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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ˉ
                马各

存在主义到坻是什么性质的世界观?这

是一个很链待进 一步探讨的问题 。 笔 者 认

为,存在主义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世界观 ,而且集 屮地表现在强调突出个人、鼓

吹绝对 白由、宣扬悲观主义等三个方 :ˉ ￠汰

清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性质,对于肃 :,1· |在

主义的影响,发扬集体主义和仝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存在主义区别于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

的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十分强出调突个

^、

。

存在主义强调突出个人,是从它的本体论出

发的。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存在

”
闸题,雨

“
存在

”
叉是

“
人 的 存

在
”
,主要是

“
臼我的存在

”
或

“
个丿、的存

在
”

。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锵 尔 曾 经 说

过, 
⒍
存在就是 白我

” , “
自我 就 是 存

在
”

'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东西。在天地万物当

中, f入 的存在
”

是唯一真实的本体,是决

定其他
一

叨芋物的东西;其他-切 事物部不

能离开人及人的主观意识 而独立存在。为什

么
“
人的存在

”
是唯一其实的本体呢?裰括

存在主义者讲的
“
理由

”
,主要 有 以 下̂

=

点 :

第 一,人 的存在是萁正的存在。存在主

义者认为,我们真正接触的唯一的本体的形

式是人的存在。虽然本体还有其他的形式 ,

如有所见事物的存在或外界,有I具和器械

的存在,有各种数理形式的存在,等等。但

是,外界的一”车钞是否豇IE存 在是可以怀

了g

天  银

疑的,而人即
“
自我

”
的存在则是元可怀疑

的。因为
“
自我

”
是 自明的,是

“
恬 然 澄

明
”,正如笛卡儿所说, 

“
我思故我在

”
。

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事实是
“
我思

”
;由 于我

有意识,我在思想,才证实我必然存在。所

以只有
“
白我

”
、人的存,在才是 真 正 的 存

在,才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第二,人的存在是一切现实的基础。存

在主义者认为, “
存 在

”
优 先 于

“
存 在

者
”

。因为任何
“
存在者

”
只有 当 他

“
存

在
”

时,方能成为存在者,否则就不是存在

者了。所以
“
存在

”
是一切

“
存在者

”
的根

本原囚。 “
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总是 自我的存

在
”
,都是 白我

“
在世

”
的结果;他们仅仅

是人的存在的一种
“
生存状态

”
或

“
存在方

式
”
,足人用来表现 自己的一种

“
道具

”
。

这就是说,存在即白我或 自我意 识 是 第 一

卩的,一 切存在者即外界的万物都是第工性

时,都是曲自我派生出来的,都是依赖于 自

我而存在的。正如雅斯贝尔斯讲的, “
一切

现实的东西,其对我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

我是我 向身。
” .

第三,人 的存在是解释万物的尺度。存

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
“
自我存在

”
本身的

一个性质,必须以白我存在的结构来解释世

界。这一方面是,人的存在是万物的根据。

只有从人的存在出发,才能理解其他一切事

物的存在;另 一方面是,天地万物都不是 白

明的 ,部不象
“
存在

”
那样

“
恬然澄明

”
,它

{′
l以 有体赖八妁存在才能得到砹刂l‘ 同时玎



人的存在又是对-切不是
“
存在

”
的

冫
荐在

者
”

的领会,能够解释一切、说明一切。所

以, “
凡是以没有

‘
亲在

’
 (即 ‘

自我
’

ˉ∷引者注 )的
‘
在

’
的性质的 ‘

在 者
’

(即客观外界事物==引者注 )为课题的各

种本体论都是赖
‘
亲在

‘
本身的 ‘

在 者 状

态
’

的结构作根基并作说明
”

。②

上述三点,都说明一个中心思想:人的

存在是一切存在的核心和出发点,自 我或个

入是决定一切的。由此出发,存在主义就必

然强调突出个人,鼓吹个人奋斗,并断定这

是人存在的特点。他们说,人存在的突出特

点就在于他的个别性和活动性。

人存在的
“
个别性

”
是说每 个 人 都 是

“
一个人

”
,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每个人在

宇宙的长河中只出现一次,没有两个同样的

人。存在主义从这种观点出发,特别强调突

出个人,发展个性,要求每个人都要努力自

觉到并做到
“
与众不同

”,时时处处表现自

已的独一无二性,表现自已的特殊性;要求

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到,无论出现在哪里,均
使人大吃一惊。存在主义者把个人和无个性

