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A

!

$%B

""""""""""""""""""""""""""""""""""""""""""""""""

%存在&在实践中成为%能在&

!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后形而上学存在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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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对于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潮"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当的理论优势"它通过特殊的

实践思维将存在论引到历史性的维度上去了#在实践思维中"存在只能是由对象化规定

的对象性存在"即在物性中超越物性$在实在中超越实在的对象化生成领域#历史作为存

在范畴"意味着历史性成为存在论的基本原则"%存在&在历史实践中本质上成为%能在&#

关键词!实践'历史'存在'能在

在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马克思如何理解历史"理解世界"如何理解存在+

这是一个最为基础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具有一般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意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由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引入"存在概念不再表示抽象的

本体$自在的存在"而是具体历史实践关系中的存在状态及其生成过程#这样一种由实践

和历史中介的存在概念不仅意味着超越物质实体的广延性"因此具有了价值"而且意味着

超越实存的开放性"因此指向未来#也就是说"%存在&由此成为实践生成中的可能性存

在#简言之"%存在成为能在&#这一命题是存在论经历了本体论的漫长历史之后"后形而

上学思想视域中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此一命题在此将通过三个递进的环节得以展开!第

一"作为基本存在范畴的历史是实践生成中的可能性领域'第二"历史性由此成为基本的

存在论范畴"这意味着存在概念只能是由对象化规定的对象性存在'因此第三"经由历史

唯物主义实践概念的中介"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将被理解为%能在&"即在物性中超越物

性"在现实中超越现实的对象化生存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作为存在论的哲学本质上是面

对存在与超越实存的存在之思#

一$历史作为实践建构的可能性空间

作为实践贯穿的历史内在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贡献在于!通过实践概念,,,这

一概念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打破了意识的自我封闭线"消解了物质与精

神$思维与存在在观念论中的抽象对立#这就是说"立足于思辨反思的本体论建构被彻底

瓦解了"存在不再被理解为抽象的本体"而是具体实践关系中的对象性存在#在这个对象

性的存在概念中"差异性和多元性具有了基本重要的地位"存在因此被理解为现象#由现

象理解存在"意味着不是在现象之外$现象之先去寻找绝对的抽象本体"并最终以抽象的

!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贯穿的历史内在论&这一基本命题"拙著-实践与历史内在论.(载-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6

年第
5

期)中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本文的%能在&这个范畴在那里获得了超越形而上学本

体论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真正被提出来#其实"在-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可能性思想.(载-哲学研究.

!"6"

年

第
5

期)中"%能在&的思想已经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中初见端倪了#但显而易见"%可能性&还没有

真正上升到作为存在范畴之当代形态的%能在&高度#因此"本文可以看成是在前面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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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共名&来规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西方主导形态的本体论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进

入到了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在哲学这种具有根本性质的类型转化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率先起到

了开创性和推动性的作用"宣告了思辨本体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先验认识论的终结#

不过"这样一种对存在的理解还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概念具有的超越思辨哲学的一般意义#在

这个一般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还只是与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乃至实用主义等等一样"分享

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共同原则"并同样具有终结思辨本体论的思想史意义#也即是说"这样一种存在观

念"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特质"更不要说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优

势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意识不仅在对象性的意义上理解存在"而且是在对象化的

对象性意义上理解存在范畴#由实践的对象化规定的对象性存在意味着差异性和多元性"从而远离了

自在概念"存在不再是就世界本身而言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而是实践中的生成#实践意识将主体

性"也就是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纳入存在概念"存在因此是在对象化的意义上理解的对象性存在#

这一存在概念不仅一般地超越了抽象的本体概念"而且超越了具体的实在概念#存在被理解为人

化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过程"历史由此本质地被纳入存在论"历史成为基本的存在范畴#历史作为思考的

基本对象意味着哲学从抽象本体论中获得解放"成为生存哲学或实践哲学#马克思有一个不是十分贴

切的表述叫做%哲学的终结&"在反对抽象思辨的意义上"新的理论被马克思称为%实证科学&

!

