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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前言

六十年代生人的思想文化定位我出生于1963年，今年38岁，已近不惑之年。“文革”爆发那一年，我3
岁；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那一年，我8岁；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那一年，我13
岁；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那一年我16岁。此后的岁月是与中国的改
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经常萦绕于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60年
代生人，前与40年代、50年代生人相比，后与70年代、80年代生人相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我们这
一代人能够给中国的历史奉献一点什么独特的东西？四五十年代生人，年长者已届六十，年少者也已
过四十。这一代中冒尖的人已经功成名就，活跃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
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阶层。这一代中平凡的人，有的已经或将近退休，有的正被下岗
失业问题所困扰，更多的正在过着一种小康或温饱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经历。他们经历
了1949年国体的巨变，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历了
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天灾人祸”，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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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内容概要

《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体现了作者近30年来对世界、历史、社会、人性、人生等重大问题不懈思索
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经纬线，这就是一种“辩证人
道主义的实践哲学”（经线）和一种“悲剧人生观”（纬线）。由此出发，作者对当代世界、当代中
国以及现实人生中许多尖锐的问题作出了富有个性的、振聋发聩的回答。 
《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分为“我的思想漫游——人与世界”；“我的心灵历程——爱与孤独”；“
我的生命源泉——母亲与故乡”；“我的精神先祖——中国古代文化畸人”四部分。《寻找自己与成
为自己》再现了一个六十年代生人、一个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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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作者简介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先后就读于毛泽东母校东山学校、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任职于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从1989年开始，在《理论
信息报》、《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浙江学刊》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或索引，半数被CSSCI收录。已出版著作：《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职工持股工作手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当代工入阶级与工会新论》（中国物价
出版社，2002）、《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悲剧哲学的
诞生——从悲剧角度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包括《人性与个性》、《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悲剧人性与悲剧人
生》第二版、《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层的人生哲学》）。待出版著作：《中国的出
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务实时代的精神资源——
邓小平理论新论》、《劳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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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书籍目录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总序第一部分 我的思想漫游——人与世界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
年1987年1988年1989年第二部分 我的心灵流浪——爱与孤独时间与生命散淡与幽默儿之愧哲学是什么
知识、无知和力量在沙漠的怀抱里与暴风雨共舞好人颂感受阳光自由与爱情夜空我是谁春日感觉致女
郎骤遇鹰之坠落感遇无望相思静坐荒原节日 虚无(一)内陆河孤旅的归宿爱情非誓词年代钟声十四行诗(
二首)冬夜我该怎样爱你欢乐颂发呆虚无(二)恐怖之夜惯窃你是谁第三部分 我的生命源泉——母亲、故
土和乡村中国母亲·故乡·祖国祭母文丧事吾母谭降英传母亲这个人父亲人子之痛舅舅家族乡邻老师
追忆年少时光展望小康之乡的未来评“三农”问题上的有关争论小农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惯性农
民与国家30年的历史博弈20多年农村改革的成败得失“三农”问题的症结分析对症下药治理“三农”
问题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两种前景第四部分 我的精神先祖——中国古代文化畸人何谓畸人逍遥游
子——庄周广陵散客——嵇康佛教的改革家——慧能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儒家的异端——王
