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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内容概要

本书是言论选。编者选辑了古今中外近二百位名家或智者的论有为和无为的言论。这些作者都是非常
有特色的作者。时代不同、专业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不同、使得本书色彩斑斓，非常适合广大哲学
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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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章节摘录

　　“有为的生活”是一个表述“时代的精神状态”的词语，一个已成为历史的变革又通向现代的伟
大传统，只有在还未成定局的和不明确的未来中才能弄清楚其可能性，“有为的生活”这一词语激励
人们在站在这样的一个门槛上时认真思考，而现代总是能同时包含旧事物的衰亡和新事物的发展前景
的。当我们用传统的智慧来和现代的问题对话时，二者都会产生变化，会产生像“合乎时代的不合时
宜”这样的事情，它也许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挥一种批判的、激　　励的和整合的力量。　　如果
把“有为”一般地界定为生活的一个总体前景，恐怕几乎不会有人反对。实际上在生活内部并不存在
“有为”的绝对对立面。例如，静止和有为并不是一组矛盾，因为在静止中，生命，而且不仅是生物
生命，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运动。生物生命不会停止，只会达到僵化这一模棱两可的情况，在这一情
况下生向死过度。精神生命也是有为的生活。人在传统中展开的各种有为的范围在今天仍旧有效“经
济的人”，“工作的人”，“享乐的人”，“创造的人”。由此已可以看清楚，有为的生活能在各种
范围展开。职能的分化同时也造成了意识的分化。　　如果把现实当作整体来现察，这种分化就减少
了。德国神秘主义的语言所创造的“现实”概念已经意味着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不仅是事实和实
在，这种生活能包括历史 中的一切有生命事物的可能性，这种生活同时包含行动和潜能活力，这种生
活包含并且实现表面上互相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这种生活反映世界秘密的某些内容，并从而最终也反
映作为世界的秘密根源、神的“现实”的某些秘密内容。要知道，亚里斯多德和托玛斯主义的传统是
把神理解成“现实”，理解成纯粹的行为，理解成创造者和塑造者，理解成人类的历史中的行动者的
。基督教吸收了动态的存在概念，把物的创造者、维护者和完成者同时也解释成历史的主人，这个主
人在历史本身中度过他的时间，正像约翰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本身推动一切，却不受一切推动，
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在他所产生的影响中、从而也是在作为行动者时，才能被感觉到，我们才能向
他恳求。　　让我们还是略微谈一下这一种思想：有为的生活是向各种范围分化和展开的。分化和范
围化本身又是有为生活的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因为它们在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必然不是经常直接作
为整体的代表，而是作为各个个体之间的分裂出现的。因此人们可以像马克思已经做过的那样，把有
为的生活首先理解为劳动，这种劳动是与那些通过劳动而组合成人类的异化和解放的历史的一切关系
相关联的。在本书中，关于“劳动”这一生活领域的优势地位的论述占了整整一章，其中展示了这一
在工业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概念的方方面面。　　由于把有为的生活理解成劳动，就立刻使我们看
到一大批部分地互相矛盾的观点。劳动意味着一切：满足对衣、食、住的基本需求，参加对世界的塑
造；日常的服务。劳动能表现为自我实现和获得幸福的途径，但同时也能表现为异化和诅咒。从历史
来看，劳动作为在固定的时间单位里的完成任务和制造，它的绝对支配权得到发展，并且达到最高程
度的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同时又在所谓闲暇时间的其它形式的劳动中得到补偿。有为
的生活作为劳动能够包含一切：从大声呼喊到沉默不语；从娱乐到完成义务。劳动使生活甜美，它也
使生活艰辛。劳动是心灵的一部分，也是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既是出力，同时又是消费。劳动塑造世
