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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4辑)》内容介绍：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其意义在于通
过比较扩大自己对异己的文化与哲学体系的认识，而不在于以自己来同化、吃掉对方。
恰恰通过认识对方而达到对对方的一种理解与肯认，并能从中吸取自己之所需。
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是全知全能的，而且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把整体宇宙的问题看清楚。
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佛教文化中的如来佛，中国文化中的圣人，都是这种理想化的人的观念形象。
由这样有缺陷的人而组成的群体，进而国家、民族的文化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主
流的看问题的系统方式。
而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这些有缺陷的看问题方式总想借助于一种现实的权力而成为一统天下的
精神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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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是“未完成的动物”，这是段德智教授的“主体生成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特别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永远崭
新的话题。
说它古老，乃是因为人作为“未完成的动物”从其脱离动物界之日起，就不仅不能不作为主体的人而
生存，而且在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中也不能不反思和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
说它崭新，乃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有朝一日丧失了自己对自己的“未完成”的意识，丧失了自己
的生成性，他也就因此或是把自己对象化为“神”，或是因此而把自己对象化为禽兽。
一个个人如此，一个社群，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情况亦复如此。
因此，人的主体性和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乃是一个人类永远不能不说也一定会永远说下去的话题。
人类历史在一个意义上也就是主体或人类本性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历史。
“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也就同时改造了他自己。
主体或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性或自生成性之谜的谜底就在于此。
”一如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　　从生物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人的身心结构的“非专门化”，
人的这种“非专门化”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人的“非完善性”、“非完成性”和“自完成性”，根本不
存在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是一个必须由人自己的活动来构建的世界。
从哲学观点来看，叔本华的“看穿个体化原理”，尼采的“成为你自己”，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拉康的“个性理论”和福柯的“自我伦理学”都可以看作是主体或作为
主体的人的生成性的见证。
即使从神学角度探讨，结果同样如此，人的“未完成性”和“生成性”是人既区别于神也区别于一般
动物或一般事物的一项本质规定性。
　　正是在人是“未完成的”意义上，段德智教授指出：人类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和生成性的
思想和学说也就因此而永远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永远不可能有什么“最后一言”。
因此之故，对“最后一言”那怕是一星一点的奢望都是与“主体生成论”的主旨相左的。
而且，对“最后一言”的任何企图也都是没有结果的。
正如我们不把笛卡儿、康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的主体性思想视为“最后一言”一样，
后人同样也不会把我们的“主体生成论”视为“最后一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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