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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作为宗教存在主义哲学

家，他始终把人置于他整个哲学的核心，强调从人出发去探索存在的秘密。在他

看来，人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是二维的存在物，不仅具有人

性，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又是堕落的和有罪的存在

物，人生活在客体化世界里，深受客体化的奴役。所以，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去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成为“神人”，也可能沉溺于物质世界里而遗失了

自身的神性，从而堕落为魔鬼；既可能进入天堂，也可能下地狱。人的使命就是

通过自由的创造，通过爱与客体化世界作斗争，从而摆脱客体化世界的奴役，实

现上帝赋予人的使命，实现自己的个性，进而达到人与神的完美结合。别尔嘉耶

夫首先对传统的末世论提出质疑，阐述了自己的末世论，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

奴役人的客体化世界。他认为为了实现人性与神性的完美结合，历史应该终结。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神性的源头，通过自由的创造，通过基督式的爱去

与客体化世界斗争，终结历史，在生存时间里实现人的个性，使人的神性得以完

全显现，最终终结恺撤王国，进入精神王国，实现人神的完美统一。

别尔嘉耶夫虽然已经逝世了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人神一统的末世论宗教哲学

思想对我们当今的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在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

探讨他的这一哲学思想。

关键词：别尔嘉耶夫 客体化 时间 自由个性创造爱



Humanity and divinity

一一-Exploring of Berdyaev’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Summary

Berdyaev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in Russia．As a

philosopher emphasizing personalism，he always cares the being of

humans．He insists，only by exploring the secrets of the human beings can

we explore the secrets of beings．In his opinion，we are created by god，

and we sh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d．Unfortunately，we have got away

from the god and indulged in the material world．Maybe we will enter

heaven，on the other hand，we will go to hell．However，we have the same

abilities as the god，such as freedom，personality，creativity，love and

SO on．The main task for US is to create，to love，in this way，we can

conquer the material world and fulfill our own personality．In the end，

we will put an end to our history，conquer the material world and enter

heaven，realizing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god．

Although Berdyaev died many years ago，but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s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So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Key words： Berdyaev existence existentialism freedom

personalism obj ectificatio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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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神性

——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探析

—】上．—jL一

聃舌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

它可谓独树一帜，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许多人。他以

独特的视觉去审视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使命、创造和生存的意义是他关注的重

点。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研究甚少，只是到了九十年代，

才有学者对他的思想进行阐释，他的著作才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到目前为止，

我国仍然没有关于别尔嘉耶夫的专著，只有部分学者对他的部分思想进行研究。

学者张百春在其论文《悖论伦理学——别尔嘉耶夫的宗教伦理学》中研究了别尔

嘉耶夫的宗教伦理学，尤其是创造伦理学：在论文《别尔嘉耶夫论技术》中研究

了别尔嘉耶夫怎样从哲学的高度对待技术，并把技术问题转化为精神和宗教问

题；石衡潭在其论文《别尔嘉耶夫的神观念与创造论》中研究了别尔嘉耶夫哲学

中新的的神观念和独特的创造论；陈红在其论文《论别尔嘉耶夫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研究了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批判：许为勤在其论文《别尔嘉耶夫

的人格主义与存在主义、俄罗斯文化》中研究了东正教对别尔嘉耶夫的影响，并

比较了别尔嘉耶夫哲学中的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

别尔嘉耶夫把人当作出发点，通过探索人的存在来认识存在本身的认识方式

我很赞同。而他本人在哲学中所阐述的关于自由、爱、创造、个性等思想非常独

特，这些思想给我带来力量，使我倍受鼓舞。而如今我们的现实恰似别尔嘉耶夫

所批判的“客体化”世界。人受“客体化世界”的奴役很严重，人本身变成了堕

落的存在物，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变得庸俗，失去了人的“神性"。在此背景下

重新研究它的思想，无疑将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批判我们的现实，反省

我们的生存方式，让我们重估生活的价值。所以，他的哲学思想能让我们提高人

在宇宙中的地位，使人找到精神重生之路，并在自由的创造中实现人的崇高使命。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去认识这位伟大的智者，并从他深邃的思想中吸取

生命的养料。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始终关注人的存在。他认



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探索人存在的秘密，所以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格主义

哲学和自由精神哲学。他认为，入是神圣的存在物，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

象和样式创造的，具有神性。人的使命就是通过自由的创造，通过爱去与奴役人

一的客体化世界进行斗争，从而终结凯撒王国，进入精神王国，实现人与神的完美

统一。

一、批判传统的末世论

“末世论”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之一，也是俄罗斯哲学的重要主题，俄罗

斯人具有强烈的末世论情怀。何谓“末世论"?末世论也称“终极论”，它的英

文是“eschatology"，意思就是“结局’’。一提到末世论，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世

界终结、末日审判、天堂、地狱和死亡等。在《圣经》中，末世论主要是指世界

的终结和末日审判。耶稣的门徒都认为历史将会终结，在历史终结之前，上帝之

子——基督将会第二次降临人世，死人将会复活，全人类都要接受末日审判，世

界将分为天堂和地狱，凡是“义人”都得以进入天堂，和上帝生活在一起，而“恶

人”则被打入地狱，在地狱中受刑。在这里上帝成了生杀予夺的君主和主宰，而

人则成了奴仆，只能消极的等待着上帝的审判。别尔嘉耶夫坚决反对人们对《圣

经》中的末世论作出这种理解。积极末日论是贯穿别尔嘉耶夫哲学的一大主题。

我们都知道，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也是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特征。正

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说的那样：“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用公制俄尺无法衡量

它：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他只能信仰。”1它的宗教性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领域，表现在俄罗斯人普遍对灵魂、上帝、永恒生命、整体性等宗教和哲学问题

的关注上。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

极价值的末日论情怀。正如北大学者徐风林说的那样，古老的斯拉夫文化和东正

教传统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冲突，塑造了俄罗斯人独特的精神。这种追求完

整性、追求终极性的最高价值与基础的俄罗斯精神，使俄罗斯思维和精神不仅在

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深受传

统俄罗斯精神的影响，在末日论中，别尔嘉耶夫把人神论和精神创造说当作基础，

把历史终结论当作核心，从而对传统的末世论进行修改，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积

1索罗维约夫《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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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末世论。

别尔嘉耶夫作为俄国白银时代伟大的哲学家，他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精

神理想，总是不停的追问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说过：“我一直受折磨的是关于生

命的意义问题、自由问题、人的使命问题、永恒问题、苦难问题、恶的问题。’’2

他认为有两种东西推动着他的内在生活：探索意义和寻找永恒。

(一)对传统天堂、地狱观的批判

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世界往往被严格的划分为天堂和地狱。上帝掌管着

世人的命运，服从上帝旨意的人就会进入天堂，而违反上帝旨意的人就被打入地

狱。人们认为进入天堂的生活便是幸福的，而进入地狱则是痛苦的。对此，别尔

嘉耶夫进行了批判。如果把进入天堂当作生活的目的，得到幸福作为人们的宗旨

的话，这便是一种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伦理学。别尔嘉耶夫认为：“享乐主义

的伦理学，无论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最终都是恐惧伦理学，因为人为自己的

幸福和其他人的幸福担心，因为幸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它以评价和行为中

的机会主义为代价。”3一方面，人们为追求幸福而努力着，受着天堂的诱惑，而

另一方面，人们深受地狱的恐吓，变成了颤抖和恐惧的人，他们渴望一丝丝的喘

息和安宁。

人们常常功利性的看待天堂和地狱，这时，人们渴望天堂，因为想进入天堂

而行善，同时，也因为害怕地狱而做善事，行善完全不是由于对上帝和完善生命

的爱。别尔嘉耶夫认为，达到神的高度和完善，完全不是回避死亡和达到无上幸

福的手段，而是目的自身，是拯救自身和无上幸福。而痛苦则是对人的考验，对

人在自由之路上的精神力量的考验，上帝乐意的不是人的痛苦，而是在不可逆转

的结果中对人的力量进行精神上的启蒙性的考验。

事实上，永恒痛苦和永恒幸福的观念，都是神的启示的客体化，是功利主义

的产物。别尔嘉耶夭双为，由罪恶产生的社会日常性企图把恐惧变成宗教和道德

生活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当人被恐惧的情感所控制时，人则被罪和道德吓坏了。

2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一思想自传》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社1997年
3《论人的使命》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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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在面对上帝时，所感到的并不是对它的神圣的敬畏，只有对它的恐惧。

此时，人们并不是向上帝，向神圣的高处运动，而是落入了社会日常性的深渊之

中。社会日常性的恐惧情感在支配着人的宗教生活，客体化了的上帝在奴役着恐

惧者。所以，地狱的恐惧并不能使人获救，相反，它只能使人们处于黑暗之中而

见不到拯救之光。只有高级的东西，即爱、真理和创造才能救赎人类。因此，别

尔嘉耶夫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摆脱恐惧的影响，要在精神上战胜恐惧，要服从

对高尚、对神圣，对纯粹的爱的纯粹渴望。"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尔嘉耶夫

才说，“刑讯永远不能导致真理的显现。"5因为恐惧会歪曲一切道德评价，扭曲

一切道德行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说：“恐惧伦理学不是从精神的根源出发的，

它以社会日常性为自己的根源。"6

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指出，地狱位于主观的领域，而不是位于客观的领域。地

狱只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的道德公设。别尔嘉耶夫说：“地狱的观念在本体论上是

与自由和个性相关的。"“地狱是需要的，但不是为了使公正获得胜利和恶人获得

报应，而是为了使人不为善所强迫，不被强迫地拉进天堂，也就是说，在一定意

义上，人有进入地狱的道德和权力，有自由的选择地狱而不是天堂的权力。”7不

能将地狱本体论，把地狱客体化。每一个人可以在心灵深处体验地狱，但任何人

为地为他人设置的地狱便是客体化的地狱。而作为报应和惩罚的地狱，是“善人’’