界，同时又吞噬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劳动在人类生活和共同生活中的绝对支配权的含义更为模
棱两可了。　　如果我们把所有关于有为的生活的观点都收集起来，我们人类现实的充实和贫乏就全
都显露在我们面前。没有人能把所有观点收罗尽净。因此下面的“楷模”和“格言”部分几乎可以无
上境地延长下去。每位读者都能给予补充或者对其比重作不同的安排。为了掌握全部实际，我们必须
坚持海因里希·朔伊斯的方法，或是把这些形象看成有为人物相互纠偏的文本去思考。谁在历史的市
场上递给我们第欧根尼之灯?尽管这些形象来源完全不同，基督教在其历史过程中决定不毁去这些形象
，而宁可召来这些有为人物的崇高和缺陷，把他们当成时代的象征去体会。当结尾除了“没有了人的
特点”、除了这些不可替代的人物的扩散性以外，在体会这些作为当代社会楷模的人的鲜明的缺点的
同时，也体到了有为的上帝的鲜明缺点，这个上帝是人决不可予以替换，而只能接受的上帝：旧约诗
篇第8篇所讴歌的创世主。　　“接受”并不是“无为”。按格言开篇的印度诗诗义来讲，不如说是
“重视”有为的同时也“重视”无为，“重视”形成“为的本质”的．基础。格言尝试突破“基础”
。基础是自由和法则的两难吗?是把行作为自己的存在去忍受而又参与行的两难吗?已经完成了行却又
检验其行，能为善也能为恶，对其区别有怀疑吗？为了理解行动的理性中的善并赋予它以金科玉律的
特征吗？格言提出的问题看来多于答案，主要从不同的答案产生出新的问题。要是良知的责任对产生
各种行的每一状况寻根究底，那么还余下什么：就在这里也存在对上帝的争论，或是为各种偶像(布朗
德尔)的争论?对错误的从属性(从马克思到布莱希特)或对正确的方向性(从康德到泰哈德)的争论?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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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如何，主题不会让我们毫无倾向。　　一种能量、一种物质、一种结构，　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它一
旦进入人类领域，它就在其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性质。它不再是单纯自然力，而变成了人类世界的一个
元素。它对人类的自由起作用，但对人类的失去防护也起作用，由此这自身变得复杂了，它既是积极
可能性、也是消极可能性的承担者。　　我们离开了陆地，我们乘船而去!我们把桥抛在后面，不止如
此，我们和身后的陆地分离断绝!呵，小船!看呀!在你身畔是大海，真的，它并不总是咆哮，它静卧着
，有如丝绸和金子，有如幸福的梦幻。可是会有那个时刻，你明白了，大洋是无边无际的，而没有什
么比无边无际更加可怕。呵，可怜的鸟儿，它曾经自感自由而却撞上笼壁!苦呵，当你怀念陆地，似乎
那里更为自由时，再也没有了“陆地”!　　当它控制所有一切创造物，并且改变它们的处境和形态时
，它也就急匆匆地迎来所有物的解体，并且由此而改变了自己。　　它使舒缓变强，它使急速变弱。
　　它在强制中得生而在自由中死亡。　　它使每一种物体变样，并且强迫每一种物体改变位置和形
状。　　巨大的效能赋予它走向死亡的巨大渴望。　　它用猛烈的暴力驱赶一切和它的毁灭愿对立的
事物。　　它一贯生存于和它统治之物的争斗之中。　　它不断反对一切自然的追求。　　它逐渐变
大并取得一种可怕和奇妙的效能。　　在它控万物时它控制自己。　　它栖身于脱离自身的自然过程
和习性中的物体之中。　　它自愿地耗尽自己。　　力量在整体中无处不在，由它所产生的整个物体
中无处不在。　　效能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热望。　　它总是追求自身的失去和消逝。　　如果它征
服了自身，那它也就征服了每一物体。　　没有它万物静止。　　没有它万物无声。　　它的真正来
源存在于活的物体之中。　　可以造出不用人掌舵的水上运输工具，像巨大的河流，和海洋上的船只
一样扬帆，只用一个人去操纵它，而那种极大的速度，就像它有满船的舵手似的。同样可以制造没有
牲口拖拉的车辆，而且以一种令人不信的力量行驶，就像我们听说过的古代的镳车似的。可以造成飞
行器，只要一个人坐在这机器的中央，用一种人工的机械开动它，就像一只鸟儿似的在飞行中穿过空
间。进一步还可能造出一些工具，它们本身很小，但却足以举起和压下最大的重物。它们　　只有3
指高3指宽，却能使一个人把自己从地牢中举出来。还能够制造出一种工具，用它只需一个人就能抵
住上千人的能量而把他们拉向自己。还可以制造同类的工具下水，潜水而没有危险，像亚历山大大帝
曾经让人制造的器械那样。　　狂热的思想想穿越时空。一种难以名之的热望诱人进入无边际的远方
。想要离开大地，走向无垠，抛掉躯体的束缚，盘旋于宇宙星空。圣伯纳热烈的沉湎的渴望在开始之
际所寻求的东西，格律恩瓦尔德和伦伯朗在他们的隐秘愿望中，以及贝多芬在他最后的四重奏的最终