艮天下第一疯狂才子——徐文长最杰出的叛逆思想家——李贽喋血狂人——金圣叹画坛怪僧——八大
山人和石涛扬州首怪——郑板桥王江松作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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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我的思想漫游——人与世界1985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看过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对
现实强烈不满，以致达到否定一切的、憎恨的程度。但或者囿于其阶级地位，或者固于其个人品质，
这种表层思想的变化和革命，并未改变他们的整个人格。他们之接受新思想，或者因为其个人不得意
、不得志，或者为了附和时髦、附庸风雅，甚至为了装潢自己，自命新派。他们只是大骂一通、嘲笑
一通，或指出一些表面现象，至多只达到对现实本质的某一方面的认识，而并未全面具体地认识现实
并真正地去否定现实。这些人（尤其是很多大学生）在没有介入现实生活之前，经常表现得慷慨激昂
、义愤填膺，但进入社会后，只要一碰到机会，或者因为顶不住现实的压力，便可耻地背叛了或者毋
宁说是复归于自己了。他们会卖力地去做那些从前深恶痛绝的事，做从前鄙弃厌恶的人。否定是一种
真正严肃、痛苦和意志紧张的活动，而不是举重若轻地骂骂娘而已，这种谩骂往往不过是其阴暗心理
（比如嫉妒）的表现。要真正克服对立面，首先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同时必须深刻地了解对方。停
留在表面的义愤，无损于对方，甚至会被对方蔑视为粗野，甚至会被对方嘲笑为小丑。这种抽象的否
定实际上是低于对方的。在目的和手段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手段是正在展开的、正在
现实化的目的——目的不在手段之外而在手段之中。自觉地意识到的目的不过是手段的抽象化、理论
化。认为为达高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历来是政客和阴谋家的骗术和遁词，也使一些不满现实而又找
不到真正改造现实的道路的热血青年铤而走险。邪恶的手段会毁坏目的本身。从主观方面来看，阴谋
、欺骗、损人利己、出卖灵魂会毁坏一个人的品质和本质，使他从根本上、从心底里失去高尚的目的
和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高谈目的和理想，但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从客观方面来看，当一个人不择
手段地掌握了权力和财富之后，就算他心中还残留些许良心，他想要改变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
他已经变成了那个丑恶现实的一部分，变成了那个网上的网结，种种习惯和关系已成为他的财富，也
成为他的锁链，他根本无力砸烂这一锁链，正如他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或者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
提到空中一样。关于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我是这样思考的：做人当然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第一
，做学问也是为了做人，为了过一种更好的人生；第二，做学问，特别是哲学这样的学问，研究的是
人、世界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世界与人并不是以一种被给予的、现成的模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世界是一种生成，人是一种生成，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一种生成，而人的生成就在于人的自我创造：
首先我得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人，然后才谈得上自我意识和研究哲学；第三，对世界与他人的研究（
对象意识）必须以自我意识作为相反相成的另一面，只有从个人的活动和深刻体验中真实而具体地触
及对象，才谈得上了解对象，只有当你存在于他人和世界中时，只有当你与这些对象发生剧烈的矛盾
冲突或者发生真正和谐的交往时，你才能理解对象。 而做人的确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事。当然做一个平
庸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可以了；做一个坏人不难，因为无需严酷的道德自律和意志
紧张，相反，却很容易得到物质的享乐。但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人，却是最最困难的事情
。这需要你有深刻的睿智，能看破种种虚幻的价值，能揭开层层虚假的面纱，而寻找我们做人的根，
寻找我们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从而建立伟大的理想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目的。不仅如此，你还必
须造就一种超人的意志，能够拒绝一切外来的诱惑，能够承受一切苦难、挫折、打击和厄运，并目在
这种双重的攻击下固守并扩张自己的阵地，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还不仅如此，你还必须造就出一
种豁达磊落的胸襟、对世界与人生美好事物的敏锐感受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洒脱达观的态度，并且在奋
斗、受难的同时自得其乐；没有这种自我肯定的方面，那单纯否定性的工作会使你变得暴虐、浮躁、
枯燥乏味和自卑绝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做学问对于做人也不仅仅是一种
外在的结果或补充，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环节：首先，在做人的过程中，本身就充满种种探索，
或者说，做人就是做学问。你在做人的时候，随时都在发现和遭遇问题，随时都要解决问题，这样一
种无穷的进展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做人的逻辑，也就是说，你在把自己塑造成为一部客观的作品的同时
，也造成了一部主观的作品，剩下的工作就是用语言文字把这种做人的逻辑和主观的作品表达出来。
其次，做学问也就是做人，不仅因为你做学问的同时，贯穿着你做人的基本准则（所谓“文如其人”
，所谓“风格就是人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做成一种学问以后，马上会成为做人的指导原则，
从而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把做人当作做学问的基础，把做学问当作做人的内在环节和延