为“恶人”制造的，这样一来对恶人的审判变成了人对人的审判，而不是上帝对

人的审判，“善人”完全剥夺了上帝的特权。这时，地狱完全是人自己对自身的

奴役，是自然世界封闭的结果，在这个世界里，人完全没有获救的希望，因为上

帝被拒之门外，灵魂陷入自身的黑暗之中而完全见不到上帝的光。

圣经上说，在先的将成为在后的，而那在后的将成为在先的。基督在伦理领

域里进行了一场革命，他强调，要“爱仇敌”。福音书把税吏和罪人放在高于法

利赛人的位置上，使不洁的人高于洁净的人，使不执行法律的人高于执行法律的

人，使最后的高于在先的，使受死的高于被拯救的，使“恶人”高于“善人”。

4《论人的使命》235页
5《论人的使命》234页
6同上

7《论人的使命》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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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出现不是来对世人进行审判，而是对人进行拯救。“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

性命(灵魂)，而是要救人的性命(灵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

救世界。”基督是救世者，他为赎人类的罪而主动背负十字架，基督的出现标志

着灵魂从建造地狱转向建造上帝的国。“要这样行事，仿佛你听见了上帝的召唤，

你的使命就是在自由的和创造的行为中参与上帝的事业，你要在自己身上显示纯

真的本真的良心，你要使自己的个性守规则，你要与自身和周围的恶作斗争，但

不是为了把恶人和恶都赶进地狱并建立地狱的王国，而是为了现实地战胜恶，并

促进对恶人的照耀和创造性的改造。”8

(二)对传统神学中的上帝观作出批判

1、批判上帝的全知全能

在传统神学中，神乃万物之主。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是万能的。正如奥

古斯丁所说：“我们深信，上帝天父是万能的，我们应该坚持这种见解，的确，

没有一种受造物不是由这个万能的主宰创造出来的。川神是万能的，它既能创造

万物，也能毁灭万物。既可以创造世界，也能毁灭整个世界。“要是上帝的统治

力量，从它的受造物那里撤回来，受造物的本性就会立刻终结，所有的本性都会

崩溃。’’1 o人的命运也完全掌握在上帝手中，正如加尔文所说的预定论一样，哪些

人进天堂，哪些人下地狱是预定好的。别尔嘉耶夫反对以世界的君主和统治者的

形象出现的上帝，因为这已经是客体化了的神的观念，它是奴役人的根源。在这

里，上帝就是残暴的君主，而人则成了他的奴隶，是微不足道的。别尔嘉耶夫认

为，作为客体的神只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化的自然决定力，或者是至高无上的绝对

化的统治力，这种神在自然中显现为决定论，在社会中显现为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神永远显现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他为了建立普遍的世界秩序，

为了在其荣耀中控制一切而利用世界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个性。这就是说，所有

。‘论人的使命》391页

9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幕督教神学》434页，J二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范剀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44I页，一L-海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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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正、所有的恶，所有世界部分的苦难都是应该的。事实上，神不是世界的

庇护者，亦即世界的管理者，不是世界全能控制者。如果把神当作绝对的主宰，

只是对神进行贬低，而不是抬高。神是尊严、意义、爱与牺牲，是反抗客体化世

界秩序的斗争。

2、对上帝的不变性和完满性作出批判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古希腊哲学观认为，存在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永

不可分的“一’’。不变和完满是充盈，运动则意味着欠缺和不足。亚里士多德说：

“既然动与被动的事物为间在事物，这就必须有某些致动而不被所动的永恒事

物，这永恒事物为本体亦为实现。刖1在这里所谓的“致动而不被所动的永恒事物"

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善"，也就是“神”。后来，托马斯阿奎那也在《神学大全》

指出，由于神的不变性和完满性就会引出神的不动性，也就是说，神不能感受痛

苦，不能接受人间任何苦难的影响。“因为感受和经历苦难都是从一种状态变到

另一种状态，这是一种变动。但既然上帝是完满的，他的变动只能从一个完美状

态变到另一非完美状态。所以亚里士多德宣称：“上帝的任何变动只会变得比原

来的状态更差。”12

别尔嘉耶夫反对神的不变性。他认为变与不变，变化与静止在上帝中都不是

绝对排斥的，而是可以相容的。关于神性绝对不动、神之中绝对静止的神学和形

而上学是公开的和理性主义学说，它表明了一切关于神性的逻辑概念之局限。但

更深刻的思考是把神性作为矛盾的统一。所有神秘主义者都是这样思考的，在他

那里绝对的静止与绝对的运动在神之中是统一的，仅仅对于我们的理性意识而

言，我们自然世界中，静止排除了运动，运动使静止不可能。而绝对完善的神性

在自身最大限度的静止中则包含了最大限度的运动。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神的变

化完全不会影响神的完善与完美，而恰恰是神的完善之证明。别尔嘉耶夫在《自

由精神哲学》中写道，理性意识觉得神之中的运动是与神的完善相对的，是神之

中的不完善和缺陷。但对神的思考只能作悖论性的思考，在神之中有矛盾的同一。

“《形而上学》亚里斯多德著中译本24争一24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吴寿
彭译。
12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6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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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自己的他者之渴念，对所爱者和他的自由的回应之爱的渴恋并不表示神的存

在的缺陷与不足，而恰恰显示了它的存在丰盈的完满与完善。

总之，在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上帝担当了一个极其重

要的角色。在他看来，在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形而上学的体系和神学那里，

上帝要么是全知全能的、具有无上权力的主宰者，要么是“绝对的"事物，是“所

有一切的统一”，而这些概念都是客体化思维的极致，它是人的有限性的折射，

是人在支离破碎的、混乱无序的现实生活中渴望统一和聚合的反映。如果把神看

作是世界的制造者和统治者，这样的神只是人的有限意识外化的产物，是人观念

中的上帝。它是人按照自身的本性和入在社会中的种种关系来塑造的，印盖着“上

帝人性论"和“社会变形论”的痕迹。

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指出，这种奴役人的神学是精神外化的表现，它把人对上

帝的内在的精神体认进行抽象，迁移到思想的表层。精神原本是主体性，在主体

性中发生超越，而意识的客体化却使精神进入了其它层次，使客体化显示出貌似

超越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认为，是因为真正的上帝是矗立于

人的思维极限之外的，只能通过精神进行内在体认。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帝呢?别尔嘉耶夫认为是圣经中的上帝，是福音书精

神的上帝，是启示中的上帝。福音书精神的上帝，是“大神秘”，是“自由精神”，

是“与人存在意义上的交会"。他认为，上帝不是统治者、审判者，上帝是解放

者、创造者和呼唤者。上帝具有人性，他来不是要审判人类，而是要救赎人类。

他对世人充满怜爱，他为了拯救人类而不惜牺牲自己，与人类一起受苦。这样的

上帝是超验的，同时也是个性。正因为上帝也是个性，他也饱含着悲天悯人的爱

和痛苦奉献出自己的儿子，上帝是活生生的存在，不是世界秩序的构建者，他与

人是生存意义上进行交会的关系。上帝是活的生存，但他的超验性又保证了他超

越于人世，是人的精神归属，是人生终极价值的依托。

二、批判客体化世界

别尔嘉耶夫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人格主义哲学，也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

这种哲学从人出发并在人身上认识存在。也就是把具体的生存的人当作核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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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人的秘密，其目的就是剖析人的生存现状，指出人类的解救之路，求得人的内

在的精神解放。

人的存在是他关注的重点，人的精神、创造和自由一直是他整个哲学的主题，

而对人的研究，又是建立在他对精神王国的追求和对客体化世界批判的基础上

的。

的确，人是痛苦的存在物，是分裂的和异化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个永恒的

谜，人身上具有两重性，人具有神性，在没有被展开的深度上，人是个永恒的存

在物，并且追寻着无限，追寻着永恒的存在物。同时，就自己的生存条件而言，

它却是有限的和受限的存在物，是暂时的和有死的存在物，所以，人遇到一堵自

己无法超越的墙，人处在痛苦的深处，有一种对无法克服性、不可避免性、不可

恢复性的体验。人就这样生活在二元论之中，二元论是无数痛苦的根源。在我身

上原本应该实现的是神的世界，但却处处是“非我"，是异己的、僵化的、客体

化的世界。人之所以会被异化、被分裂，就因为他处处受到客体化世界的统治和

威胁。为了实现个性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反对客体化世界，就是反对我身上异己

的东西，奴役我的东西。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二元对立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无论在人事、

信仰、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异化，这是一个价值秩序

颠倒了的世界，一个被奴役的、客体化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精神的

世界。人格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解开这个世界的面纱，回到真实的世界，使人

返回到原初的自由状态。由于人生活在客体化世界里，受客体化世界的奴役，所

以要想使人获救，内在精神获得解放，这就要求“强调主体反对客体，意志反对

理智，具体和个人反对一般和普遍。”

那么，什么是“客体化”呢?所谓“客体化"，就是指人的意识的有限状态

的外化和投射，这种外化就是自然化也就是异化。在这里，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客

体化，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也不仅局限于人的意

识形态和宗教领域，如费尔巴哈所批判的异化的上帝观念，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

历史领域，指人的本质存在与历史境遇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自身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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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人被向外抛出。所以，客体化不是一个中性的现象和肯定的事实，客体化

标志着世界的堕落和人受奴役。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客体化表现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所有领域。首先，在哲学

上，客体化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他认为，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得开

始，西方哲学就一直把一空洞的哲学概念——“存在”奉为终极价值根据，从而

掩盖了个体人的真实生存。而这个“存在”就如康德所说的“超验的幻想”，是

客体化思维的极致。别尔嘉耶夫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

尔的绝对精神都如此。在宗教上，客体化表现为造神运动，正如费尔巴哈所说，

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们按照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关系来塑造上帝，把上帝