的音响中所幻想的东西，它们都重新回归到对一连串众多发明的充斥心灵的陶醉中⋯⋯　　而这些机
器将在它们的形象中愈来愈变得非人性，不断地变得更苦行、更神秘、更深奥。它们用一片无尽头的
精巧能量、电流和电压的织物网住大地。它的躯体不断变得精神化，不断隐蔽化。轮子、滚筒和操纵
杆不再说话。所有一切重要的都退入内部。人觉得机器像魔鬼似的而且确是如此。这在一个教徒眼中
意味着废黜上帝。它把神圣的因果关系交给人去摆布，而因果性便悄悄地、不可抗拒地被人以一种有
远见的全知投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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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　　“有为的生活”这一语词使我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它所说的是某种不再属于现代的事
物，某种古代的事物。如果把它还译成拉丁文即所谓的“vita activa”，就可以看出欧洲精神文化的一
个片段。它使人想起两种典范的传统：亚里斯多德的实践概念及其伦理方面的含义；近代的“人类观
”，它首先把人看成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积极塑造者和支配者。在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断裂，因为对于
古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来说，人既是塑造者，又是受难者，他是被一种更高的现实（存在的现实，
神的现实，宇宙的现实）包容的。在这一传统中，“有为的生活”是一个引申出来的现象；而在近代
的传统中，它是人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创造的一切善的和恶的现实的基础。如果说歌德让他的浮士德
思考究竟是言语在先还是行动在先（泰初有言还是泰初有为）的话，那么现在这确实已经不再是非此
即彼的问题，因为言语基本上也是行动，是有效的、创造性的塑造。　　如果与“有为的生活”这一
用语相联系的古典的性质和近代的性质，在今天都能使人感到古代气息的话，那么究竟的联想把关于
一个谨慎小心地行动着的人的设想归入有为之列，这种人尽管与农业的或者甚至市民的关系是相适应
的，但是在一个“后市民的”时代，我们宁可把这看成剩余下来的精英的一种完好无恙的能力，有为
的人对时间的绝对支配让位给他在体系的运行中的职能；人在“制造”或者在“采取”某种态度，他
已不再把自己看成“伟大的”行动着的个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会存在非同时事物的同时性，
而我们在今天也还有可能碰到原来的关于有为生活的设想，正如我们能够遇到一个照料他的绵羊的牧
人一样。但是，合理的目的和职能所支配的有为恰恰已不再是“有为的生活”，因为后者在发生作用
时显然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说法既适用于对重大事件的操心，也适用于对本人的业务和本人的生活
领域的日常例行的照料。　　从另一角度来观察，旧的语词尽管明显地落后于今天的“有为”的直接
现实状态，但这也是一个标志，说明在这一方面有某些东西可加挽救或者应当重新发现，当然，在这
样做时，会产生由于怀旧而错过合乎时宜的激励的危险。在“有为的生活”中仿佛也要涉及调和各种
经验、调和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把古代与近代的从“普罗米修士”直到“巨神族”之类
的典范形象相对比的经验；也和重新发现一个顺应自然的人的榜样一样，和最近提出的要求在现代色
彩的有为中获得解放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一样，起着重大作用。用感性概念和感性关联来传达削土豆
皮这一简单经验，看起来毕竟比传达填写纳税申报单的经验要容易。　　“有为的生活”是一个表述
“时代的精神状态”的词语，一个已成为历史的变革又通向现代的伟大传统，只有在还未成定局的和
不明确的未来中才能弄清楚其可能性，“有为的生活”这一词语激励人们在站在这样的一个门槛上时
认真思考，而现代总是能同时包含旧事物的衰亡和新事物的发展前景的。当我们用传统的智慧来和现
代的问题对话时，二者都会产生变化，会产生像“合乎时代的不合时宜”这样的事情，它也许能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发挥一种批判的、激励的和整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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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精彩短评

