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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是主体的自主性及其量度

胡寿鹤 陈建国

我国理论界关于 自由问题的研究
,

都以黑格尔
、

恩格斯
、

毛泽东关于 自由的几

段名言为限
。

本文提 出了关于 自由的独到见解
,

认为自由是主体的自主性及其量

度
; 自由是人区别于物的特性

,

是 自觉性
、

自主性和 能动性的统一
;
表现为 思想 自

由
、

意志 自由
、

活动 自由和生活 自由四个方面
;
并分别对政治学的自由

、

伦理学 的

自由
、

美学的自由
、

认识论 的自由
、

历史观的 自由进行 了考察
。

1
.

自由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

主义认为
,

全部人类史
,

特别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

可以说就是人类不断摆脱压迫
、

获得自由的历

史
。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和追求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社会
,

是我们所
能预见的人类自由的最高境界

,

用马克思
、

恩格斯的话来说
,

即由自由人所组成的自由王觑
.

2
.

人们对自由的理论探讨中
,

涉及了多学科的自由概念
,

如政治学的自由
、

伦理学的自由
、

美学的自由
、

认识论的自由
、

历史观的自由等等
,

其中又把政治学
、

伦理学
、

美学的自由称为具

体学科的自由
,

而把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自由称为哲学的自由
。

各种具体学科的自由概念有不同

的涵义
,

同是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自由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别
。

应当肯定
,

对 自由概念从不

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探讨
,

从而阐明不同学科
,

不同角度 自由概念的不 同涵义和差别

是:
完全必要的

。

但是另一方面
,

既然都是自由
,

那么是否也应该有统一或同一之处呢 ? 如果不

能统一
,

为什么能够都叫自由呢 ? 如果能够统一
,

那么它们是怎样统一的呢 ? 本文力图对多种

自由的统一性作一初步的探讨
。

3
.

先作一点发生学上的考察
。

在人类产生以前的 自然界
,

是无所谓自由的
。

自由是随着人

类的产生而出现的
。

动物
,

即便是高等动物
,

尽管有了动物心理
,

有了某种意识的萌芽
,

但总的

来说
,

其活动是受本能支配的
。

本能对于动物来说
,

仍然是一种盲 目的强制的必然性
。

但动物

在进化的过程中
,

也逐渐出现了一种后天的可塑性
。

这种可塑性和进化的进程成正比
。

动物进

化的程度越低
,

其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性越强
,

其活动也就越受本能的支配 ; 而动物进化的程度

越高
,

其行为模式的可塑性就越大
,

本能的强度就逐渐减弱
。

本能强度和可塑性强度成反比地

发生变化
。

人是动物界进化的顶点
,

从本能的角度讲
,

在所有的动物中
,

人的适应性是最差的
;

但从可塑性角度讲
,

他的适应性又是最强的
。 “
当受本能支配的行为固着的丧失超过了一定的

限度时
,

当对自然的适应已不再具有强制性这一特点时
,

当行为的方式不再固定地由遗传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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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机制所决定时
,

人类就诞生了
。

换句话说
,

人类的存在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
。

,,o

4
.

人的自由的产生同自觉意识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

所谓自觉意识
,

是指主体对 自身有了

明确的意识
。

首先意识到 自己是与外物有别的一个独立的存在物
,

意识到人是与别的物种不同

的一个类
;
其次

,

意识到自己是与人类其他个体不同的一个个体
。

再次
,

对 自己本身的活动有了

自觉的意识
,

意识到 自己在想什么
、

做什么
,

为什么要这样想
、

这样做
,

这样想
、

这样做将会导致

什么样的结果等等
。

这就是人的活动的自觉性
。

动物的活动是无意识
、

不自觉的
,

只有人的活

动才具有 自觉的意识
。

所以
,

马克思曾把活动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作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 “

有

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
。 ’ ,②恩格斯对人的活动的 自觉性讲得更具体

明白
: “

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 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
、

有计划的
、

向着一定的和事

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
。

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
,

并不明白它们在干什么
。

人消灭植

物
,

是为了在这块腾 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
,

或者种植树和葡萄
,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

多倍的收获
。 ’ ,⑧

5
.

自觉性必然导致自主性
。

人的活动既然是 自觉的
,

这种自觉的活动必然是根据 自己的需

要
、

自己的愿望
、

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的
,

而不再象动物那样
,

只是受本能的驱使了
。

根据自己的

需要
、

愿望
、

意志来进行活动
,

这就是人的活动的自主性
。

自主性一方面和无意识的本能活动相

区别
,

另一方面则和受制于外力的强迫相区别
。

6
.