的群众对立起来,把个人意见与公众意见对

立起来,号召人
“
远离俗众

”
,返回个人 ;

强调每个入要过自己的生活,表达 自已的思

想,发挥 自己的个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

现人的个别性,才是真正的人。他们指责一

些人没有自我意识,只知
“
与众相同

”
,不

知
“
与众相异

”
,把人沉没在

“
群 众

”
之

中,沉没在 f集体
”

之中,失去了个性,失
去了自己。存在主义强调突出个人,把个人

的特殊性放在第一位,否定人的一般性,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的非人道

性质的反抗精神。但是,它片面强调个人特

殊,肆意鼓吹个性发展,归根到底,是一种

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 一种 唯 我

论。

人存在的
“
活动性

”
是说人是独立进行

奋斗和活动着的人。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

在是孤独的,无依无靠的,独 自在 创 造 自

己。因此,人要自己创造自己的一生,不要

有任何的依赖性;人有什么样的 生 活 和 人

生,完全归于自己的奋斗。美国的存在主义

者怀尔德说: “
生存并非仅仅是进行思维 ,

而且还寻求交往;不仅独往独来,而且闲不

下来。生存不是一个行动鬼崇、冷漠疏远的

敬慕者,而是一个在光天化 日之下公开的追

随者
”
。存在主义者力图从理论上破除人们

的消极的依赖性、被动性,要人树立 自己创

造自已历史的明确的主动意识,培养积极的

实践精神和创造精神。但是,他 们 又 认 为
“
生存来源于内部,来源于个人 的 欲 望 与

抉择
”
,胡说什么因个人的欲望与抉择而出现

的、不可避免的恐惧感,是激励个人进行自

我奋斗、自我完成的内在动力。存在主义把

人的主动性建立在自我意识、个人欲望与选

择的基础上,建立在以变动不居的可能性为

依据的个人的
“
存在的计划

”
上,把人生说

成是完全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稳定性的活

动。这完全是宣扬偶然的、盲 目乱碰的个人

奋斗。它只能扼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决
不是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源泉和动力。

存在主义区别于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

的又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大讲特讲个人的绝

对自由。存在主义大讲绝对自由,也是从它

的本体论出发的: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

根本问题是人的存在问题,而人存在的本质

又是自由。因此,他们就大肆强调个人的绝

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创造。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 “
自由

”
问题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且以萨特尔的自由观为最

典型 ,最具有代表性 ,也最具有迷惑性。萨特

尔说,自 由就是选择或否定选择的自主权。
“
我选择的想像和选择废弃了,白 由也就消 I

失了
″
。个人自由的作用,就是在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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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进行选择,创造白己的本质,决定未来

的命运。萨特尔所讲的自由是自我决定工切

的圭观意向;是个人的精神的绝对独立性占
·
在萨特尔的自由观里, “

主观性和自由是同

一个东西
”

。从萨特尔关于白由的 定 义 看

出,存在主义的白曲是个人精神、意志的白

由:决不是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

界的改造。

萨特尔的自由观是建立在
“
存在先于本

质
”

这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基础

上的。他讲,存在先于本质, “
这是存在主

义的第一原理
”

。其意是说
“
首先是人存在、

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
”

也就是说

人是先有存在,后有本质, “
这是因为人之

初,是空无所有;只在后来入要变成某种东

西,于是人就照自己的 意 志 而 造 成 他 自

身。
”

△在萨特尔看来,人能够 自由地选择

自己,造成自己的本质,这既是人绝对 自由

的根本所在,也是人与物相区别 的 根 本 标

志。任何物,总是先有本质,然 后 才 有 存

在,亦即是说,物的根本特征是
“
本质先于

存在
”

。萨特尔还以裁纸刀为例来说明这一

命题。他讲,裁纸刀在技术家未把它制造出

来以前,就早已以概念的形式即本质存在于

技术家的头脑中了。困为技术家必须先有裁

纸刀的概念即本质:懂得它的用途,知道它

的方法:然后才能把它生产出来。所以就裁

纸刀而言,可以说是
“
本质 (即指裁纸刀得

以生产和规定的生产程序和本性二者的总合

体 )先于存在。
”