说成是具有无上权力的法官和君主，变成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宇宙的认识论

中，客体化表现为规律、决定论、目的论，宇宙的和谐等。在文明中，可以说，

人就栖息于文明的种种规范和条件之下，人自身被规则化。在政治生活中，客体

化演变为关于战争、国家、权力、革命、乌托邦等种种意向和学说。甚至在道德

和艺术中也发生了客体化现象。

所谓的“客体化世界"就是建立在传统哲学概念实在论之上的一整套理想的

或现实的等级秩序。客体化世界所遵循的是普遍的、法则的、必然的规律，是类

的规律，普遍的义务。在那里，人的自由受到束缚，创造本性遭到异化，人的精

神世界不复存在。别尔嘉耶夫认为客体化世界就是_个无个性的世界，这里没有

行为的主体，而只有行为的客体。没有“我”，只有“他"。在客体化世界里，价

值判断发生了倒错，相对的变成了绝对的，有限的变成了无限的，邪恶的被变成

了神圣的，人的转变成了神的。总之，客体化世界即经验领域中的有限之物被神

圣化，人们信仰的实际上是不具有真实性的终极价值的代用品。

客体化世界的含义及特征

在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中．客体化世界的特征就是共性高于个性、自然高

于精神、存在高于自由、进化高于创造的异化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被称为“常

人”的世界，别尔嘉耶夫有时也把它叫做“社会日常性王国"、“社会日常性世界”

等。在《论人的使命》和《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这两本书中，别尔嘉耶夫全面论



述和分析了客体化世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客体化世界是指

奴役人的世界。“奴役’’是别尔嘉耶夫经常使用的一词。在客体化世界里，人失

去了自己的本性，被向外抛出，也就是“异化”。事实上，客体化世界完全是我

们人自身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产生，却对于我们来说又感到陌生的世界。客

体化世界是奴役我们自身的根源。别尔嘉耶夫经常强调，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是具

有神性的存在物，人是具有创造性和自由的存在物。人只有在精神世界中，面向

上帝，在对神性的追求中才能印证人的本质。而当人的本质遭到“客体化”时，

则意味着人失去了自己的原初的本性，将自己的本质向外抛出，这时，人不再通

过实现自身的神性来印证自身的存在，而是通过人自身之外的某物来确认自身的

存在，在它者之中来印证和表现自己。这时，人已由原初完整的存在变成了自然

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失去了生成的完整性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变成了客

体化世界里由经济和物质决定的存在物，而在客体化世界里，人受着金钱、国家、

荣誉、暴力等的统治和奴役。人丧失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再也无法确证自己

的本质。在客体化世界里，人已经远离了精神王国，远离存在，隔绝了与上帝的

联系，无法揭示出生命的秘密。别尔嘉耶夫始终强调人的个性，个性是与个体完

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个体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生物学的起源，是可

以遗传的东西，受社会、国家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个体具有相似性。而个

性则是指人的精神性，是人的独特性之所在。具体的来说，个性是人相对于自然、

国家和社会的独立性，是人对神的呼唤的回应，是神性在人身上的实现，是人自

身对完整生命的追求，是人不断地创造和实现自由的过程。

在客体化世界里，由于人受外部世界的奴役，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成了

被“异化”的人，或“众人”。在客体化世界里，人们过着社会日常生活，大众

的、普通人的生活。客体化世界忽视人的个性，使人生活在“社会日常性’’之中。

“社会日常性”是生命创造热情的冷却，在日常性中道德意识永远不是由个性自

己所想的东西，而是由其他人所想的东西决定的。人很容易被社会化，服从众人。

海德格尔说过：“大众即奴役"，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失去了判断和行为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海德格尔为日常性构造了一个独特的范畴，

das Man(常人)，常人是人的个性本质的向外抛出，是把个人淹没、同化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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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之中，常人是人的个性的泯灭。常人的世界就是社会共性对独特的不可重复

的个性的统治。

别尔嘉耶夫还认为客体化世界是一个价值秩序颠倒的世界。他认为，在精神

的价值秩序中，人的个性永远处于第一位，国家和社会的地位次之。但在客体化

世界里，秩序则颠倒了，国家占据首位，其次是社会，最后才是个性。这是一个

以利益关系来维系的等级世界，在那里人的个性被冷落，最高级的个性往往成为

实现低等级的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手段。

最后，别尔嘉耶夫还认为，客体化世界是一个符号和象征的世界。在这里所

谓的象征是指对人的原初或本源性存在的象征。他认为，原初实在具有生存的特

征，根植于精神之中，体现了人的个性、创造和自由的力量，这种力量能照耀人

的现实生活并改变现实，而原初实在的象征只是原初实在的程式化的标志和旁

征，远离了人的精神生活。客体化的世界便是这样一个符号和象征的世界，完全

远离了人的原初实在。

总之，在他看来，客体化就是丧失人性和人格的过程，把主体的人退化为客

体的物，把人从自由的世界降低到必然的世界。别尔嘉耶夫进一步归纳出客体化

世界的四个主要特征：客体对主体的异化；个性被共性或普遍性吞没；必然性和

决定论压制和封闭了自由；对大众世界和历史，对“常人"的适应，社会化的人

使人的独特性不复存在。正因为客体化世界是一个异化的、奴役人的世界，它对

这样的世界进行了批判。同时，我们也应该终结它，进入精神王国。

三、历史的终结

别尔嘉耶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客体化世界里，精神在进入历史时丧失了

自由，历史走向了异化。这意味着“精神在历史的客体里，已经变为与精神不相

像的东西了，创造的主观精神在自己的历史客体里不能认出自己。’’他认为，在

国家里，在社会里，在文化中，在民族和经济生活里，精神都经历着客体化，所

以世界应该结束，历史应当结束。但别尔嘉耶夫并不是要人脱离历史，因为认识

在历史中生存和创造，不可能脱离历史，但精神又不能在历史中得以实现，因为



历史只注重“一般”，忽视人的个性与自由，所以精神必须与现实作斗争，使精

神在对自由的体验中摆脱客体化世界的奴役与压制，从而告别凯撒王国，走向精

神王国。

(一)三种时间的划分

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情怀是与他对时间的独特理解密不可分的。他对时间有

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时间划分为三种，即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1宇

宙时间它的特征就是周期性，它分为春、夏、秋、冬。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可以用圆来比喻。宇宙时间完全服从数字的加减法。宇宙时间是客体化的时间，

在这种时间里面，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只有种族的延续，显示不出自己的个性。

2历史时间 历史时间的特征就是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它的特点就是聚焦将

来，在将来中等待意义的揭示。历史时间比宇宙时间能更多的体现出人的积极性，

因为历史时间中的每一事件都是独特的，它体现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历史时

间同样也是客体化的时间，也导致人的奴役，因为历史时间，一头系着将来，一

头系着过去，历史的事物总是由记忆和传统进行构建的，历史既有保守的一面，

又有革命的一面。在历史时间里会产生幻想，在寻找过去时，它产生保守主义幻

想，认为过去的都是美好的，而在寻找将来时，它又产生渐进的幻想，认为将来

就是意义的终端，是圆满的完成。历史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且用过去

和将来的幻想遮蔽了现在。别尔嘉耶夫认为，其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隔法，

使人只生活在历史事物的表象上，没有实实在在的活在现在之中。因而历史时间

也没有涉及生存的深层次，所以，历史时间也缺乏深刻的实在性。3生存时间生

存时间是外在于客体化世界之外的时间，是内在的时间，是“主观的”时间。它

既非直线，亦非圆圈，而是点。它不是有限的量，不能度量，不受空间的限制，

它是人的生存的内在体验。当然，生存时间并不与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完全隔绝，

它只是同时一种时间向另一种时间的突破。生存时间“是永恒性进入时间，是对

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阻断，是时间的补充和完成，”生存时间的每一瞬间都是

达到永恒性的出口。可以说，生存时间是人在自己的内在生命的体认中，在与客

体化世界的抗争中，在超越的瞬间对生存的把握，在那个时刻由于其质是无限的

而具有永恒性。对生存时间的把握与追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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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行动的生存。既然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都无视人的个性，造成对人的奴役，

那么就必须突破它们的奴役而进入生存时间。

别尔嘉耶夫认为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意味着历史在未来某

一时间点终结。而此岸与彼岸也并非时间上的相续，并不是此岸在某一时刻结束

而进入彼岸世界。历史的终结不是发生在历史时间里，而是发生在生存时间里，

它意味客体化世界的结束，意味着生存时间对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胜利，它并

不意味着人的消极的等待，而意味着人积极的创造。所以历史的终结不一定只发

生在彼岸，也可以发生在此岸。

(二)死亡

死亡是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因为人不能不死，人是会死的存在物。对

死亡别尔嘉耶夫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死亡问题不但是形而上学问题，而且也

是更深刻的本体论伦理学问题。’’13在死亡中有存在的最深刻的秘密，还有神的启

示。是死亡向我们提出了人生的意义问题，也正是死亡才使生命变得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总是与终点有关，假如世界不会终结，那么世界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