人有了自主性
,

人的活动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
、

愿望
、

意志来进行
,

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就

是自由了
。

但是
,

如果人们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只是停留在对外物的简单反映上
,

人们对外

部 自然界的作用只是停留在通过自己的躯体而引起 自然界的变化上
,

这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

的自由
。

因此
,

自觉性和 自主性还必须 向前推进
,

达到能动性
。

所谓能动性
,

是指能够创造外部

世界不存在和按其自身规律所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

如房舍
、

桥梁
、

电灯
、

电话
、

宇宙飞船等等
。

这

里说的创造包括观念形态的创造和物质形态的创造两种情况
。

首先是观念形态的创造
,

然后才

是物质形态的创造
。

只有先有观念形态的创造
,

然后才有可能实现物质形态的创造
。

所以
,

能

动性也包括意识活动的能动性和物质活动的能动性两个方面
。

能动性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性
。

7
.

自觉性
、

自主性
、

能动性形成为一个整体
,

是一个由浅入深
,

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
。

自觉

性
、

自主性
,

是能动性的前提
,

没有自觉性
、

自主性就不可能有能动性
;
能动性是 自觉性

、

自主性

的深化
、

归宿和体现
。

三者密切相关
、

有机统一
、

不可分割
。

8
.

自觉性
、

自主性
、

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

形成为人的自由本性
。

自由是一种主体性
,

是人的

一种特性
,

是人所以区别于物的根本特点
。

马克思说
: “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

特性
、

它的类的特性
,

而 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
。 ’ ,①毛泽东也说

: “
思想等等是

主观的东西
,

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

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

这种能动性
,

我们名

之 曰
`

自觉的能动性
’ ,

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 的特点
。 ’

,@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
“

想
”
和

“

做
” ,

都是指

有自觉性
、

自主性
、

能动性的想和做
,

因此
,

把这种想和做称之为
“

自觉的能动性
” ,

并明确指出
,

这
“

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 。

这种自觉能动性也就是人的自由本性
。 “

自由
”

是人的 自觉

性
、

自主性
、

能动性这种主体性的一种表征
,

同时也是这种主体性的一种量度
。

9
.

人的 自由本性依其展开的形式
,

分别表现为思想自由
、

意志自由
、

活动自由和生活 自由
。

思想自由是起点
;
意志 自由是决断

,

是思想自由和活动自由的中介
; 活动自由是对外部世界的

作用及其所引起的变化
,

是人的自由的主要表现
;
生活 自由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境界

,

是全部 自

由的结果和归宿
。

10
.

人的自由本性首先表现为思想自由
。

人的思想是外部世界的反映
,

当这种反映还只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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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直观阶段时
,

其反映的是具体的事物
、

具体的关系和具体的时空
,

这时的思想还不能脱离

具体的事物
、

关系
、

时空而活动
,

因而还是没有自由的
。

按照皮亚杰的说法就是还处在具体运演

阶段
。

当人们的认识发展进入到抽象思维阶段
,

皮亚杰称之为形式运演阶段
,

人们的思想活动

就能脱离具体的事物
、

具体的关系和具体的时空
,

而在无限的思维空间自由驰骋了
。

这时人们

的思想就获得了 自由
。

所以
,

思想自由并不是天生的
。

天赋只是说人作为人生来就有发展出思

想自由的潜在依据和可能性
。

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

就必须在后天的活动中从直接的具

体的反映发展为抽象的形式的反映
,

形成为抽象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
。

有了这种思维方式和

思维能力
,

人们的思想就可以摆脱事物的限制而进入自由状态
,

对事物在观念中进行任意的分

解和组合
,

作任意的想象和建构了
。

思想自由是人的自由本性的第一个内容和第一种表现
,

是

人的全部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动的前提和第一步
。

所谓思想 自由
,

就是人们想什么
、

怎么想应 当是 自主的
,

而不应当受外力的挟制
。

因为每个

人的思想是 自由的
,

因而人类才拥有无限丰富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产品
。

思想 自由的反面是思想

禁锢
。

思想禁锢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外部强制力量的限制
。

它规定你只能想什么
,

不能想什么
,

只能这样想
,

不能那样想
,

违禁了就要受到惩罚
。

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统治及其宗教裁

判所
,

我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及其文字狱就是如此
。

这种思想专制和精神禁锢
,

关闭了人们

的心灵
,

窒息了人们的智慧
,

摧残了人类的文明
,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

一种是人们自己思想上的

禁锢
。

人们出于对某种权威的崇拜和迷信
,

以致使自己的思想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

就是这种情

况
。

西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亚里士多德神圣化
,

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

以亚里士多德的是

非为是非
;
中国则把孔子神圣化

,

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

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

就是如此
。 “

文

革
”

中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的造神运动
,

人们在思想上对产生类似某种迷信的领袖崇拜
,

也是

这种情况
。

它对我国科学文化
、

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

n
.