∷唯独人不同,他 “
是存

在先于本质
”
,即他不是由上帝或别人来决

定自己的本质,而是用自已的自由意志和自

由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自 己决定成为什

么样的人。

萨特尔关于
“
存在先于本质

”
的命题是

极端错误的。首先,他把人的本质说成是由

人的主观性白行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唯意

志论观点。马克思曾经指出过: 
“
人的本质

80

并不是单个丿、昕崮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
”0人的本

质不是由他自已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七系决

定的。人对于自己生活其中的不依人乩 志

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是无法选择的。萨特尔把

人从社会世界中孤立出来,看成是孤立的生

物体,看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个人;把人

的本质看成是完全由个人主观性 决 定 的 东

西,从雨在根本上否认了入的社 会 性 的 本

质,否认了人的阶级本质。其次,他把人的

存在和入的本质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割裂开

来,认为
“
人之初,空无所有

”
, 只 有 存

在,投有本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在

现实社会中,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是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的。人既存在,就有本质。决没

有无本质而存在着的人,也决投有无存在而

有本质的人。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是有机的、

辩证的统一。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反映 ;

人的本质叉是人的存在的根据。人的存在和

人的本质都是实在的,都是可以分析和认识

的。存在和本质在客观上没有什 么 先 后 之

分。在认识上,通过存在的现象认识本质 ,

是先现象后本质;但这是指人的认识过程而

言的,并非说客观事物本身有所谓先存在而

后本质。在现实中,存在是直接的,本质具

有间接性,可这是二者在特性上的差别,也
不存在所谓先后的问题。由此可见,不能把

存在和本质形而上学地分离开来 , 对 立 起

来。萨特尔就是把存在与本质在特性的差别

和它们在认识上反映的过程性,同它们的实

际存在混淆起来,把存在与本质按先后对立

起来,这在理论上显然是荒谬的。

由于
“
存在先于本质

”
的命 题 是 荒 谬

的,因而建立在这一命题基础上的存在主义

的自由观也是荒谬的。存在主义自由观的荒

谬性,主要表现在自由的命定性、绝对性和

排他性三个方面。

存在主义的白由是命定的向曲。存在主



义者认为
“
入是 自由的,人就是 自由

”
。 自

由是人存在的本质。 自由对于人来说,是注

定的。萨特尔说: 
“
事实上,我们就是进行

选择的 臼由,并非选择 自由状态。我们被判

处了白由这样一种徒刑
”

⑥。既然 自由是判

决给人的一种徒羽,而J是一种元期徒刑 ,

那末, 自由戏是元法解刀f的 。
“
人不可能有时

被束缚有时叉 自由,他是完全和永远 自由的
”

()。 丿、只要还活着 ,就不能否认 自由,逃避选

择,否则便足
“
不诚

”
,邸是 自欺氵萨特尔

抨击那些借
“
阝肃的精神

’
或决定论而不敢

承担 自由的人是
“J濡

夫
”

。鼓吹每一 个人都

应随时随地 自己规定 自己, 自己做出选择。

如果让别人即配偶、敌对者和衣L会来规定我

做什么,就是对 自己犭E下不信任的罪过。

存在主义的 自由是绝对的 自由。萨特尔

说: 
“
由于 f存在先于本质

’,没有一个定

型的现成的丿、性去说明人的行动;因而不存

在决定论:人是绝对 自 由 的 , 人 就 是 自

由。
”

⑧他还反复强调人是不受任何规律的

限制,不受任何外物的制约,是在任何情况

下都 自由的。存在主义者从
“
入是绝对 自由

的
”

这一璀心主义观点出发,琬做 :∶ 丨了如下

两个方面的肯定:首先,肯定入的生活就是

人 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存在。萨特尔说: 
“
无

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它都是一种选择,它
依靠我们的选择使 自己成为

‘
伟大的

’, ‘

高贵的
’
或

‘
卑贱的

’
/屈从的

’
。女口果我们

选择屈从 (或谦卑 )作为我们存在的要素 ,

我们就使 自己实现为屈从的,辛 苦 的 , 劣

等的,等等。
”

⑨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一
个 人 到 底 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英雄或懦