1、搞不清楚编者的思路的话挺乱糟糟的，不过有些很有意思的小段子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2、只凭道德人前进不了，谁希望返回黄金时代，不要忘记，那时代的人只有橡实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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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

章节试读

1、《哲人小语--有为与无为》的笔记-第151页

        誰若是失業超過一年，他就是廢物」，一位南德大企業的人事經理對我們說。這話聽起來是如此
的冷酷和沒人性，這話和勞動局顧問所作的論斷幾乎毫無二致：「誰若是失業長達一兩年，就再也沒
法給他介紹工作了。」失業給人留下了傷痕，改變了受害人。

我們在公路上坡處讓她搭車的年輕婦女說：「首先，首先是時間感給破壞了。你睡上16、18個鐘頭，
中午之前你不可能興奮起來，你在放大了的時間速度中活動。空閒時間？對你來說聽起來像諷刺。一
切都沒有意義，真的什麼也沒有，它敲打你的頭而微弱的希望化為泡影。早在你開始生活之前，你已
經給拋出去了，沒人需要你。」她已經失業兩年了。現在她在卡塞爾一家高等學校找到一個學習名額
。在她培訓結束之後，她作為一名教師肯定仍然要估計到還是被拋在生活之外，沒有工作。「我還繼
續幹下去，因為如果放棄會更糟。」她說：「首先我要延期。」

找不到位置的恐懼使失業者猶如一個心懷恐懼的求職新手。領取失業救濟金──儘管早已採用電匯匯
款，但仍然這麼說──意味著蓋章，淘汰。沒有了工作，許多人才認識到只剩下半條命，也許甚至沒
命。

我們不斷地了解到失業者的人數，但是對於長期失業的肉體上和心理上的後果，我們了解不多。克里
斯蒂安.魯佩爾特斯曾問過失業者，他們怎樣體會他們改變了的處境。「失業者是二等人。」一位31歲
的職員苦澀地肯定說：「他們不再有用，是外人，被拋在社會之外。」而一位上年紀的過去的小官員
得出這個結論：「領養老金者和病人倒還具有社會能力，失業者沒有。」 

一位35歲的接待室助手這樣形容他的處境：「開始是你覺得你沒有用處，你是一個不頂用的人。在長
期什麼也沒有之後，物質上的壓力來到了，緊縮開支。」「然後開始喝酒，因為無聊，因為絕望。」
另一位婦女承認說。一位過去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職員說：「你會發病，要是你沒有工作！會變成殺人
狂。我肯定這一點，反正是剩下一根絞索。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工作，老婆跑了，你還為什麼而活
著？失業兩年之後完全垮了。不正常了。」

一位二十來歲的女人，正在等機會進修，靠做臨時工勉強度日，她承認：「我很多疑，變得神經質了
。人感到自己低下。我常常不滿。沒有正常的工作，我覺得自己病了。人沒有工作就不是一個正常的
人。」在這裡詢問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享受過「公費休假」。一位37歲的女助理律師這樣說：「別的人
以為，這些人自由了，不受約束了，而且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不起來。他們可能忌妒，肯定，但是換一
個處境⋯⋯要是他們知道，這不是閒暇休假，而是折磨，人渴望工作而得不到，在這種狀況下人會發
瘋。會用頭去撞牆⋯⋯」

勞動對多數人遠不只是謀生的賺錢手段。勞動幫助他們建立社會關係，決定他們的規章，是他們的本
體的一部份：做什麼，就成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失業者都失掉了和他們同事的聯繫，感到自己和
她的家庭是孤立的，由於被懷疑為逃避勞動的人和「社會寄生蟲」而受折磨。他們自己的感覺並不是
「解放」，像為美化「解僱」而採用的委婉說法那樣，而是由於一個複雜的危急狀態而被遺棄了、被
拋出去了，而他們憑自己的力量是無力結束這種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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