#之所以

说马克思的表述不是十分贴切"乃是因为马克思将思辨形而上学看成哲学本身"因而没有将由他自己推

动的这样一种从思辨本体论到社会历史存在论的转移看成是西方哲学主流形态的终结和新的思想视域

的开启#以实证科学同思辨哲学的对立来规定自己的%历史理论&容易导致误解"而且确实已经导致了

根本的误解#这就是以自在和实在的概念来理解历史"因而将社会历史的存在论思想阐释为一种类似

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必然性理论#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上"已经初露端倪的%实践&思维方式又被严实地

封闭起来了"历史仍然还不是%实践的&"而是被理解为与抽象主体对立的抽象实体#

事实上"在实践中介的存在论视域中"就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思想原则而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

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是生存实践中流动与驻停的辩证过程"是超越从而链接了物质性和精神性的

独特的存在领域#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实践思维开启了这个存在领域"对于这个存在领域的哲学把

握也必须奠基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否则"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就会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来

回倒转#真正说来"这种常见的观念论倒转不过是传统本体论框架中物质本体和精神本体之间相互倒

转的一个变体而已"它永远无法走进具体的历史的深处"领会历史性本身#立足于辩证的实践思维"后

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历史概念根本瓦解了这种抽象的倒转"在理解历史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上突破了形而

上学的思维方式"历史因此被看成实践建构的可能性空间"一个超越实存的开放领域#

首先"这种历史概念不再需要抽象的本体论作为叙事的理论基础"作为理论的绝对起点#我们已经

说过"本体论意味着还原主义$抽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到具体的经验现象之外和之先追寻

本体的存在#因此"在传统的本体论中"历史并没有获得基本的地位#相反"它只是被看成本体展现和

下降过程中的现象世界"是一个后续的$派生性的补充领域#比如在基督教神学中"历史不过是超现实

的神圣世界异化和坠落的非存在"而在抽象的物质本体论那里"历史不过是自然物质世界的副本和延

伸#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超越了本体论的思辨抽象"历史被理解为基本的存在范畴"是实践中介的对象

化规定的对象性领域"历史的阐释不再需要历史之外和之先的本体作为理论上的出发点"历史存在论实

际上就是历史现象学"就是对于实践中的存在关系$存在状态$存在方式的现象学式的考察#放弃对于

历史观的本体论奠基和本体论证成"是后形而上学历史存在论的基本要求#

其次"这种历史概念不再将历史的过程看成是纯粹决定论的或纯粹偶然性的过程"而是实践中介的

辩证过程#传统的本体论认为"现象之外或之先的存在及其绝对原则支配和决定着现象的过程"它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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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则是不受到现象影响的$排斥了实践性和历史性的自在真理#在这一思想路线上"历史被看成一种非

实践的$受到绝对必然规律支配的决定论过程"人被排斥在历史的理解之外#人类的实践至多不过是被

看成%提线木偶&不自主的扭动#与此分享同样逻辑并构成抽象对立的是机缘论和唯意志论"认为历史

是纯粹偶然性的领域"只不过是客观的偶然性或主观的偶然性略有不同而已#立足于实践思维的后形

而上学历史概念认为"历史是实践中生成的可能性空间和存在过程"是主客体辩证法展开的状态"因此

受到实践中介的可能性逻辑的支配#这种历史的可能性逻辑是对抽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双重否定#

在这里"决定性和选择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客体性和主体性不再处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对立之中"而是对

象化实践活动中耦合的辩证关系#历史因此是一个充满存在可能性的领域"而不是按照命定论的纯粹

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运动的自在过程#

最后"这种历史概念不再预设完美的终极状态"从而导致对历史的目的论理解#传统的本体论在寻

求绝对起点的同时"往往也寻求绝对的终点"而且终点与起点往往同一"形成一种封闭的过程概念#因

此"本体论的历史观常常设定一种终极状态和终极完满"认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天堂&"神圣的天

堂或世俗的天堂"一种绝对的完满和完成#在那里"人类的存在是不再有任何可能性$不再有未来的封

闭过程#历史不再有历史"而是终结了#这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将共产主义理解为

世俗天堂的版本中有充分的体现#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不再以这种目的论的方式理解历史"而是以