其次
,

人的自由本性表现为意志 自由
。

意志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意志的 自主性
,

指的是一

个人在对问题作判断和决策时
,

既不听命于别人 的意志
,

也不受外力的干涉
,

是根据自己的意

志 自主地进行的
。

如果是听命于别人的意志
,

或者出于外力的逼迫
,

这就不是意志 自由
,

而是服

从和奴役了
。

诚然
,

在社会生活中
,

在一定的范围内
,

服从是必要的
。

但那只是就有组织的行为

而言
。

而在各人对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
,

则应有 自己的独立意志
,

根据自己的见解自主地作出
。

然而
,

意志自由并不是任意的选择和决断
,

而是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断
。

所以它是一种能力
。

恩格斯说
: “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

力
。 ’ ,⑦认识愈科学

,

选择和决断愈正确
,

意志就愈自由
。

所谓运筹帷幌
,

得心应手
,

就是意志自

由的写照
。

反过来说
,

意志愈自由
,

表明他对事物的认识愈全面
、

愈深刻
、

愈正确
。

这就是恩格

斯说的
: “

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
,

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
’ ,⑧

。

对一个

问题的判断和选择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
,

但是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认识的真理性和最优 的价值

性只有一个
。

盲 目的和任意的判断和选择
,

既不可能有可靠的真理性
,

也不可能有良好的价值

性
。

这种情况不是意志 自由的表现
,

恰恰是没有意志 自由或意志极不自由的表现
。

恩格斯说
:

“

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
,

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

行选择
,

但恰好由此证明了它的不自由
,

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
。 ’ ,

@意志自

由是指意志的自主性
,

而不是指意志的任意性
。

自主性和任意性是两种不同的主体性
,

是不能

混为一谈的
。

自主性是相对于外力强制而言的
,

意在自己独立地作出判断和选择
。

任意性则是

一种主观随意性
,

它是相对于合乎客观规律性而言的
,

是无知
、

盲目和武断的表现
。

有人以为意志 自由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

这是幼稚者的蒙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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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意志自由的庸俗理解
。

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可能
,

也做不到
,

如果硬要盲目蛮干
,

或者因为违

背客观规律而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

或者因为妨碍了别人的自由而遭到别人的抵制
,

或者因为

影响了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而遭到公众的谴责
,

或者因为触及了刑律而受到法制的惩

处
,

其结果不是获得了自由
、

恰恰是丧失了自由
。

12
.

再次
,

人的 自由本性表现为活动的自由
。

所谓活动自由
,

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

自

己的愿望
、

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的活动
,

因而是一种自主的活动
。

听命于别人的意志
,

屈从于外力

的压迫所进行的活动
,

是一种非自主的活动
,

因而是非自由的活动
。

活动自由也是一种能力
,

它

是一种操作能力
、

实践能力
、

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
。

这种能力一方面基于对作用对象的必然性

的认识
,

一方面基于对操作工具的合理的掌握和运用
。

所以
,

活动自由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
,

而

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

基于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自主活动
。

这就是

恩格斯说的
: “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
,

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

从而能够有计划

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 ’ ,L

13
.

又次
,

人的自由本性表现为生活自由
。

生活 自由是活动自由的目的和归宿
。

人的自由

本性是为生活 自由而发生
,

人的思想 自由是为生活自由而驰骋
,

人的意志 自由是为生活 自由而

决策
,

人的活动 自由是为生活自由而展开
。

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

王国的活动
。

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就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
。

在人类社会

未来的 自由王国里
,

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
,

过着真正 自由的生活
,

这就是马克思
、

恩

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

恩格斯说
: “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

而

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

只是从这时起
,

人们才完全自觉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只是从这时起
,

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 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

所预期的结果
。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 ’ ,⑧

14
.

分学科地考察
,

自由可以划分为政治学的自由
、

伦理学的自由
、

美学的自由
、

认识论的

自由和历史观的 自由等形态
。

15
.