意义在封闭的世界之外。

世界需要死亡，因为作为客体化的、罪恶的、恐怖的世界的死亡是克服客体

化的时间而通向永恒的唯一出路，所以，死亡有着肯定的意义，在死亡中，有存

在的最深刻的秘密，还有神的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才说，哲学无非

是对死亡的准备。但是，死亡也是可怕的和唯一的恶，一切恶都可以归结于死亡，

死亡是罪的结果，无罪的生活便是永恒的生活。所以，为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必

须与死亡作斗争，要肯定永恒的生命，战胜死亡。

但是死亡充满了悖论性，一方面，“死亡是反常的，是极端反常的现象，是

解体，是丧失面孔，是丧失一切面貌和形象，是物质世界的低级元素的胜利。死

亡又是“最可怕的和唯一的恶。’’‘‘贪生怕死”也是人之本性。海德格尔曾在《时

间与存在》～书中写道，在日常性中，人们总是对死亡躲躲闪闪，表现出入们对

13《论人的使命》330页



死亡的畏惧。另一方面，死亡又是美好的，它能使必死的人中的最卑贱的一个变

得高尚，使他与最优秀的人并列，死亡能够战胜庸俗和日常性的反常现象。’’14也

正是死亡向人们提出了生命的意义问题，所以我们才说“面向死而生”，由此便

肯定了死亡的意义。别尔嘉耶夫对死亡有双重的理解。一方面，他认为人要勇敢

面对死亡，因为正是死亡赋予生以意义和价值，精神自身也要求死亡，因为人的

无限企图在这个现象世界是不能实现的。

别尔嘉耶夫之所以对死亡抱有双重态度，是因为它是这样理解死亡的。死亡

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自然性死亡，是指人的自然生命走到了尽头，有机

体的自然死亡，这是发生在宇宙时间或历史时间里的自然事实，是谁都无法逃避

的。二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发生在生存时间里的事实，完全是个悲剧，因为它意

味着个性的泯灭和精神的消失。所以，别尔嘉耶夫说：“死亡不仅是生物学上和

心理学上的事实，而且也是精神现象。”自然的死亡只有一次，而一个人的精神

死亡却时常发生，正如我国著名诗人藏克家说过那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别尔嘉耶夫还认为精神的死亡有着广泛的含义，凡是会导致人的个性瓦解和

阻止人的精神实现的一切“恶的因素都可以称为死亡。”他曾写道：“一切恶都可

以归结为死亡。杀人、嫉恨、凶残、淫荡、嫉妒复仇等都是死亡和播种死亡。一

切恶的欲望深处都是死亡。自尊心、贪财、虚荣心究其结果而言都能带来死亡。’’
15

别尔嘉耶夫认为，个体是自然的范畴，来自父母的遗传，与种族有着密切的

联系，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作为肉体，个体是必死的，个体的死亡完全不是悲剧

性的，而人身上的个性死亡才是悲剧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个性是上帝关于人的永

恒的理念和意图。所以完整的个性的死亡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在个性里孕育着人

的所有力量和能力的统一。作为精神的存在物，人应该是永恒的和不朽的。所以，

我们应该用精神的实质来实现自己，让精神性控制自然的因素，使自己成为完整

的精神存在物。人的使命就是同携带着死亡的恶的力量作斗争，创造性地准备上

14《论人的使命》334页
”《论人的使命》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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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国的到来。

那么如何战胜死亡呢?他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方式战胜死亡，“直接面对死

亡，承认死亡的悲剧，死亡的意义，并战胜死亡。’’16即通过复活永恒的生命来战

胜死亡，这就要求精神因素同死亡力量作不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复活的不仅

是人的精神，还包括人的灵魂和肉体。这就意味着精神控制并改变着灵魂和肉体

等自然因素，从而把人引向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存在，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永恒的生

命。基督教还强调用爱来战胜死亡。对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爱，对一切存在物的爱

都是与死亡作斗争。正是爱让生命变得富有意义，带来战胜死亡的力量。基督教

是通过复活永恒的生命来战胜死亡的，他希望人与死亡作不懈的斗争，使人的精

神得以复活。所以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战胜死亡就是去爱，去不断创造，使人的

精神在自由中不断展现，使人的永恒生命得以复活，精神王国得以实现。别尔嘉

耶夫认为，存在永恒的生命，他是与自然生命完全不同的精神生命，永恒生命不

在消极的等待中，不在客体化的时间中到来，而是在创造中，在生存时间中到来。

所以别尔嘉耶夫满怀激情的宣称：“人的使命是同携带着死亡的恶的力量斗争，

创造地准备上帝的国的到来、⋯⋯上帝的国要靠努力才能得到。被动的理解启示

的预言是决定论、宿命论和对自由的否定。"17所以精神王国的实现就是人不断

的战胜死亡，不断实现自身的个性的过程。

(三)创造、自由、个性、爱

别尔嘉耶夫伦理观的主要观点是，伦理学是自由的哲学，是创造的哲学。自

由和创造是他哲学的核心概念。正如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识》中写到的那样，

“任何时候我都不想溶于原初环境之中。我有过于强烈的个性感和自由感。因此，

伦理因素的意义一直和个性、自由联系在～起的。’’1。

创造一词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不能从心理学或者是技术

的角度去理解人的创造活动，这样的话，创造便成了一种能力和技巧。相反，要

理解创造，要以“认识生存着的"作为前提，而精神自由则是人的精神自由特性

16《论人的使命》341页
17《论人的使命》第338页
13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9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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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现。别尔嘉耶夫在其《自由的哲学》中全面否定了“神正论”原则，而把“人

正论”原则贯穿其中，入正论的宗旨就是：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人的基本活动

就是创造，而创造则是人的领悟，是同神一道进行的领悟。创造是实现创造伦理

学的行动。创造是实现个性和自由的行动，是建立世界上从未有过韵东西。

创造来自圣经的创世论。世界不是上帝的流溢、诞生或进化，而是上帝的创

造。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因此，人也是创造者，负有创造的

使命。上帝赋予人创造的天赋，也给人提供了创造的场所——世界。上帝发出召

唤，希望人进行创造活动，实现自己的使命，上帝期待着人对自己召唤的回应。

人对上帝召唤的回应不可能从上帝提供的东西形成。有某种东西也应来自于人，

所谓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其含义也在于此。神和人都是创造着的存在物，人的

创造是神的创造的继续。上帝的创世并不是如传统神学中说的那样，在七天之内

就完成的一次性事业，这个创造过程仍然在继续，人的创造是世界创造的第八天。

创造需要三个要素。首先，它的前提是要求人有原初的、非受造的自由。可

以这样说，创造的过程是自由的放射，他完全不受任何外在东西的决定，只有人

的创造行为中渗入自由的因素时，创造才是可能的。人是生存着的，是作为主体

性的存在，应该意识到人是自由的，要把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行动结合起来。创

造只有在有自由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因为人的创造不可能服从因果联系，而自

由先于存在，来自虚无，不被存在决定，自由没有任何基础。别尔嘉耶夫认为，

创造是从前存在的自由中的创造，使非存在转变为存在。所以，从虚无中的创造

就是从自由中的创造。他在《论人的使命》中写道：“在任何创造的意图中都有

人的原初自由的因素，这个自由不被任何东西决定，是无限的自由，这不是来自

上帝的自由，而是走向上帝的自由。川9所以，创造是自由地创造，是个性在进行

创造，也只有在创造中人的个性和自由才能完全实现。

其次，创造要求有创造者上帝赋予人的天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创造使命。人

不是自己的天赋才能的肇事者，人的天赋来自于上帝。另一方面，上帝赋予人创

造的使命，人应当明白上帝的期待和呼唤。

19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1 72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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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里常常说当种子落到善的土壤上所应结出的果实，还说被给予人的天

赋应当得到增加的回报。这是基督在用寓言的形式说人的创造性。使徒保罗关于

人的各种天赋学说都是关于人的创造使命的学说。天赋来自上帝，它们指出了人

的创造使命f这些天赋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被赋予的特有天赋来完

成这一仓lJ造使命。2。

最后，创造要求有作为创造舞台的已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人在此获得材料和

进行创造行为。人的创造和上帝的创造不同，上帝的创造是从虚无中进行创造，

而人要进行创造，就必须有创造的场所和材料，这些场所和材料就存在于由上帝

创造的世界中。

别尔嘉耶夫把创造概念引入基督教和基督教伦理学，深刻阐发了创造的宗教

道德意义。他认为伦理学就是价值论，是关于意义和价值的学说，它是关于人的

创造能力和创造意义的学说。创造是新事物，未曾存在的事物的诞生。生命的道

德目的不是拯救、赎罪，而是创造性的实现真理和创造价值。别尔嘉耶夫提出了

法律伦理学、救赎伦理学和创造伦理学。创造伦理学是从人的个性出发的，确定

了精神的肯定指向，它不是外在的制止和消灭恶，而是创造性的实现善，把恶创

造性的改变成善。 “对创造伦理学而言，自由不意味着接受善的法律，而是个

性创造自由和价值。自由是创造的能，是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性。法律伦理学根本

不懂得这个自由，它根本不理解，善是被造的，不理解在每一个不可重复的个性

道德行为里都创造着新的，在世界上还未存在过的善，这个善是实现着道德行为

的人的发明。””

伦理学要评价和寻找世界的意义，而意义是通过人的自由创造而被揭示的。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要求人的紧张的创造性地等待基督的王国，进行创造性的斗

争，通过努力获得上帝的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人就负有创

造的使命和义务。创造的自由是生命的根源，自由是光，它照耀着我们的生命，

人只有通过创造的热情才能证明自身。创造是对奴役人的处境的克服，使人的精

神自我回归得以实现。真正的、实在的创造总是在精神中，在圣灵中，只有在精

20转引自徐风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别尔嘉耶夫《论入的使命》1 77一178页

