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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
“

自我创造
”

观及其在教育理论上的影响

谢作栩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

社会活动家
,

战后存

在 主义 的重要代表让
·

保尔
·

萨特 ( J e an

P a ul S a tr e )
,

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对西方哲学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而且对战后西方教育理

论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

认识
、

评价萨特
“

自我

创造
”

的人生哲学
,

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当前教

育中人与社会的关系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文

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析萨特
“

自

我创造
”
观兼论其思想在教育上的影响

。

一
、 “

自我创造
”
观的产生 背景

在内的许多持 自由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在精神上陷入了孤独无望又不甘愿沉沦

的矛盾之中
。

为了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
,

他

们企图从内心世界中寻求超脱与自由
,

进而

找到新的行动准则
。

于是
,

萨特在其《自我的

超越 》和《存在与虚无 》 ( 1 9 4 3) 两部著作的基

础上
,

继而在 《存在主 义是一种 人道 主义 》

( 19 4 6) 论著中
,

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
:

“

人
,

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
,

这是存在主

义的第一原理
。 ’ ,荡

萨特
“

自我创造
”

观产生的直接社会历史

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帝国

主义列强之间发生了残酷的战争
,

推毁了资

产阶级所鼓吹的
“

自由
、

平等
、

博爱
”

的精神支

柱
。

原先鼓吹历史进步主义的理性哲学
,

如笛

卡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在西方渐失吸 引

力
,

而宣扬个人生存的非理性主义的存在哲

学 则应运而生
。

值此之际
,

28 岁的萨特于

1 9 3 3 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 尔

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

专注于应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意

识
、

情感
、

自我等问题
。

在其早期著作
,

《 自我

的超越 》 ( 1 9 3 7) 一书中
,

他主张
, “

把人理解为

一种既能超越 自身又能超越对象的力量
。 ’

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
,

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

上了法兰西
,

打破了萨特书斋的宁静
,

促使他

的哲学研究从远离政治走向现实世界去实践

其思想
。

二战使法国牺牲 57 万人
,

大片土地

成为废墟
。

而且
,

二战刚开始不久
,

法国政府

便向希特勒俯首称臣
,

许多法国资产阶级
一

头

面人物充当了
“

法奸
” ,

使法国资产阶级的传

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土崩瓦解
。

面对这生

灵涂炭
,

传统支柱崩溃的残酷现实
,

包括萨特

二
、 “

自我创造
”
观的主要论点

萨特的
“

自我创造
”
观是其一整套人生哲

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他在解释

社会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
,

从规定人的本质

出发
,

进而根据其人生价值观阐述了人的自

我超越性
、 “

自我创造
”

的自由
、

自由与责任等
“

自我创造
”

理论的主要观点
。

在他那长达半

个世纪的哲学研究生涯 中
,

萨特也对其
“

自我

创造
”
理论观点进行了修正与充实

。

(一 )人的自我超越性—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主义是一种把人的存在作为其整个

体系的基础的哲学
。

那么
,

人是为何存在 ? 人

的存在又是怎样规定人的本质? 在回答意识

与外部世界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
,

萨特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
,

认为研究人的本质

必须从现象入手
,

因为人的本质就是 由现象

揭示出来的
,

他从而断定了
“

现象的存在
” ,

即
“

自在的存在
” 。

而现象之所以为现象
,

这又赖

于人对现象的知觉或意识
,

萨特称之为
“

超现

象的存在
” ,

即
“

自为的存在
” 。

他进而从
“

自为

的存在
”

具有把 自己作为异己之物来自我认

识的不断超越自身的特征引出了
“

存在先于

本质
”

这一著名命题
。
③萨特在这一命题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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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
“

存在
”

是指人对现象的知觉或意识
,

即
“

自为的存在
” , “

本质
”

是指
“

我过去所是的
” 。

他认为
,

自为存在不断地一点一点地超越 自

身
,

把过去抛在后面
,

所以
,

我的存在永远是

先于我的本质的
。

显然
,

在看待意识与外部世

界关系这个问题上
,

萨特是持主观唯心主义
。

他虽然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外部世

界
,

但又主张外部世界只有依赖于人的世界

(即意识 )才有意义
。

(二 )
“

自我创造
”

的自由

那么
, “
人的存在

”
又是如何创造

“
人的本

质
”

呢 ?萨特继而从个人的主观性推断出人的

意识
、

意志是绝对 自由的观点
。

他论述道
“

的

确
,

我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主观性
,

… …作为

出发点来说
,

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

故我在了
,

因为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

理
。

… … 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
。 ’ ,

④ “

如果存在

确是先于本质
,

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 已知

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 自己的行动
,

换言之
,

决定论是没有的— 人是 自由的
,

人就是 自

由
。 ’ ,

⑧ 在这里
,

萨特把笛卡 尔的
“

我 思故我

在
”

作为其理论依据
,

但他抛弃了笛卡尔的理

性主义
,

主张非理性的心理体验
。

他批判了关

于人的发展的先天遗传素质决定论和后夭环

境决定论的
“
悲观主义

” ,

认为世界上没有天

生的懦弱气质
,

也没有造就懦夫的后夭必然

环境
。

因此
,

他对 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的发展

人所发挥的作用持
“

乐观主义
”

的态度
。

他认

为
, “

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

是英雄把 自己

变成英雄
。

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

即

懦夫可以振作起来
,

不再成为懦夫
,

而英雄也

可以不再成为英雄
。 ” ⑥
他这种人可 自由地将

自己塑造为懦夫和英雄的
“

自我创造
”
观

,

是

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意志能动性
。

他在二战

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提出这呼唤人们积极进

取的行动哲学
,

对当时处于精神崩溃
、

仿徨
、

孤立
、

无望的法国青年来说
,

无疑是提供了一

种自我振作的精神武器
,

具有积极的意义
。

萨

特本人当时也积极地 投身反法西斯斗争
,

以

实践他的这一人生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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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人的意志
、