政治学的 自由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自由权利
。

这种 自由权利是由国家的

宪法明文规定的
。

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
,

其宪法规定的公 民自由权利有所不

同
。

在现代一般民主制度国家里
,

大体上都规定有言论
、

集会
、

结社
、

通信
、

迁徙
、

请愿
、

游行和宗

教信仰的自由
。

我国宪法规定
: “

公民有言论
、

通信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示威
、

罢工的自由
” ,

以及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等
,

并规定
“

公 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
。 ”

自由和平等并不

如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说的那样
,

是一种天赋的权利
,

而是历史的和发展的
。

在奴隶制社会里
,

奴

隶没有任何 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

在封建制社会里
,

农奴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也是微乎其微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公民的自由权利比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要多得多
,

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
。

作为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

其基本涵义是
:

第一
,

它是宪法规定赋予公民的一种

权利
。

第二
,

在享有 自由权利的范围内
,

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

自主地去思想
、

去说话
、

去行

动
,

其思想
、

言论和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
。

第三
,

公民在享受这些权利时
,

任何人和任何团体都

不得干预和
.

限制
,

如果干预和限制
,

即是一种侵犯权利的违法行为
,

就要受到法律对其干预的

干预
。

任何人在行使 自己的 自由权利时不得侵害别人的 自由权利
。

所谓政治自由
,

简言之
,

就是公民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自主活动的权利
。

这在宗教信仰自由

上是表现得再清楚明白不过的
,

因为所谓宗教信仰 自由
,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教
,

也可 以不信

教
,

可以信这种宗教
,

也可以信那种宗教
,

即信不信教以及信哪种教完全由每一个人 自己自主

地决定
,

任何人和任何机关不得干预和强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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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学的自由讲的是道德行为的自由
。

在对道德行为进行评价的时候
,

离不开对必然

和 自由关系的科学理解
。

由于客观的和生理
、

心理的原因
,

在主体的意志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所

产生的恶行 (或不道德的行为 )不能由行为主体承担道德责任
。

但是在意志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

主体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是应当负责的
。

任何社会都有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
,

告诉人们应该

做什么
,

不应该做什么
;
怎样做是合乎道德的

,

怎样做是不合乎道德的
。

但是人们在确定或选择

自己的道德行为时却是由人们自己的意志决定的
,

你可以选择善行
,

也可以选择恶行
,

这就是

人们道德行为的自主性
。

正因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时是有意志自由和 自主决定的
,

因

而对 自己选择的道德行为必须负责
。

例如当有人落水时
,

有的人立即跳入水中奋力抢救
,

有的

人袖手旁观若无其事
,

有的人要求先说好价钱再进行抢救
。

第一种人的行为是崇高的
,

第二种

人的行为是低下的
,

第三种人的行为是丑恶的
。

如果否认这种意志 自由
,

人们也就可以对自己

的行为不负任何道德责任了
。

有意志 自由才有行为选择
,

有行为选择才要承担道德责任
,

要承

担道德责任才需进行道德评价
,

有道德评价才有人们对意志自由和行为选择的规范和约束
。

所

以
,

责任
、

评价
、

规范
、

约束和意志 自由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
。

17
.

美学的自由说的是美就是自由
。

为什么说美就是自由呢 ? 因为所谓美
,

就是对象引起

人们的愉悦
,

产生一种美感
,

得到美的享受
。

它既不是客体固有的一种纯客观的属性
,

也不是主

体的一种纯主观的自我体验
,

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主体感受
。

它既离不开客体的属

性
,

也离不开主体的体验
。

这种美感何以会产生呢 ? 从根本上说
,

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或活动

中
,

发挥了自觉的能动性
,

按照 自己的意志
,

运用自己的力量
,

改造了外界的对象
,

使它发生了

适合于 自己所需要的变化
。

这个发生了变化的对象
,

体现了人们自己的意志和愿望
,

表现了自

己的作用和能力
,

它是宇宙间没有任何别的物种所具有和能够做到的
。

他因而感到骄傲和 自

豪
、

兴奋和激动
、

愉悦和甜美
。

所以
,

所谓美感
,

从根本上说
,

是人类对自己本质力量的欣赏和感

受
。

美学家刘纲纪说
: “

美是由实践创造而来的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表现
’ ,。 。

这里讲的
“

个性
”

包含两层意义
:

一是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的个性
,

这种个性是作为人这一个类的个性
,

可以称

之为
“

类个性
” ,

这种类个性就是自觉能动性
。

人类有了这仲
“

个性
” ,

才能进行自由的创造
,

使自

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

一是指每个人的
“

个性
” 。

人作为一个类是相同的
,

但作为每一个个体又

是不相 同的
,

彼此之间
,

在素质
、

需求
、

爱好
、

意志
、

能力等各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

这种
“

特点
”

就构成为每一个人的
“

个性
” 。

由于每一个人的
“

个性
”

不 同
,

因而每一个人在 自然界这张
“

白

纸
”
上所书写的文字和涂画的画图也是各不相同的

。

如同所有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都是美的
,

但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又各具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

因而都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一样
。

简言之
,

美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对象化和展现
,

是人们进行自由创造的产物和结果
,

是人们

自由个性的表现和追求
,

它离不开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创造
,

所以说
,

美就是 自由
。

]
.

8
.

认识论的自由指的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的 自主性
,

即学术 自由之义
。

它大体包括以下

内容
:
(一 )确定认识对象的 自由

。

广义地说
,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认识对象
,

对世界上的任何事

物都可以进行认识
。

但是
,

每个人绝不可能同时去研究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

只能一个一个事物

地去认识
。

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把何种事物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
,

当然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

制
,

并不能随心所欲
。

但是
,

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

以何者作为认识对象
,

却是每个人可

以 自主决定的
。

绝不能由任何人去划框框
,

规定什么可以认识
,

什么不能认识
,

或者只能研究这

种事物
,

不能研究那种事物
。

这就是
“
学术研究无禁区

”
的道理

。

当然
,

组织的安排
,

团体的协商
,

那是另一回事
。

然而即便是组织的安排
,

团体的协商
,

也需取得本人的同意
。

本人同意仍是自

主性的表现
。

如果把某些领域设为禁区
,

这些禁区就会与科学无缘
,

成为黑暗的王国
。

这是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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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本性相悖的
。

( 二 )探索真理的自由
。

人们认识外部世界是要达到对其本质和规律性的

正确认识
,

求得客观真理
。

自从发生脑体分化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

脑力劳动成为剥削阶级
、

统

治阶级的特权
,

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的活动为他们所垄断
,

而与广大的劳动群众无缘了
。

这就

是所谓
“
上智

” 、 “

下愚
”
的由来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
,

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

人
,

认识世界
、

探索真理成为他们的一项基本任务和基本权利
。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只有少数天

才
、

领袖
、

权威才有权利和能力这样做
,

而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权利和能力这样做的
,

这无疑是

剥削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
,

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三 )发表意见的自由
。

人们的认识成

果要想成为社会的财富
,

必须予以发表
,

公之于众
,

为社会所了解
。

诚然
,

各人的认识成果由于

各种条件的制约肯定是有差别的
。

但是不管怎样
,

都得允许发表
。

不能只允许一些人发表
,

不

允许另一些人发表
; 只允许发表这样的见解

,

不允许发表那样的见解
;
或者只允许发表

“
正确

”

的意见
,

不允许发表
“

错误
”

的意见
。

这样做
,

表面看起来
, “

立场坚定
” , “

旗帜鲜明
” ,

实际上却是

形左实右
,

只能是阻塞言路
,

妨碍科学和真理的发展
。

一种认识之是否真理
,

只能经由实践的检

验来判定
,

谁都无权自封真理和钦定真理
。

对于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的问题
,

应当实行百家争

鸣
,

自由讨论的方针
,

有什么观点就谈什么观点
,

是什么意见就谈什么意见
,

既不能有打击的压

力
,

也不能有金钱的诱惑
。

在这里
,

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理
。

(四 )坚持真理
、

修

正错误的自由
。

人的认识有对有错
,

这是正常现象
,

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

因此
,

必须有坚

持真理
、

修正错误的自由
。

任何人
,

只要他 自己认为是真理的
,

就应当允许他坚持
;
同样

,

只要他

自己认为是错误的
,

就应当允许他放弃
。

有的时候迫于形势
,

正确的观点不能坚持
,

错误的观点

不能放弃
,

只能说违心的话
,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
。

应当肯定
,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

历史

上有过不少禁锢思想
、

压制言论的时期
,

后来都被冲破了
。

因为它违反人类的认识本性
,

违反了

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

19
.