夫,成为高尚的人或卑贱的人,全然依靠 自

已的选择;而且随着选择的不断更新,上述

形象也会改变。一个有口皆碑的英雄可以不

再是英雄,一个遭人唾弃的懦夫可以不再是

懦夫。其次,肯定人 自由地选择 白已的存在

就是人任忘地创选物质 t± 界。存 在 主 义 捋

说,人要生存下去,必须选择世界,以满足

个人的欲望。但人只是在世界对他意味着什

么而去选择它,而不是在它本身是什么而去

选择它 ,即个人想怎么生活 ,选择什么自以为

好的东西来为生存服务,他的眼里就出现什

么样的世界。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世界不是

按其固有的规律运动着的,而是以每个人从

事的特殊的 目的而变化着的。不是人依赖于

世界,而是世界依赖于人;世界不是独立存

在着的物质世界,而是由人的主观选择构成

的内心境界。存在主义者声称: 
“
我选择 自

己就是创造世界
”
,人的世界

“
首先是作为

愿望世界而被谋划出来的
”
,即世界就是人

的主观愿望的表现,世界和历史都成了人的

任意创造物。这种离开客观必然性而无限夸

太个人 自由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唯意

志论。

存在主义的 自由是排他性的 自由。存在

主义主张的个人的绝对 自由,在我和他人、

集体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一种排斥他人、排

斥集体的 自由。萨特尔说, “
从我存在的时

候起,我就在事实上对
‘
别人

’
的自由设定

了界限 ,我就是这个界限。
”

因此 ,我无论怎

样尊重别人,都是一句空话;我不论对他人

怎样行动,都限制了他的 自由。比如,我主

张逆来顺受,忍耐服从,就会剥夺他人勇敢

反抗,坚韧不拔的 自由;我热情地帮助一个

人,也会有碍于别人的 自主;我对划人实行

宽容,亦是使别人被强行投入一个宽容的世

界中;我靠和蔼地说服、诱导来教育一个孩

子,也并不比打骂少 一些对他的强制性,等
等。所以,我的存在就是对另刂人的 自由的限

制。同样,别人的存在也是对我 的 白 由 的

限制,因 为
“
别人不让我有做 自己事情的时

间
”, “

当我试图摆脱他入的控制的时候 ,

他人也试图摆脱我的控制;当 我试图奴役他

人的时候,他人也试图奴役我。
”

⑩囚此 ,

个人的 白由与他人的 r丨 曲、集体的 白由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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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这种冲突又是不可摆脱、无法改进

的。所以自由必然具有排他性,必然反对饨

人,反对集体,反对一切社会组织。 由此 ,

萨特尔得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结论: “
人总

是残暴的
”, 

“
他人就走地狱

”
。这一荒唐

结论表明,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在 自由观

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萨尔特等人

灼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革

^、

it系 的真实反映。在那堇 ,由 于剥趔社度 '∮
i≡

崇,产、与丿、、之泗尔雇我诈,弱 肉强食,所以

人亻门祝之
臼
地狱

”,忄之
“
残暴

″
。艹:是 ,

周上述荒犭巩点来出刂i廿会主义社会中人与

^、

出t夫 系,那痰缠对廿;丁 。

"为
在社会主

义社会△,进言剥氵1刊 度的始灭,入 民内部

已经建立了一种艹等友旁、目结互 j;愆 的新型

关系,i呵且随若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和踟削阶级意识的不断清睁,这种关系还必

将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存在主义区划于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沆派

的再一个突出之点,就是竭力宜 扬 悲 观 Ji

义。衤在主义竭力宣扬悲劝主义,`ji然是从

它的本体论虫发沟。存在主义者认为,入 r灯

存在的本质是 自由,一个人的存在和未来叉

完全Ⅰ夂决于·
自己的 自由逸择和钥造。怔足 ,

由于一切都足瞬息万变,很不确定的,无规

律可锸,因 而人的存在,人的未来,贝j是不

能预言的。人方竞会变成什么样几,纯粹是

偶然的,汶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把握。

然而人叉受若 白由的驱使,必须在短暂的时

刻不淅地从不确定冉:∶ 状态中作出 选 择 , 这

样, 白由就成为个丿、苦恼的来源。所以存在

主义者认为:人存在灼实 JF·i∮足 “
灯

”
、

“
怕

”
和

“
畏

”
。

“
炽

”
是人存在的一利;状 态。人在生活激

汽中,本能的意识活动辑冖、万变 `不 能预测 ,

无法 j⒒ 握;八 扭If∶ 步,竣:不 ;:;什 么i豆 理 ;