伸，这就是我理解的做人与做学问的基本关系。如此看来，如果说，做人的基本原则是追求自由（幸
福是自由的主观体验方面），那么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就在于敢于怀疑一切、批判一切，而不崇拜任何
东西，同时也在于善于接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自由的双重规定。我可以敬佩、尊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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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等等，但不能崇拜；我可以赞成、同意、拍案叫绝等等，但不能屈从；我可以有信念、理想、追求等
等，但不必有什么信仰。崇拜、屈从、信仰，是属于同一性质、同一水平的范畴，它们意味着我们必
须拜倒、屈从于一种外在的权威，从而毁掉我们的全部独立性和全部尊严。当然，也不能崇拜自己，
从而被自己的狭隘性、主观性，被自己的缺陷所奴役。世界和人自身，都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定在，
唯一具有绝对实在性的就是：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实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转化，从而在
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在美化世界的同时也提高自己。必须反对下列四种片面性：（1）绝对
地肯定世界和自身——这是庸人、既得利益者、保守分子。 （2）绝对地否定世界和自身——这是悲
观绝望者和虚呒主义者。（3）绝对地肯定世界而否定自身——这是奴才、走狗、受虐狂和偶像崇拜
者。（4）绝对地否定世界而肯定自身——这是自大狂、暴君、暴民、无政府主义者。在恋爱活动和
艺术创作之间、在爱情的享受和艺术的享受之间，存在某种本质的联系。恋爱就是我的爱、我的人格
在对方身上对象化了，而对方的爱和人格也在我身上对象化了，因此恋爱是一种互相创造、互相确证
的活动，爱情的享受正在于我在对象中实现了我自己，而对象亦在我身上实现了自己。艺术创作与此
类似，那就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对象化了他的人的本质和精神世界。艺术品就是艺术家的对象化了的存
在，是艺术家的另一躯体，而艺术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也活在艺术家心中，成为艺术家主体精神世界
的重要部分。艺术创作，就艺术家对自己活动的作品的迷恋、陶醉、痴爱、欣喜若狂而言，可以说是
一种深沉的“恋爱”活动，而恋爱，就其无限地激发人的主体创造力量、就其强烈地表现出人的自由
和美感而言，也是一种光辉的“艺术”创作。恋爱活动和艺术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恋爱活动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男女交往）显示了人与人关系的人性化，预示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未来，是富于人性的人
类交往的雏形；人类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斗争，使所有的人都互相肯定、
互相实现、互相奉献，使人与人的关系充满“爱情”。而艺术创作则以一种特殊方式显示了人与自然
关系的人性化，预示了人类劳动的未来，是富于人性的人类实践的雏形；人类历史的另一目的正在于
使每一种实践活动（包括生产劳动）都成为“艺术”创造活动。人对自然的审美感觉来源于人类与自
然的三重关系：1．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存在的根源、基础、前提、环境、衣食来源、无机的
身体。因此，人对自然充满感激和依恋之情。2．自然是人类的实践对象，是人的本质的对应物，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运动场，是人纵横驰骋的禾地。因此，面对自然，人会产生出一种崇高感和自豪感
。3．自然是人类复归的家，是游子回归的故乡。自然，作为与人类合作共处的伙伴和朋友，作为接
受人类追求的恋爱对象，作为人类重返其怀抱的故乡和归宿，使人产生无限的热爱和向往。存在的孤
单性和开放性都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一样构成人的悲剧性。也许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在和睦的同事
合作中，在友谊与爱情生活中，你会产生一种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觉。可是人在本质上具有孤单性，
这不仅在你幸福和身心愉快时就已存在着，尤其是，当你远离亲人和朋友，当你失恋和遭受其他挫折
，当你身陷重围、孤苦无告你会异常尖锐地感受到自己彻头彻尾的孤单性、不可替代性、无可幸免性
。你无法逃脱你自己，正如你无法逃避这个世界。无论在喧闹中还是在寂静中，无论在光荣中还是在
失败中，无论在欢乐中还是在痛苦中，孤单性与你同在，如同你的影子与你同在。这种孤单性具有双
重的意义：一方面它会给你带来烦恼、畏惧、寂寞、痛苦等等，另一方面又使你感奋、进取、豪情迸
发、意气飞扬；一方面它赋予你对自己的责任，叫你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业，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你自己对自己的权利，唤起你的自豪和自信，给你以抗拒、反叛、特立独行的
天赋理由。孤单性使人成为悲剧英雄。开放性即人对世界的认同性和亲和性，与孤单性相依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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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编辑推荐

《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是由王江松所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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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

精彩短评

1、才（知识）胆（勇敢）识（智慧）大概翻翻
2、虽然有很多内容没看得下去，但是我太喜欢这本书的气质了！一本关于“自己”的书：我的思想
漫游、我的心灵流浪、我的生命源泉、我的精神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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