19



神里才能发生恩赐和自由的结合，这个结合我们在创造里能够看到。只有在创造

里，人才能充分认识和实现自己的使命，人生的意义才能充分揭示，人的价值才

能充分实现，人只有作为创造者才能回应上帝，即与“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保持

一致。所以，人的使命就是自由的创造，和上帝共同创造意义和价值，成为新价

值的创造者。

自由

自由作为人的本质，一直是哲学家们热衷于探讨的主题，自由也是俄罗斯宗

教中的永恒主题。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在俄罗斯民族中，深藏着比有着

较多自由和较高教育的西方民族更大的精神自由，东正教深藏着比天主教更大的

自由。巨大的自由是俄罗斯民族最主要的本质之一，俄罗斯思想与这种巨大的自

由紧密相关。”22别尔嘉耶夫也一再强调，他的哲学是把人、特别是自由的人放在

首位。“我确立为哲学的基础的，不是存在，而是自由。”23“自由问题是我写作

的中心。’’24他把自由作为他整个哲学的基础，将自由视为生命，一生都为自由而

战。大多数哲学家是将自由作为人性的产物，或是在政治自由、道德上自由进行

讨论的。但是，别尔嘉耶夫赋予自由以独特的含义，提出了独特的自由观。他认

为，“自由不是个人主义，、、、、、、自由不是自我封闭和隔离，自由是沉思和创造，

是在我之中发现宇宙的道路。”25自由不但是一种精神趋向、精神价值，而且具有

本体论的地位，是他人格主义的理论基石。他说：“在这里，自由不是指自由意

志’’，而是指“深刻得多的形而上学意义。"别尔嘉耶夫反对“意志自由”，他认

为不能把自由想象成选择的自由，因为，这时善与恶的规范已经被确定，人只能

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这时，人将为自己的责任负责。如果把自由理解为意志

自由的话，不能解放人，抬高人，而是在贬低人。因为意志自由总是根据从外面

和上面强加的东西进行选择，这种必然性总是在压迫人和奴役人。也不能把自由

理解为对普遍道德法则的服从：一般来说服从，不管它的内容如何，特别是对普

遍原理的服从，对他来说就是被奴役、不自由的所在。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由

22《俄罗斯思想》别尔嘉耶夫著地96页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版
23别尔嘉耶夫著汪建钊编别尔嘉耶夫文集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24别尔嘉耶夫著安启念译《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译者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5《自我认识——思想自传》别尔嘉耶夫著第53页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版



就意味着不服从任何人和任何事。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经说过：“自由即消除对

人的障碍。”可是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中，他的自由并不是指消除在自然生命需

要中，在自然界中的障碍。虽然他也看到人作为动物界和物质界的现象，会受到

来自物质方面的统治力。“人作为受限于自然方的堕落的生存，常常显示出对经

济利益和对潜意识中的性冲动、焦虑的奴从。”26但是，他认为，自由不在于揭示

自然规律，不在于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在他看来，自由主要是指消除人的深

层次上的内在的精神障碍。也就是说，自由即精神自由，指人的个体人格面向着

上帝进行超越。所以，自由在他的哲学中不能解释为天赋的、自然的东西，或是

人的社会功能，而是渗透在存在的一切领域的第一性的和基本的实在。在他的绝

对性中，它具有创造的本体论的能力，目的性和活力，亦即他总是从事活动的自

由，不受束缚的自由，选择环境的自由和确定目的的自由。概而言之，在别尔嘉

耶夫的哲学中，自由具有以下性质：1、自由是世界的基础。别尔嘉耶夫认为，

在自由哲学中，自由的根源不在存在之中，不受存在决定。真正的自由既不能容

忍存在的决定，也不能容忍理性的决定。而自由哲学则确认自由先于存在，自由

不以存在为基础，相反，存在是从自由中产生的。深受德国哲学家波墨的影响，

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根源于“虚无”，根植于深渊，它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

虚无是第一性的，正是从虚无里涌现出一切。所以，自由不被存在所决定，没有

任何基础，什么也不能决定它，人的自由本身就是第一原因。在《末世论形而上

学》中，别尔嘉耶夫写道：“意识决定客体化和现象世界。可以断定，意识先于

存在。但这不是最终的真理。意识自身受本体世界决定，受原初世界可以被认识

的自由决定。””自由是存在最初的来源和条件，万物在本质上都是自由的。2、

自由是人的本质。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在《论人的奴役与

自由》～书中，他写道：“精神即自由，即人自身具有拓展人的个体人格，它是

脱出客体化的自然和客体化的逻辑世界的独立的精神源头。”2。人可以凭借自由向

客体化世界抗争。自由意味着人的精神自主、个体人格自主、意识自主和良心自

主。所以，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因而自由不是“权力的抽象的宣言，

而是每个人都应达到的境界。”293、自由在创造中实现，真正的自由是创造的自

26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页
27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6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
28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n版社，1994版第49页
29别尔嘉耶夫《论入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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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和条件。创造的自由是个性地创造善和价值，自由是创造

的能，创造的可能性，因为未曾有过的东西只能从自由中创造出来。同时，他认

为，在来自于深渊的自由，即原初的自由里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选择性和无尽

的潜能，这是人进行活动和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所进行的富有个

性的创造性活动才是人获得自由的真正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我而

言，自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自由是我的独立性和我内在个性的限定，

自由是我的创造力量，不是我在面临善与恶时所作的选择，而是我对善与恶的创

造。选择本身可能给人以压抑、犹豫的感觉。"30

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的根源是非理性的，不能用理性的概念和思维去认识

它。人只能在生命的历程去体验它，自由就实现在创造活动和爱之中，人在创造

活动中，是自由人，是“瞬间的心碎神迷。"所以，人是一个未知数，它永远处

于一个敞开的状态，处在一个没有终点和结局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人才需要

不断创造和超越，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的意义和价值。

4、自由是对客体化世界的抗争。自由可以说是“沉重"的，精神自由并不是人

的权利，而是人的义务，是基督对人的期待和呼唤。所以自由不是轻松和享受，

而是困难和负担。自由完全可能变成它的反面，受到必然性的奴役，自由获得的

过程就是与必然性和决定论不断斗争的过程。

爱

爱是别尔嘉耶夫哲学中的永恒主题。爱的世界就是存在的世界，揭示爱的秘

密就是揭示存在的秘密。因为爱就是肯定存在的完满，肯定存在的永恒性。但是

在这里爱是指对个性的、具体的事物的爱，任何对普遍的、抽象的事物的观念的

爱都是对人奴役。别尔嘉耶夫说道：“爱总是对个性的爱，就是在上帝中看到这

个个性，并通过所释放的能量肯定这个个性的永恒生命。”31爱的体验是人最强

烈的体验。在这个体验里发生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范围的真正超越。爱总是与

卟性有关，爱就是个性与个性的关系。爱应该被精神化，应该被精神原则充满，

爱能战胜死亡，在爱里显现出永生的前景。所以，你应该成为人性的、应该成为

30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5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版
31《论人的使命》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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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的和爱着的人，这是将打开通往永生的道路。

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指出，爱就是创造，是能量，是太阳的光。爱并不是自私

的，在自私里，见不到真理之光。爱需要一个他者，在爱中个性与个性相遇，在

爱中去体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任何自私的、个入主义的爱都是对上帝样式的扭

曲。所以，爱应该是人格主义的。但是长期以来，基督教的爱往往被扭曲和误解，

变成了对上帝观念的爱。这时，人们忽视了对近人、亲人及弱者的爱。他们认为

对近人的爱阻碍了人的获救过程。这样，人在爱的名义下变得残忍，这种冰冷的，

非人性的爱与个性的爱、心灵的爱完全对立。所以，在整个中世纪，许多“善人”

以上帝的名义对近人进行迫害，这样，在善里已看不见善，在爱里看不见爱，善

人变成了十足的恶人。这样的爱只能是冰冷无情的没有人性的爱。这种只爱上帝，

而不爱自然、弱者的爱是抽象的爱。人在上帝中，上帝也在人之中，不能以牺牲

近人的爱为代价来换取对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是目的，对近人的爱不是实现上

帝的爱的手段，爱自身就是目的。所以，爱是精神与心灵的结合，爱指向具体的

个性，渴望与近人和亲人的结合。而精神的爱，不懂得心灵的爱是抽象的无力的

爱。

维系着上帝与人的关系一种爱，是无限的精神之渴念。这种爱之关系体现的

是双向运动，人向上帝的运动和上帝向人的运动。上帝向人的运动是一种向下的

运动，是天空俯临大地的运动；人向上帝的运动是一种向上的运动，是大地飞升

天空的运动。圣子基督的出现是这两种运动的具体化，他兼有神性和人性。基督

降临人世，他在爱里为尘世带来了天堂的、纯洁的、神性的元素。他爱世人，所

以，他主动为人类的罪孽、堕落承担责任，承受走向十字架的苦难，用自己的生

和死给大众以启示，让堕落的人抛却堕落的尘世，转向上帝，满足上帝之爱之渴

求。神人基督是施爱者和被爱者的统一体，既是爱的施与者，又是爱的接纳者。

也只有化生为人，在爱里，承担了人和整个被造物的痛苦的上帝才能战胜恶的根

源，也正是这个根源产生了人的痛苦。

个性

“个性”，有时也称为“个体人格”，是别尔嘉耶夫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他哲



学的起点和归宿所在。他的自由和精神概念就是以他对人的理解为基础的，他也

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格主义哲学。个性在古希腊语中表示“移近”、“置换"，在

拉丁语中表示“面具"、“戏剧角色”，在三位一体教义中用来表示神的“位格”，

——在中世纪和现代哲学中获得了人的总体特点、人的精神本性等意义。所以，“个

性”是与上帝、精神等密不可分的。个性，在别尔嘉耶夫哲学中它并不是一个生

物学和心理学的范畴，而是伦理学和精神的范畴。它既是个体性的又是超个体的，

既是主体的又是超主观的，既是属于人的，又是属于神的。简而言之，个性就是

指人的整体意象。“个体人格是我的整体思想，我的整体意志，我的整体情感和

我的整体创造行动。"32

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的个性。个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是人与万物的本质区别。