实践中介的可能性为基础"认为只要还存在人类"人类的历史就是实践中介的开放过程"就是面对现实

而又超越现实的可能性领域"它永远处于自我扬弃的境域中"不会有绝对完满和终极的状态#绝对完满

只是有限的人类理智思考无限存在时想象力枯竭的想象#从抽象的目的论解放出来"在实践中以开放

的可能性意识看待存在"我们才能获得历史"拥有自己的历史#

总之"立足于实践思维"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从形而上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概念成

为基本的存在范畴"历史被理解为实践中介的可能性空间和可能性过程#这种转变与存在论的变革是

统一的过程"因为这意味着在对存在的理解中历史性成为基本的世界观原则"成为存在论的基本范畴#

二$历史性成为基本的存在论范畴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存在着一种对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作为解释对象还是

作为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核心是历史得到了唯物主义

的理解"因此区别于历史唯心主义"也就是区别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还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

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得到了历史的理解"具有了历史的视域"因此不再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再是

抽象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本体论#深刻地理解并走出这一对立"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的基本

方向"而且是能触发哲学存在论变革的思想核心#

不用说"在马克思的部分表述中"在恩格斯几乎全部的表述中"特别是在后来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框架中"历史唯物主义被阐释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历史仅仅是解释的对象"是

哲学原则的应用性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一个重要的脚注#马克思说!

%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

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

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

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

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经引用过这段话中的第一句"

"好像马克思这里要讲的中心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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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自然的根本区别#卢卡奇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事实上"马克思的意思显然不是强调区别"而

是强调实践中二者能动的统一#马克思说"对于人类生产工具的工艺学考察可以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

能动关系"从而揭示出现实生活的生产与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强调要在这种能动的统一中

揭示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将这一过程理解为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并指出"对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分

析不能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而是要揭示这个物质基础和%世俗核心&#很显然"马克思讲的物质基础并

不是指自在的物质本身"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而是指表明人与自然之间能动关系的生产实践#自然科

学的唯物主义没有从这种能动的过程来理解自然"它们在理解自然时排除掉了%历史过程&"排除了实践"

本质上是抽象唯物主义#显然"历史在这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方法论的原则"一种世界的观

法#只有将自然放到历史过程中进行理解才能避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

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理解存在"我们称之为%历史性&成为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它意味着对于存在

的理解走出了思辨本体论的基础主义$抽象主义和还原主义"进入后形而上学#%历史性&成为马克思思想

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偶然的$一个随意的%脚注&"而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在-

6<::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

出了%人化的自然&"批判非对象性的存在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非历史&的自然概念是

一种抽象的自然"而不是现实的自然"人生活中感性的自然是工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晚年恩格斯更是

在一般的意义上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懂得1历史的自然观2"因而只是停留

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种以历史的$实践的观点来看待物质世界的取向"而不

是从自在世界的意义上"不是从抽象本体的意义上理解物质世界#&

!历史地看问题"讲的不是在物理时间

中把握事物"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实践关系中理解事物属性和本质"把握事物在实践中的存在方式及其发

展变化#离开了历史性眼光"看不到实践中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就会在自然观上陷入抽象的自然主义"

在历史观上就陷入抽象的唯心主义"比如在费尔巴哈那里'同样的"如果世界观缺少了实践中介的历史性

原则"忽视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统一中的差异性"用自然物性的必然性逻辑来解释历史"就会导致机械论的$

宿命论的历史概念"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等等#

历史性作为世界观"作为存在论的基本原则"讲的是世界观和存在论的属人的对象性本质#世界是在

实践中$因而在观念中与人同属一体的世界"因此只能形成一种属人的存在观念#我们只能历史地看世

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观看者相关的$因此是历史性的世界#孙正聿先生有一个简明而精彩的说法!%这

个世界观的1世2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的1世2"而是1人生在世2之1世2"这个世界观的1界2不是

一个与人无关的$无始无终的1界2"而是1人在途中2之1界"2这个世界观的1观2"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神的

目光"而是人自己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1世界观2就是一种1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

光2#&

"历史性作为世界观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属人的对象性意识"而不是一种自在的客观性#我们永远

不可能将自己从存在论的%论&中"从世界观的%观&中抽离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使对象性成为