人能千成 '舌 }Ⅱ、,∴t I irj据 ; r∶ 刂会t成什么

社的人 ,i廴 法知过Ⅱ

`t无
法规定的 ,人 走

“
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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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掷的可能性
”

。囟此,人在创造 自己的过

程中,在生活实践中,永远处于一种不安宁

的状态,充满着
“
烦

”
。萨特尔说,人的性

癖总是导向烦恼,人生来就带着烦恼。烦恼

是人在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时的一种责任感

或左右为难的心情。海德格尔认为, “
烦

”

有
“
麻烦

”
和

“
烦心

”
。 〃

麻烦
”

是指人与

丿
`之

问的夫系。人与人相交往,勾心斗角 ,

当然
“
麻矮

”
。 “

焕心
″

是扌冫氵丿、与物之 i司 的

关东。人与吻打交 i苴 ,争斤论两,势必
“
烦

心
”

。所以,世界上的一沩都不肚其
“
烦

”
,

人就沉沦于
“
炽

’
泅煮f中。呻i且

“
烦总走

为与f邑人∫丕J区 别而压,或者只走为缓和与饨

人的区别;或者走为 白己的亲在比他入落后

却想在对他人的夫系上赶上六,或者是为亲

在本已超越他人还要压扪也人。
″

④很显然 ,

存在主义所说的
“
烦

”
,纯粹是 资 产 ″i· 级

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伎 白 已 出 人 头

地,骑在他入头上的阴暗心理,是 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的典型反映。
“
怕

”
是对

“
白我

”
周田诌1人和事物的

害怕,国 为用围的丿\石Ⅱ莩物时剐都在捉 ,1^· r委

己,都要饬害 白已。河饪格尔说: 
“
怕之所

怕的东西总是一个世耳之内的、从一定地带

来的、在近处临近的、有害的在者
”

②
“
畏

”
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本能。它

不是这个世界之内的具体东西对个入造成的

戚胁,雨是一种无形 n讠 、不町名执的力量对

个人造成的威胁。海德格尔说: 
“
畏之所畏

所说明的是,遮行威胁者什么也 不 是 。 畏
‘
不知

’
其所诣者是什么。

”
⑩但是

“
什么

也不是
”

并不意味着无,实际上走畏
“
世界

本身
”
,畏

“
在 世的存在本身

”
,特别是畏

随时都可能来临而又无法避免的
“
死

”
。雅

斯贝尔斯说,自 我是在有限的时 闷 中 存 在

的,钍 i1|时候都可能是个宪成。而完戍就是
“
终绪和汪落

”
,it丹

“
|Ⅱ 于浊 :《

”
。丿\生

总、∫止 
Ⅱ
由 -· 下l|∶ 氵芘膏L转 向 9I 'lii∶ 淑乱, 山 不̄屮



贫阀转向另一种贫困;它 只有短暂苹福 F坷 闪

光,它从整个说来,犹如一个被死水包围的

孤岛,总有一天要被死水 所 淹 没。
”

⊙ 因

此, 臼我元法改 变 面 临 的
“
末 日

”
和l“ 死

亡
”

的处境,时 Π寸都 受 着
“
末 日

”
琴n“ 死

亡
”

的威胁。这样, “
畏

”
就把人的存在和

可能性开展出来了。存在主义者认为,人 的

未来和最根本的可能性就是死亡。死亡是未

来的一种方式。 白我的存在从 自我存在邯一

刻起,就把这个方式接了过来。所以, “
存

在总是向一个不确定的确定—— 死亡而奔跑

着
”
。⑩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注定死亡的存在。

“
从事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学习死亡

”
。

既然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
“
畏

”,是畏

死亡,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 自己的死亡呢 ?