个性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东西都不相像，它是唯一的、独特的、超自然的。人因

为有了个性而变得独特，成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存在。人的个性比整个世界还要

实在。个性是与现象对立的本体，在自己的核心处，个性属于永恒。正是个性证

明了世界不是盲目自足的，而是可以克服、可以超越的。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中，

个性有着深刻的内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个性具有神圣的源

头，个性的前提是上帝的存在，个性是与上帝统一的。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

自由、创造爱，这些都不是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的。如果割断这一神性的

源泉，人也就不再是人了。所以，最高的人性是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

人是具有神性的存在物。人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人的个性不仅是人的意象，

也是神的意象。用别尔嘉耶夫自己的话说，就是“人自身携有人的意象和上帝的

意象。’’人具有两重本性，人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

的；人既生活在客体化世界里，也生活在上帝之国里，人就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

人性中既含有神性的因素，又含有自然、社会的因素。个性中的神性是人超越客

体化世界的精神源头。在此，我们应对“个性"和“个体"做出区分。个体是生

物学上的范畴，它隶属于种族、社会或者自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人作为个体时，

他受种族遗传的制约和被社会遗传性所制约。而个性是精神的、宗教的范畴，个

性是超个性价值的载体和创造者，个性是自由的，表明人对自然、国家或社会的

32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第8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相对独立性和不依赖性。这就使得个性具有完整的、统一的和永恒的意义，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因为有了个性，人的存在就变得神秘而富有意义，个性使

入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人就是一个小宇宙。其次，个性是独特的。人格主义

认为，每一个人就是由他的独特经历和精神实质铸成的，这决定了个性作为人的

内在本质具有不可重复、不可置换、不可模拟、不可比较的特性。这也是生命的

奥秘和价值之所在。第三，个性是生存的中心，它具有感受性，能够体认生命的

痛苦和欢乐。个性是自我实现的前提，个性就意味着去抗争，抗击世界对人的异

化和奴役。第四，个性绝不是个人主义，别尔嘉耶夫一再强调，个性的存在要以

与其它个性的交往为前提。“个性要求从自己走向他者和其他个性，如果个性封

闭于自身，那么它就会因空气缺乏，窒息而死。"33个性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

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他必须以超个体人格为前提。别尔嘉耶

夫认为，没有超个体价值，没有生命的神秘巅峰——上帝，个性便不能走出自身，

不能实现自身全部的生命。同时，个性需走出自身，与其它个性进行沟通。个性

只有走出自己，与其他个性进行沟通和交会，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实现。第五，

个性是动态的，不是给定的，它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形成的过程。每个个性都

有一个构建过程。上帝赋予人的只是实现个性之潜能，它是构建个体人格的基础，

如果没有艰苦的锻炼，潜能则不会成为完满的个性。个性就是在与客体化世界的

抗争中实现的，它也是主体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整体性不断去创造的过程。就像卢

梭说的那样，上帝创造了人，然后便把模子打坏了。个性是由长期的过程塑造的，

通过选择，通过创造，通过排出我身上“非我”的、不属于我的东西。个性就是

不断创造的过程，是积极性。人的精神总应该超越自己，向高于人的东西上升，

在人身上实现人的精神性，即神性。唯有如此，人才不会丧失自己，不会消失，

而是实现自己。所以，个性不是现成的、给定的，个性需要不断的抗争。正是在

不断的抗争中，才能实现人的使命，不断超越自身。超越之路同时也是个性与个

性进行交往，不断走向上帝之路。

总之，别尔嘉耶夫认为，个性是人身上的神性，是上帝的样式在人身上的实

现。个性的价值是最高等级的价值，是由上帝的理念和人的自由共同创造的。个

性是精神对自然的胜利，自由对必然的胜利。自由是个性的核心内涵，个性就是

33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45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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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实现。为个性而进行抗争也就是为精神自由而不断努力。同时，个性就是

创造，个性是创造的基础，道德生命的核心是个性，个性的不断超越和永恒抗争

是创造行为的内在体现和持久的动力，而创造行为就是个性不朽生命的体现。

四、人的现实处境

人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因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各种东

西的奴役，人的本性也遭到了异化。

(一)自然物对人的奴役

人从古至今一直受着自然的奴役，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人类的文明史就是

与自然的奴役不断作斗争的历史。“人，集体的人起来反抗奴役和威胁他的自然，

使周围的自然环境人文化，制造我们与自然作斗争的工具，由此进入文明、技术、

理性的新现实，并且将自身的命运也依附于它们。但是，人从来就没有终极性的

脱离自然的统治。”¨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以人为立足点的自然。人是小宇宙，

自然是大宇宙，作为小宇宙的人，与自然的区别就在于，人是自由的精神的存在

物，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是自由与自然、自由与精神、个性与自然、主体性与客体

性的对立。别尔嘉耶夫说：“在此含义上的自然就是客体化的世界，也即异化、

非人性、决定论。我理解的自然，不关涉动物、植物、矿物、星星、森林和海洋，

它们拥有内在的生命，属于生存的，而非客体化的领域。”35所以，在这里自然就

是指客体化，是人的生存的对立物。“人受自然的奴役就是受客体化、异化、决

定性的奴役。’’36人必须与自然作斗争，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形成人的个性。人与自

然的关系，就是摆脱自然的统治，以自由来抗拒必然性，用个性来抵抗普遍王国。

“物质性就是客体化，生存的物化。获救之路就是皈依内在生存、主体性、个性、

自由和精神。解放就是精神的创造。””

34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42页1999年
35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43页1999年

36同上
37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44页1999年



(二)文明对人的奴役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聪明和理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使人

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但与此同时，理智自身走向了客体化，成了奴役人的

工具。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技术，并依赖技术，而人的本性、

本能日益衰退，人也就失去了原初的整体性和原始力，变得支离破碎。另～方面，

文明也换了新面孔，慢慢的转化成了如国家民族、种族等外化了的东西，奴役着

人类。文明原本是人的创造性行为的产物，但它却把人变成了社会大机器的一部

分，变成了技术工业等东西的手段，变成了文明和技术的奴隶。但是，从根本上

说，人受文明奴役的实质，是受理性的奴役，是理性把文化变成了僵化的可怕的

偶像，强制和规范着人的行为，例如习俗、意识形态等。“人沦为理想的文化价

值的奴隶。人进而把科学、艺术、一切文化的质塑造成偶像，使自己成为它们的

奴隶。文化的虚荣性、唯美主义、绅士作派都是奴役人的形式。”弼

(三)自我对人的奴役

人不仅受自然、文明等外在东西的奴役，同时，人还受内在东西的奴役。“人

沦为周围的外在世界之奴隶，是因为首先他是自我的奴隶，自我中心主义的奴

隶一、、、、、沦为自我的奴隶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川9人受自我的奴役，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低级的动物性的奴役，如性与爱欲的奴役；还受自己的高级天性

的奴役。所以，当人受自我的奴役时，他就成了“非我"的奴隶，意味着破碎与

分裂，这时，人的精神也就消失了。所以，为了克服自我的奴役，就必须建立自

己完满的个性。别尔嘉耶夫认为，人如果要挣脱世界的奴役，挣脱自我的奴役，

也就是挣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奴役，人就必须精神内倾化，并且，既内倾化，又外

倾化，在创造的积极性中走向世界和他人。实际上，别尔嘉耶夫要求的是自我同

一，也就是主客体同一，而中介就是人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的王国。“个

性包含了宇宙，但这种包含并非产生于客体性方面，而是产生于主体性方面，也

38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 58页1999年

39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61页1999年



即生存性上。个性意识到自身根植于自由王国，也即精神王国，由此吸取斗争和

向上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要成就个性，成为自由者。”4。

五、凯撒王国的终结与精神王国的到来——

“凯撒王国”就是指客体化世界，就是泛指一切体现必然性、决定性、麻木

的给定的东西；相对于客体化世界，“精神王国”则是对客体化世界的扬弃，是

指人的精神世界，指人身上的神性因素，是人身上最高的质、最高的价值，在其

中，人的自由得以张扬，人的创造性得到全面发挥，人的个性得以全面实现。·精

神王国不是存于自然界的实体，而是与客体实在不同的另外一种意义的实在，即

生存意义上的真实存在。

在此，我们应进一步理解“精神”一词在别尔嘉耶夫哲学中的含义。别尔嘉

耶夫在《自我认知》一书中说到：“我的哲学是精神的哲学。精神对我而言，就

是自由、创造行动、个性和爱的沟通。"精神是自由，是向自然界以及历史世界

里突破的自由的能量，获得精神性就是对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摆脱，是本体向现象

的突破。“精神仿佛是上帝吹的气，这气渗透到人的实质之中，并将其生存的最

高价值和最高质，内在的独立性和统一都传递给了人。川1精神具有照耀和解放的

力量。人身上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人的力量，而且是神人的力量，精神是神人的

状态，人在自己的精神深处与神性接触，并从神性的根源里获得支持。别尔嘉耶

夫认为，尽管精神作为人身上的神性因素来源于彼岸，但作为照耀和解放的力量，

在此岸发生着巨大的力量。它能照耀和解放此岸世界，能提升人的价值，并通过

爱和牺牲来改变和拯救世界。

精神作为超验的东西在人身上内在的起作用，它表现为人的生命中的永恒的

超越欲求和行为。但是精神并不等于灵魂，因为灵魂是每个人都有的，而精神虽

然每个人都有，但它在人身上处于隐蔽状态；其次，精神是完整的和普遍的，而

灵魂总是片段的和部分的。当然，精神并不与灵魂对立，也不与肉体对立，而是

40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64页1999年

41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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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和照耀他们，使其获得最高的质。所以，人是精神、灵魂和肉体的有机统一，