一种思想的自觉#抽象的绝对和本体在这种历史性的相对意识中被瓦解了#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类存在

的自在概念"不论是自在存在还是自在逻辑都是抽象的观念#

历史性作为存在论范畴"要求在历史过程中历史地理解事物#这里的历史和过程讲的是要在特定的

社会历史时空中理解事物的存在及其过程"任何关于事物的认识和概念都只能是对象性的认识#马克思

曾经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

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

糖的价格一样#&

#事物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要么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要么被纳入到了社会历史的关

系中成为历史性的存在并且被历史性地理解#所以"历史性作为存在论范畴不仅是说存在在一般意义上

属人的相对性"而且是说存在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性#这就是通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

移"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强调的联系和发展"乃是被

*

56

*

!

"

#

罗骞!-实践与历史内在论."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6

年第
5

期"第
;5

页#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第
: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

年"-前言.第
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6778

年"第
9::

页#



罗
!

骞!%存在&在实践中成为%能在&

实践中介的历史过程"而不是自在联系和自在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的优势

和关键所在#意识只是被意识到了存在"存在论上的存在也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立足于实践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概念表达的就是存在及其意识的属人性$相对性和具体性#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性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是指通常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既不表示一切

都是历史过程中的没有驻停的永恒流动"以此持相对主义的立场'也不表示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受绝对必

然性支配的自在过程"因此持一种绝对主义的立场#这一范畴"以实践的统一性为基础"强调物质与精

神"存在与意识之间现实的统一"也就是说"现实的存在和现实的意识都是各自包含了对方的统一#在

实践中"也就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语境中"任何事物和关于事物的认识都是具体性与总体性$现

实性与可能性$确定性与流动性等等的辩证统一#对立中的每一个范畴都只是从特定视角形成的对于

事物的抽象"实践中的统一才构成现实的真理#

三$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存在即能在

历史作为存在范畴"是实践贯穿的历史内在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成果#因为历史作为存在范畴不仅

直接地瓦解了在反思哲学中建立起来的二元论哲学框架"而且实践中介的历史概念直接地瓦解了本体

论的自在概念#作为存在范畴的历史概念"奠定了历史性作为存在论原则的思想基础#历史作为存在

范畴和历史性作为存在论范畴"本质上讲的是内在相关的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存在不再被抽象地理解

为实存$实在$自在"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存在概念是真正的现实"是统一"因此是实践生成中的%能

在&#%存在是能在&这一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根本命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看是人类历史

实践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果"核心就是人类能动的实践在现代进入意识#也就

是说"%存在是能在&这一命题将它所主张的历史性纳入到自身之中"将自身看成是历史性的#它是今天

我们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谈论存在得到的对于存在的根本领会和根本规定#

关于能在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有重要的意义#简言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即是能在#在

67!:

年的-时间的概念.中"海德格尔将死亡阐释为人的最极端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什么是1一向

具有本己的死亡2呢+ 那就是此在向他的消逝"向一种确知地和完全不确定地站在面前的他本身的最极

端的可能性的先行#作为人类生命的此在原初地是可能之在"是确知而又不确定的消逝之可能性的存

在#&

!

-存在与时间.仍然将此在规定为可能性的存在#但是"能在在更基本的生存的意义上被使用了"

它被理解为此在的存在本身"是此在在世的在世方式#%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

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

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1具有2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

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1选择2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

1貌似2获得自身#&

"海德格尔以可能性规定此在#然而"如果说作为能在的此在本已经是在世的存在"

此在对自身作为可能存在的存在有所作为必不会只是作用于此在自身#在此在的这种有所作为中"存

在必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在世界之内与此在一道成为可能的存在#也就是说"此在不可能独自地成为

能在"独善其身#如果只有此在是能在"那么"世界之作为世界"历史之历史就难以理解了#

具有超越性的此在必在世界之中存在才具有此超越性"此在作为能在同时就是说存在作为能在#

此在作为能在是通达存在之为能在的根本道路#因为此在是能在"存在通过此在的揭示也与此在一道

是能在"并且必然是能在#这一命题应该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之后存在论的命题#在我看来"历史