历史观的自由讲的是自由的历史发展
。

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之后
,

就开始有了自由
。

原

始社会
,

生产工具非常简陋
,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

改造 自然的能力还很微弱
,

但毕竟与动物已

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

他们已经开给制造和使用工具
,

开始了改造 自然界 的斗争
。

科学技术的每

一步发展
,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

都是人类迈向自由的一步
、恩格斯说

: “
最初的

、

从动物界分离

出来的人
,

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 自由的
;
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

都是迈向

自由的一步
。 ’ ,L从 9] 世纪以来

,

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
,

而且越来越快
。

正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

马克思
、

恩格斯提出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飞跃的理论
。

所谓必然王国
,

是指人们受着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和奴役的社会状

态
。

所谓自由王国
,

是指人类摆脱了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和奴役
,

获得了解放
,

从而能够

自觉地自主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社会状态
。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

很高的水平
,

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 已大大增强
,

但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

政府状态
,

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始终无法完全认识和驾驭社会关系的变动和社会历史的发

展
,

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规律仍然是一种 自己不能驾驭反而要受其奴役的异 己力量
。

这就决定

了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
,

都绝不能摆脱必然王国的历史命运
。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

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

这就使得人们

有可能去认识和驾驭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
,

因此
,

开始实现从必然王国到 自由王国的飞跃
。

但是
,

社会主义社会又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
,

在各方面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痕

迹
,

因此
,

离 自由王国的实现还有很远的路程
。

只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
,

人们才能完全 自觉

(转第 4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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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源可以上溯到 《易经 》
。

如
,

老子提倡一种
“

玄德
” ,

其特征是
“
生而不有

,

为而不恃
,

长而不宰
” 。

庄子所设想的
“

建德之国
” : “

其愚民 而朴
,

少私而寡欲
,

… …
。 ”

都同《易经 》之
“

直
、

方
、

大
、

不习
”

的观念保存着血肉联系
。

《易经 》所透露的
“

无交害
”

的观念
,

成为我们民族
“

同舟共济
”

的思想渊

源
。 “

无交害
”

即不互相伤害
,

其逻辑结论
,

应当是要互相得利
,

这不正是墨家所提倡的
“

兼相爱
,

交相利
”

的思想萌芽吗 ?而墨子的
“

交相利
”
思想

,

正是我们民族古代劳动人民团结互助
、

共同奋

斗的理论基础
。

《易经 》所透露的
“

谦
”

的道德观念
,

成为我们民族谦虚谨慎
、

虚怀若谷的思想原

点
。 “

谦
”

含有
“

屈躬下物
、

先人后己
”
之意

,

这无疑又是道家守柔处弱
,

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基

础
。

总之
, 《易经 》所透露的哲学观念

、

政治观念
、

道德观念等
,

成为我国古代哲学
、

政治
、

伦理思

想发生发展的原始胚胎
,

对我国古代传统学术的孕育成熟产生了无 比深远的影响
。

就这些来

说
, 《易经 》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之源

。

(本文责任编辑 彭昌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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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
,

自然界的主人和 自己本身的主人
,

从而

真正成为自由的人
。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由王国
。

毫无疑问
,

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王国也是相对的
,

也只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的一个梯级
,

它不是自由王国的终点
,

而是自由王国的起点
。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
,

人类社会

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

仍然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

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完结
,

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没有完结
。

这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自由观
。

20
.

综上对人的自由本性及其四种表现形式的考察
,

对各学科 自由含义的考察
,

可以给出

自由的定义如下
:

自由是主体的自主性及其量度
。

作为质的规定
,

自由是主体自主性的表征
,

把

自主性和非自主性区别开来
;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人和动物的分界线

,

在具体的场合和具体的

意义上说明人本身有自主性和没有自主性的区别
。

作为量的规定
,

是主体自主性的量度
,

它表

明主体的 自主性达到
、

发展到 了何种程度
,

是衡量主体活动自主性的标尺
。

注 释
:

① [德〕埃里希
·

弗罗姆
:

《逃避自由》
,

工人出版社 1 9 8 7 年第 1 版
,

第 50 页
。

②④ 《 1 8 4 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
,

人 民出版社 19 79 年第 1 版
,

第 50 页
。

③⑦⑧⑨LLL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第 1 版
,

第 51 6
、

154
、

154
、

1 5 )
、

1 53
、

4 4 1
、

1 5 4页
。

⑤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66 年版
,

第 44 5 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66 年版
,

第 7 页
。

L 刘纲纪
:

《艺术哲学 》
,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9 8 6 年版
,

第 4 19 页
。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