人的灵魂和肉体可以进入另外一种更高的精神生存秩序，人可以从自然的秩序过

渡到自由的秩序，过渡到意义的王国，从纷争和敌对的秩序过渡到爱与结合的秩

序。所以，在另廿尔嘉耶夫那里，精神具有确切的实在性，是我们生存不可缺少的

精神维度，它使人总是面向未来，从而与凯撒王国进行不屈的斗争，使我们脱离

社会日常性，对世界和社会环境进行超越，从而进入精神王国。

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就是终结恺撤王国，实现精神王国，使人获得总

体性的存在。精神王国不是一个终极的点，而是生存的每一瞬间。精神王国是发

生在生存时间里的事件，它是人生存的内心体验。所以，人完全可以在生命历程

中的任何时刻去超越现存境遇丽进入永恒的精神王国，在此岸生活的每一瞬间，

我们都需要与客体化世界进行抗争，以自由的积极创造行为去参与上帝的事业j

从而进入精神王国。所以，每一瞬间都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来临。生

命的每一瞬间都是进入永恒的通道，现在也绝不是未来的手段，它本身就是具有

意义的存在。
“

精神王国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不断创造的过程，需要人与上帝的共

同参与。未来由上帝和人共同创造，人的创造力所产生的最高价值集中起来便能

终止客观世界对人的奴役。人的使命就在于为基督的复活做准备，历史就是人神

共同创造的旅程。上帝的创世并不是已经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创

世纪》中所描述的创世只不过是整个创世的第一次行动，基督的降临和赎罪则是

创世的第二次行动。这是在基督教中尚未被意识到的启示。别尔嘉耶夫说：“基

督教尚不知道创造的启示在于：人和世界的任务在于创造前所未有之物，在于完

善与丰富神的创造。世界过程不可能只是除罪和赎罪，只是战胜恶。世界的进程

——是创造的第八天，是继续创造、⋯⋯世界进程是启示的创造进程，造物主与

有生命的存在同样物参与了这一进程。”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具有上帝的样式和神性。“上帝用地上的尘

土创造了人，并向他的脸上吹入了神的气息，人便有了活的灵魂。"人是受造的，

却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在人的身上被注入了神的气息，而上帝就内在于人的精

神之中。人有精神，人可以通过精神上升到神的最高领域。精神是人的完整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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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为。精神是创造，精神创造新的存在。精神在爱中，在自由的创造中回归于

上帝。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响应上帝的呼唤，在不断的创造中去接近上帝，在不

断的创造中去实现人的个性，在自由中展现人的精神，完成人的使命，在参与上

帝的创造中摆脱奴役人的、客体化的、个体的和充满必然性的凯撒王国，进入充

满个性的、精神的、自由的和主体的精神王国。人应该在客体化世界中寻找精神

王国的突破口，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真正实现由“常人"向“新人”的转变。

这里所说的“常人"就是客体化的、个性被分裂的，单向度的人。而“新人"就

是自由的、创造的、个性的和整体的人。所以，人应该时刻思慕和渴望着上帝，

并努力与客体化世界抗争，克服客体化世界的种种羁绊，达到完美的精神王国，

最终实现人与神的完美统一。

六、末世论：人性与神性的统一

任何完善、完满和完整性，在时间中是无法实现的，这就要求终结时间，进

入永恒。天堂不在时间里，不在未来里，而在永恒中。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

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我想表达的哲学是时间中的命运和生

存的悲剧哲学，这个时间在向永恒过渡，并指向终结，但这个终结不是死亡，而

是改变。”上帝之国不在此世的条件下实现。为了实现上帝之国，需要的不是在

这个世界上的改变，而是改变这个世界，不是改变时间，而是战胜时间。弥赛亚

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新的时代要到来，上帝之国要到来，弥赛亚将在力量中显

现。弥赛亚意识的等待位于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位于此世和彼世、内在与超验、

人间和天堂、历史和超历史的交界处。在千禧年说中，永恒和时间互相融合；永

恒融合在时间里，时间也进入永恒之中。所以不能在时间中思考上帝的国，不能

把上帝的国归结为世界结束的那个时刻，因为世界的终点还得在时间中思考。上

帝的国不但在时间的终点到来，而且在每一瞬间到来。

上帝的国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天国在

你心中"。所以，“启示不但是对世界和历史终点的启示，而且也是对内在于人的

生命，内在于生命的每一瞬间的终点的启示。川2启示是神人的，基督教是神人类

42《论人的使命》第382页



的宗教，它要求的不但是对上帝的信仰，不但要求上帝的积极性，而且还要求人

的积极性。巴德尔说过：“人想成为没有上帝的人，但上帝不想成为没有人的上

帝，所以上帝才成为人。"”

在《创造的意义》一书中对末日论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世界经历着三个

伟大的神启时代，第一是律法的启示(圣父)，第二个是救赎的启示(圣子)，第

三个是创造的启示(圣灵)。神启的三个时代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启示的三个时

代。第一个时代里，人的罪被法律所昭示，同时也揭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神性能

力；在第二个时代里，人被认作上帝的儿子，人开始摆脱罪恶；在第三个时代里

彻底地揭示了人的创造本性的神圣性，神的大能成了人的大能。关于人的启示就

是关于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启示。最后一个伟大的秘密就在于，“上帝的秘密和

人的秘密就是一个秘密。上帝那里包含着人的秘密，在人身上包含着上帝的秘密。

在上帝里产生人，在人里产生上帝，对人的彻底揭示就是对上帝的揭示。对上帝

的揭示就是对人的揭示。不但上帝在人里，而且人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展

现着神性的发展。’’44第三个时代就是创造的时代，经过创造，上帝才在世界里被

彻底的揭示。新时代的实质，就是积极的创造。
一

任何神学体系，任何权威都不能终止人的痛苦和苦难。只有原初的宗教实在，

只有神人的联系，只有神人的爱刁‘能克服它们。彻底断绝了这个神人联系的人将

面临存在的深渊，其痛苦将是无法忍受的。精神宗教的启示录把人类的命运表达

成深人的创造事业，表达成上帝和人的共同事业。新生命，精神的新时代要求人

的全面改变。而不是某个方面的改变。这就是道德上的改变，理智上的改变和审

美上的改变，同样还有社会的改变。所以，我们应该为人自身的理想形象而斗争，

恢复人的自由和本真性，重新按照人自身的上帝形象和样式去实现自己的个性，

对人的意识结构进行改造，进行一次“内在深刻的革命。"改造就在此世进行，

在生命的每时每刻进行，正如别尔嘉耶夫在《末世论形而上学》一书结尾写的那

样：“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需要结束旧世界，开始新世界，这就是精神的呼吸。”¨

躬《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382页

44别尔嘉耶夫《创造的意义》第520页
45转引自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62页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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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是宗教存在主义哲学，或者是人格主义哲学和自由

精神的哲学。就像他说的那样，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学科，哲学研究的是精神世界

的人，就是从人出发并通过人揭示存在的秘密。哲学应是自由的，应该倾听来自

内部的声音。他一生都关注人的问题，他总是把人和神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

真正的人就是上帝，就是具有神性的人，所以，人的使命就是使自己成为具有神

性的人。

结束语一别尔嘉耶夫哲学给我们现实生活的启示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独特而又深刻。虽

然他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但每次读他的哲学著作，我都被他那深邃的思想所震

撼和折服，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对现实的思考。首先，我常思索，为什么在当

今的中国，就很难出现像卢梭、别尔嘉耶夫等人那样敢于批判社会，敢于与黑暗

的现实作斗争，不与没落的人群和团体同流合污，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和信仰

的学者和文人呢?又真正有多少人敢于坚守自己的信念，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

呢?很多人感慨，如今的中国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越来越没有信仰了，对

此，我有很深的感触。如今假文人，冒牌学者、伪科学家遍地皆是。为什么会出

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呢?首先，我认中国人深受传统、国家、观念等等的奴役。另

一方面，许多人缺少内在的信仰，失去了“个性”，完全成了由外物来决定的被

“异化"了的人。

我们都知道，中国强调对国的“忠"，这种盲目的忠往往会导致真理的遗失、

个性的泯灭。长期以来，在咱们中国，标新立异常被视为“叛逆”或“异端”，

对个性的追求就被视为“个人主义”。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很重，政治中的强权行

为及其严重的国家。政权对人们生活的干预无孔不入，尤其在思想领域内，政权

对思想的压制更是屡见不鲜。在这种体制的压迫下，长此以往，人也就变得平庸、

麻木，俨然成了没有个性，没有批判力的“众人。”事实上，真理永远掌握在少

．_人手中，真理只有在自由的土壤和新鲜的空气里才能开出绚烂的花朵。政权对
文化的干预就是对文化和思想的亵渎，甚至是扼杀。政权需要文化的批判，没有

文化批判的政权，迟早会变得恐怖；而文化绝不能对政权苟同，文化一旦沦为政



权的附庸，则必然会导致文化的颓废和荒芜。所以，文化、思想需要独立，文人

需要独立，只有思想者能独立的、批判的进行创作时，真理之光才能显现。而可

悲的是，中国自古就缺乏这种自由的土壤，政权对思想的践踏让人瞠目结舌，政

客对文人肆意压制让人们毛骨悚然。翻开中国历史的扉页，也曾有多少仁人志士

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敢于发出自己的呼声，但大多数勇敢者却最终都没有落

得好的下场，他们往往不是被国家、团体和组织谋害，便是因得不到同时代人的

理解而消沉或没落。久而久之，中国的文人或思想者便成了四种人。其一，就是

成为对社会失去了批判力，而只会苟同于社会的御用文人，文化在他们那里俨然

成了政治的附庸。其二，就是只敢对社会发些无关痛痒的愤愤之词的小文人，而

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傀儡，因为一旦得到社会的“恩惠”，便会迅速变成如

第一种那样的社会附庸，这一种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比比皆是。第三种就

是那些不敢苟同于社会，却又对之无可奈何，最终只能对社会“敬而远之"，不

问世事的文化边缘人。最后一种便是“有可为当为之"，即使“不可为，也奋力

为之”的真正的有“个性”的文人，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健全的灵魂、和

独特的个性，对社会始终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也正是这种人才是社会的希望。但

是，放眼当今社会，为了谋取私利，进而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寐着良心为社会叫

好者的文人政客不乏其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社会化"，即“异化”，对社

会苟同，渐渐失去对社会判断力，成了没有斗志，没有希望的“众人”。真正有

个性、有良知、有批判力的学者文人日益匮乏。多数的文人、学者都只把所谓的

做学问、求真理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有利可图，便趋之若鹜，而一旦无利

可赚便弃而逃之。真可谓“身在朝营心在汉”，“醉翁之意不在酒呀!"这恰似弗

罗姆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说的那样，市场成了评价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