对于这个问题,有神论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

在主义的回答是有些不同的。有神论存在主

义的回答是: “
皈依和归颀超越的上帝

”
,

以此获铩安全感和永生。雅斯贝尔斯说:“人

⋯⋯总是有限的。但是, 曲于有 自 由 与 超

越,人的有限性就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有限事

物的有限性而成为一种独特 n钌 有 限 性 。 ”

“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的时候,他就在

有限事物中分享了无限
”

。⑩这种
“
元限

”

就是
“
上帝

”
。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人右i

能超越有限的自身而飞向无限的上帝,与上

帝永远同存。但是,要真正实现 这 种
“
超

越
”,还必须学习存在主义哲学,因为存在

主义
“
哲学的方法都是超越对象的方法。从

事哲学即是从事于超越。
”

⊙
“
从事哲学即

是飞向上帝
”
⑧。无神 沧存在主义的回答是 :

“
死亡并不习1·自

”9应当
“
视死 如 归

”
,

“
自由地去死

”
。海符格尔说: 白我或存在

虽然是有限的,但它是与超越的
〃
元限

”
相

通的。这个
“
无限

”
不是上帝, 而 是

“
虚

无
”

。 “
虚无

”
是丿、生白1真谛,是存在的目

标。人们往往只有在而临 丨刍我毁灭或死亡时

才能领会到。他迈丨j⒈ 匀存扌是歹E亡 n勺 开始 ,

两
“
死亡是存在的终结

”
。当入真正认清了

自我这个实质,确信 白己要死,他就不会终

日惶惶于死,就能获得
“
不受死亡的约束的

向曲
”, “

能 自己从普通人中解放出来
”

。
“
只有死亡扌能排除汪中Ⅰ偶然和 暂 时 的 抉

择;只 有 冉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

高无尚的目标。
”

存在主义把

^、

存在的实质归结为
“
烦

”

“
怕

”
、

“
畏

”,乃至
“
死亡

”
,这表明它完

全陷入了悲观主义。宣扬悲观圭义是存在主

义强调突出个人 ,主张个人奋斗 ,鼓吹绝对 自

由,进行 白我选择,到处碰壁,走投元路的

必然归宿。对于悲观主义,存在主义者也是

承认的。但是,萨特尔认为,存在主义的悲

观主义不是消极无为的悲观主义,而是
“
实

力悲观主义
”

。他说: “
存在主义,决不可

称为是潢静元为的哲学。因为 ,它 以行为来解

释人;也不可称为是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囚

为它主张人的命运在 自身,再没有其他学说

比之更乐观的了。
”

⑩据此,萨特尔特别强

调,人虽然有
“
烦

”,但不应当被
“
烦

”
压

倒,消沉下去,无所作为。而应当从
“
烦

”

中猛醒过来,振作起来,从 “
烦

”
中吸取人

生的动力,使 自己有所行动。而自由行动事

实上又是一种肓 目的冒险行为,人生就是冒

险, “
不胃险,元所得

”
。⑧丿、就是要通过

冒险击创造 臼Et的 生存和未来。存在主义者

不仅把
“
烦

”
、 “

冒险
”

作为

^、

生的动力和

根据 ,而 且还把这科观点推向极端 ,要人们直

接面对
“
死亡

”
,从中及取生存的最太勇气

和力虽。他忄l宣称, “
死 是 最 白 己 的 东

西
”p只 有

“
死

”
犭

^能
使人真正惊醒过来。

在现实生活中,人随时把死放在身旁,作为

警策,就会有
“
死中求生

”
的勇气,积极行

动起来,抓紧自己的存在,创造 自 i⒒ 的 生

活。存在主义的这典观点,足对 日趋没落的

资产阶级和走投元辞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

识的极菇写照。他

"·

J∶∶i∶
∶∶丨要

“
不 艮 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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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地去死

”
、

“
从死中求生

”
,就恰好

表现了垄断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反动决心。

他们悲叹
“
烦恼

”
、

“
孤寂

”
、

“
绝望

”
,

就恰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
“
人与人是狼

”

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正在受排挤、被吞没的

哀鸣。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虽然在其不同的发

展阶段上,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实际作用有所

不同 ,但作为一种世界观 ,无论德国的存在主

义或法国的存在圭义,都是反映资产阶级或

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切从孤立的个人

出发,无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否认客观发

展规律,推崇盲 自和冒险的行为 , 危 害 极

大。用它
“
指导

”
革命,必然导致失败;用

它
“
指导

”
个人,必然引向歧途。这一点已

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一九六八年法国
“
五月

风暴
”

的失败,从指导思想来说,就是萨特

尔等人的存在主义造成的。 目前,全国人民

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 结一致,振兴

中华。为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航向胜利前进 ,

我们必须坚决摒弃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一切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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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

的方针,另方面也表明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

作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

时期,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党领导下的多党

派合作,创造更多的新的泾验,为实现党的

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