唯物主义已经率先以实践概念将此一命题揭示出来了#实践的对象性和对象化的存在关联意味着存在

成为能在"存在是能在#人在实践的对象化过程中使存在作为能在向人开放而且只能形成对象性的存

在概念#任何意识也就只能作为开放中的可能性意识存在#存在作为能在这个命题"讲的当然不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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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具有或者可能不具有的属性"而是存在本身"存在就是能在#在能在之外将存在理

解为自在$绝对$实体等等都是非现实的抽象"不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本身#不是说这些概念不可能"

更不是说存在在人之外不存在"而是说它们是非对象性的本体论抽象#

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存在乃是对象性的存在"在对象性的关系机缘中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或者绝对的

不可能性"因此任何存在状态或过程都只是可能性#%存在是能在&这个命题当然具有这样一层初步的

意思"因为这一层意思已经在批判绝对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有助于瓦解抽象本体论及建

基于其上的独断论认识概念#然而"这一排除了实践概念的理解"存在还是没有人的"没有历史的"对象

性中还没有实践的对象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存在在人的实践中成为能在"并且是能在#抽象

的对象性被对象化的实践中介"对象性的存在是对象化实践中的生成"因此本质上是能在#能在是自在

和自为在实践中的统一"是真正的现实#现实在本质上就是能在#自在的偶然性$随机性没有揭示能在

的真理"而实践中自为的选择性$目的性使存在成为自在与自为统一的能在#历史就是存在"就是存在

作为能在最直观的概念#因此"正是通过历史作为存在范畴"通过历史性作为存在论范畴"我们才论及

存在是能在"理解存在是能在#

存在作为能在"表明的是一种实践中的超越性"而不是存在的自在流动#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着的

活火"而且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命题讲的是世界本身的自在

自动#运动变化中闪现的可能性意识由于其中%分寸&思想的被强化"随后转瞬即逝地长期淹没在逻各

斯的必然性概念中#辩证法还是抽象的客观辩证法"而不是实践的辩证法"实践中介的存在论#这是源

自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基本倾向"以致后来的马克思还要费尽心思到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中挖掘%原

子偏斜说&"为现代的意志自由提供哲学论证#与这种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相反"后形而上学的%能在&讲

的是对于自在和实存的超越"是存在在实践中成为实在与应在统一的现实#在%能在&中才有生存的自

由"才有发展"才有突兀而来的意外惊喜等等#

历史乃是实践生成和建构的空间"这个能在的空间是超越的存在#在这个属人的存在领域"任何一

种存在都不再是是其所是的自在实存"而是人韵缭绕的为我之物"是历史性意义空间中的对象性存在#

存在物的存在在这个意义空间中成为开放性的能在"存在是什么不再封闭于存在物本身的物理结构及

其客观属性之中#一头牛是什么+ 是牧童的玩伴"是帮庄稼汉干活的伙计"还是祭坛上的牺牲"抑或是

%笨得像头牛&中表达的榆木疙瘩+ 作为能在的人使存在成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存在不再是自在的物及

其物性"而是在实存中超越实存的能在#存在作为能在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超越实存"因此世界是立足于

实存而又超越实存的意义空间#存在物在这个空间中通过这个空间而对人开放"因此是超越自身的可

能存在"而不是抽象的%有&本身#

存在在意义空间中不再是自在的实存"因其被纳入不同的对象性关系而成为超越实在的能在#这

种超越讲的还是意义空间中的没有时间的对象性关系#在实践中"能在%作为超越实在的存在&表达的

另一层根本意思是"存在在历史的时间中被创造和被改变"不是静止的某种状态或者具有某种确定不变

的意义"而是超越既定现实的可能存在"是历史实践中的不断生成#在这种生成中"辩证的实践意味着

不再有绝对的必然性"或者绝对的不可能性"一切作为可能性展开和可能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能在

是实在和应在的统一#这就是说"能在作为生成不仅意味着可不可能(实然)"而且意味着可不可以(应

然)"是应然和实然在实践中辩证的$因而开放式的统一#

在如上双重超越的意义上"存在作为能在"作为超越实在的能在"乃是根源于实践范畴"根源于人在

实践中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创造#在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以实践为中介的能在概念实质上讲的是自

由"是创造"因此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担当的存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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