这样人们完全成了市场的奴隶，学者的人格、良心、责任都被市场给吞噬了。所

以，学术变了味，真理走了调，文化界的骗子随处可见，他们以文化为幌子到处

坑害他人，进而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一小撮人只把弄文舞墨当作聊以自慰、自

我消遣的方式。正因为这样，在咱中国就很难再有鲁迅那样的文学家，别尔嘉耶

夫那样的哲学家了。

其次，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咱们中国，

“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无家就无我”，我们往往把国家和社会的价值



看得比个人的价值更重要，因为我们认为人的个性是由社会、社会关系来塑造的，

有组织的社会是最高道德性的根源。这样，外部的社会作用就要求人对社会日常

性的适应，对国家、民族的需要以及业已形成的社会习俗的适应。所以，在中国

～集体主义向来是人们推崇的，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则肯定是遭人唾弃的。为了

集体和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个人放弃个人利益而成全国家

利益则是高尚的。当然，人是社会的动物，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国家和历史，人的

一切活动都有历史的痕迹。但是，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具有神性的来源，社

会作用不能作为人活动的本源。历史是人活动的展开，历史就是人的创造史和奋

斗史，没有入的活动，也就没有国家和历史。在人身上最具精神性的东西根本不

是来自社会的影响，不是来自社会环境，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所以，

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我们应反对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的错误观念，而相反，

社会环境是人的产物。个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国家和社

会的价值是第二位的，国家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人。国家和社会只是手段，而个

人才是目的。反过来，当把国家和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个人看作国家和社会

的手段的话，那么，这就是社会对人的首要地位，社会对人的统治，最终导致对

精神自由的否定，对人的奴役。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社会之所以会奴役人，

就在于把个体人格贬为社会的有机器官，把社会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个

人沦为社会的一部分，而扼杀了人的自由。翻开中国的历史，国家和社会对人的

命运的主宰可谓有目共睹的，人在历史长河里渐渐失去了个人的东西，人变得“律

一”，变得没有棱角，没有个性。所以，今天中国今天开始讲人权，重自由，这

无疑是一种进步。

第三，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高贵在于人具有神性。人

的使命就在于实现人的神性。天国就在人的心中，就在于人的精神深处。所以，

精神才是人的神性的表现。而精神的实现就是要不断克服物质对人的奴役。可是，

人往往忽视人的精神，只看重外物，这时，人企图用精神之外的某物来印证人自

身的存在，人就被异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尔嘉耶夫始终强调外物对人的

奴役，要求人摆脱外物的奴役，回到入的内在的精神之中。当今的中国，我们以

市场经济为主，努力发展经济，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而构建

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人往往会变



得盲目，无法抵制外物的诱惑而沉沦于物质中无法自拔。许多人物质生活富裕了，

可精神生活却贫穷了。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大力发展物质经

济的同时，一定更要注重人的精神建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抓物质文明的同时，

更要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否则，更为丰富的物质只能让人更加堕落，受奴役的程

度更深。另一方面，别尔嘉耶夫信仰基督和上帝，相信人具有神性，通过创造，

通过基督式的爱可以进入天国。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强调无私的爱，强调同情，

具有“普渡众生"的人文情怀。这些无疑就是基督的精神。在中国，要想真正建

立和谐社会，我们必须从中吸收积极的因素。如今我们强调法治，用法制来健全

整个社会。但是，我认为，法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的确法能制止某些恐惧，

但它不能根除恐惧。法就意味着“恐惧”和“惩罚”，用恐惧和惩罚去威慑人，

但是入决不会仅仅因为恐惧而不再去做同样的蠢事。法律能够制止人的某些外在

的犯罪行为，但它不能彻底消除人的内在犯罪动机，因为人的犯罪的意愿来自于

隐秘的心灵深处。不仅法律，就是社会舆论的道德法庭也无法达到人的犯罪的心

灵深处。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用枪或刀结束肉体生命时才算杀

人，人并非总能意识到，否定他人存在的隐秘念头，便已经是谋杀，每一仇恨就

已经是谋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杀手和罪犯，尽管法律和社会舆论对

我们无可指责，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我们从自己灵魂的隐秘处，从

潜意识中，我们释放出多少杀人的激情，我们的意愿曾多少次想要贬低或剥夺他

人的生命。而犯罪就始于这些念头和愿望。所以，我们应该在人的意识和灵魂深

处进行一场革命，改变人的意识结构，彻底消除那些邪恶的念头。应该突破外在

的禁律和条款，而将所有美好的行动内化于精神之中。那么，我们怎样去做呢?

就是无条件的去爱，像耶稣一样去同情受难者，主动为他人背负十字架，为他人

的恶赎罪。

同时，“和谐社会”让我联想到俄罗斯哲学家霍米亚科夫提出的“聚议性”

的概念，他所说的聚议性，就是指由对真理、上帝和他人的爱而联合在一起的人

们的自由的集合，是为了共同的信仰而聚合。别尔嘉耶夫也赞同这一思想，我们

应批判客体化的社会，而应建立具有“聚议性”精神的人格主义共同体，是自由

人的结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里，人与人和睦相处，进行心灵的沟通，个人

与整个社会之间不再是一个对抗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仅有“我"与“你”



的交会，即个体与个体人格的交会，而且还有“我”与“我们”的交会，即“我”

与社会的交会。在和谐社会里，我也希望人与人之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正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要像佛教所说那样“泛爱众生。”就

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不仅人具有神性，万物都具有神行，只有万物都得救后，我

们才能进入天堂。我与众人之间宛如兄弟，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集聚在一起。

我们应该承担自己的重任，不但为了自己的命运和自己近人的命运，而且也为自

己的民族、甚至人类和世界的命运承担责任。爱是生命最高的律。如果我们能乏

爱众生，爱众人如手足，能同情弱者，能主动为他人承受苦难的话，这样我们就

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一人间的天堂。
最后，怎样实现人的个性。别尔嘉耶夫把个性看得高于一切，人的使命就是

要去实现个性。个性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人的不断

创造和抗争。首先，个性就是自由。个性就是为自由而战。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任何为所欲为的行为都将导致暴政，导致人对人的践踏，人对人的奴役，最终失

去自由。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自由就意味着去爱，去为他人背负十字架。

所以，我们应学会同情弱者，泛爱众生。

个性就意味着抗争，必须与奴役人的客体化世界进行抗争，即对异己性、必

然性、无个性和仇视的世界的克服。因为客体化世界的形成是人所有不幸的根源。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印证我们存在的东西似乎就是外物，

许多人沉溺于物质的诱惑中而失去自我。除了受物质、金钱的奴役之外，人们还

受权势、性、虚假的观念等东西的诱惑。人活得越来越不真实，就是因为人失去

了人的神圣的精神，印证人自身存在的东西不是内在的精神，而是外物。按照别

尔嘉耶夫的说法就是人失去了神性，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但是，实现人的本质，

摆脱外物的奴役本身却是痛苦的过程。许多人堕落于物质的世界里而不自觉其痛

苦，甘愿受其奴役。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获得自由的过程往往是一个痛苦

的挣扎过程，自由就意味着重负，意味着抗争，放弃自由反而使人过得轻松。今

天，可以说许多中国人获得没有信仰，时时刻刻都为物质生活而奔波，每天都在

茫然中度过，最终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许多人都在感慨物质生活的富裕没有给人

带来臆想的幸福，反而使人的生活日益空虚、贫乏。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失去了



神性，失去了人的精神依托，人没有了生活的维度。别尔嘉耶夫认为，当高傲的

人宣布上帝已死，入自身就是上帝时，人就危险了。因为人的存在必须以某种高

于人的存在的东西为前提，那就是精神。如果没有超验的存在，人就只能生活在

经验的层面之中，入就必然会受到物质世界的奴役。如果没有超验的存在，人就

会陷入自我的中心，将自身当作上帝，受自身幻想的奴役，或陷入受外在物质的

奴役之中。所以，上帝是需要的，精神是需要的。即使上帝不存在我们自己也要

造一个。而人一旦失去了自身的神性，而堕落于外在的物质生活中时，他必将走

向堕落，走向毁灭。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对

现实社会和生活持批判的态度。同时，人应该有信仰的活着，因为人不仅是物质

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人还是精神的存在物，是超验的存在物，倘若人不是超

验的存在，人的生活便失去了意义。正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信仰是生命的力

量。”为了活得有意义，我们不得不思索“什么是人?"，“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诸如此类的问题。总之，我们应清醒地活，仁爱地活，有信仰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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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三年的学习生活弹指一挥间就已结束。在思师的精心

教导下，在朋友的友好帮助下，三年的学习即将圆满结束。

回首三年美好时光，真是感慨万千!刚进校时，对哲学可谓懵懂无知，可因

有了对知识的渴望，对哲学的痴迷，对真理的执著，并在各位恩师的精心栽培下，

如今总算能够对哲学“渐入佳境”。在学习中，感谢陶喻苏、徐圻、王良范、张

连顺、许为勤、庄勇等老师对我无私的栽培。正是他们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

学态度，豁达的胸襟和对真理的执著催我不断上进，勇往直前。在此，我真诚地

说声：“谢谢你们!”

在论文创作的早期，许为勤老师曾多次给我建议和帮助，不仅教给我知识，

更教我怎样求知，如何做人，使我受益匪浅!还有我的导师王良范教授，永远忘

不了你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善意的眼神，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你对学生那春风

细雨般无私的爱!你在百忙之中不忘帮我对论文进行选题，进行修改。在学习和

生活中，时刻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再一次谢谢你们。

在此，我也感谢我三年同窗的同班同学，正因为有了你们，我的学习多了乐

趣，求知多了动力，生活多了阳光，谢谢你们!

相聚虽短，情谊却长!生活因你而精彩，人生有你更绚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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