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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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构建青年大学生思

想价值体系的重要保证，肩负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才能不辱使命，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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