愿望是对

社会关系的反映
,

受社会关系的制约
,

所以
,

人的意志 自由是相对的
。

另外
,

个人对人生的

理解
、

理想与追求等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发生

重大作用
,

但也 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

定范围的作用
。

所以说
,

萨特
“

自我创造
”

的 自

由观是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绝对化了
,

变成

可以脱离社会关系的主观随意性
,

从而陷入

了主观意志决定论
。

(三 ) 自由与资任

19 4 3年
,

萨特在 《存在与虚无 》一书 中
,

主张通过
“

自我创造
”

来拯救自己
,

力图摆脱

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制约
。

他说
: “

我命定是自

由的
,

这意味着
,

除了自由本身以外
,

人们不

可能在我的 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
,

或者可以

说
,

我们没有停止我们 自由的 自由
。 ’ ,
幼显然

,

当年他所强调的
“

自我创造
”

是无条件的
、

绝

对 自由的
。

后来
,

萨特在二战中坐过法西斯的牢房
,

看到变节者造成的损害
,

产生了关于保证个

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别人也都自由的思

想
。

战争结束时
,

萨特看到整天拼命吃喝的垮

掉的一代青年
,

开始注意到
“

自我创造
”

的 自

由与非道德主义的关系
。

于是
,

他在 19 9 6 年

著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一书中阐述

了 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

他说
: “

存在主 义的第

一个后果是使 人人明白自己的本身面 目
,

并

把 自己存 在的责 任完全 由 自己担 负起 来
。

· · ,

… 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
,

也为所有的人

作出选择
。 , ,

⑨

19 5 2 年
,

当他看到法国政府以莫须有罪

名逮捕法共党员时
,

他又进一步修正了
“

自我

创造
”

的 自由度
,

他说
: “

在某些场合
,

个人可

以选择的余地几乎等于零
” 。

@ 他从而断言真

正的 自由选择是没有的
。

萨特
“
自我创造

”
观从无条件的绝对自由

到把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联系起来
,

进而

考虑了社会的制约因素
。

这说明
,

其
“

自我创

造
”

思想在升华
,

逐步向现实靠拢
。

但他又从
“
人不为一切行负责

”

的极端走向
“
人要为一



切行为负责
”

的另一个极端
。

这是其理论的局

限
。

三
、

在教育理论上的影响

萨特存在主义人生哲学号召人们勇于面

对恐怖与荒谬的现实
,

维护 自己的人的尊严

并保持自己的特征
。

因此
,

虽然他的存在主义

哲学从一开始便遭到正统的
、

坚持传统观念

的理论家们和资产阶级右派代表的抨击
,

但

他那勇于 自我设计
、

自我奋斗和 自我实现的

非传统思想却为西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
,

尤其是中小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十分理想的人

生出路
。

因此
,

萨特的人生哲学极为他们所拥

护
,

迅速在西欧乃至整个西方蔓延开来
。

其
“

自我创造
”

观也得到了西方教育理论界众多

学者的支持
。

不少学者致力于在存在主义和

教育学之间
“

搭桥
”

的尝试
,

特别是将萨特的
“

自我创造
”

观直接引入教育论坛
,

形成了
“

存

在主义 自我生成论的教育观
” L ,

并以
“

自我

生成
” 、 “

自我创造
”

作为
“

教育的出发点
,

着眼

点和 归结点 ( 目的 )
” ,

。 从而在西方教育论坛

树起了对战后西方教育具有深刻影响的教育

哲学流派—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
。

这个教育

流派极力主张教育要保证学生的真正 自由
、

个性发展
,

反对对学生强求一律
,

搞划一教

育
。

例如
,

在教育目的论上
,

他们认为
“

教育是

发展关于 自我选择以及对选择的意义和责任

的认识
” 。

。 在知识观上
,

他们提出
“

最重要的

知识是关 于人 的情况 和每人必 须做的选

择
。 ’ ,L在教育模式上

,

深受海德格尔和萨特

影响的波兰教育家波尔诺夫在其著作 《存在

哲学与教育学 》 ( 19 5 9) 一书中
,

从存在主义观

点出发
,

论述了
“

教育过程是作为对非本来的

自我的否定和对本来的自我的肯定过程
” 。

并

提倡
“

允许学生自由选择的
`

呼吁
夕
( A PP

e
肋

教育方式
” 。

在道德教育上
,

美国教育家泰勒

论述了 自由与责任的教育
,

他认为
, “
一切价

值的第一原则与道德的基础正是人的选择这

一事实
,

所以任何道德体系的目的应该是扩

大所有人的选择的自由
。

… … 自由意味着责

任
,

责任意味着自由
。

… … 教师只能把自己所

信奉的价值及真理讲给学生听
,

让学生 由自

己来决定是否接受
,

决不应强加于人
” 。妞今存

在主义哲学在中国教育界
,

尤其是高校也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

自我设计
、

自我奋斗曾成为

大学生时尚的思潮
。

由于萨特的
“

自我创造
”

的人生哲学适合

西方危机时代的人们追求新的观念和寻找克

服危机的新途径的需要
,

所在以教育界产生

了上述的巨大影响
。

其影响的积极意义有
:

揭

露了传统教育对人的划一化
、

工具化
、

大众化

—
一

即人格异化的作用
;
推动教育个性化

、

人

化的发展
。

消极意义有
:

忽视社会— 集体的

实现
,

以及社会— 集体对个人实现 中的重

大作用
;
由于伦理之本体化倾向

,

因而只谈自

由与责任的教育
,

忽视其他各种道德规范的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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