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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冥想文化》的笔记-内在的存在和外在的存在

                                      节选自《人和人们》 【西班牙】加塞特 
一、内在的存在和外在的存在
    斗争未必是必然的，但要避免斗争肯定是很困难的。因为要避免斗争，需要许多在质上和重要性上
相互不同的因素由于彼此谦恭谨慎而达到和谐——一种高度的善。有必要再提一下谦恭。谦恭有助于
一个国家顺利地度过那可怕的时代，他可以使足够的人意识到某种“度”。在这个度上，上述那些观
念是异常模糊和极度混杂的。
    社会学以模糊混乱的观念充塞人们的头脑，他的无能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灾害。简而言之，社会学
并没有与时代并进，从而使时代也缺乏支撑，濒临崩溃。
    当今，很少有人喜欢那种对选择真理、对在沉思中把握自身有益的安静。几乎整个世界都与自身分
离而处于喧嚣之中。与此同时，人也与自身分离，丧失了自己最基本的特征：沉思反省的可能性，也
就是回归自身从而能够自己判断和说出什么是他自己真正糊涂的，什么是他真正尊敬和什么是他真正
憎恶的。与自身相分离使人自己茫然，使人“失明”，迫使人在狂乱的梦境中机械地行动。
    动物受有异与自身的“他者”左右和统治。可以说，动物总是与自身相分离的，它的生活在根本上
是由“他者”引起的一种躁动，是从属于“他者”的。（躁动的状态也即与自身分离的状态。“存在
与自身之中”的状态通常用到“沉思”、“冥想”、“反省”等术语。
    当我们深入思考这种持续不安的命运时，我们会在某一时刻对自己说：“真累！”即使我们对此并
无明确意识，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它也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真正的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因为这
意味着，我们感到一种特殊的困倦，一种无缘无故的困倦。这种困倦是由下述原因引起的，即我们想
象自己也被迫象动物一样生活，总是被环境折磨并被迫紧张地注视着环境。但是，你们也许会问：人
难道不会发现自己有时也处于与动物相同的境况，成为外部世界的囚犯，出于对周围事物的恐惧困惑
之中，其生活完全被外界事物制约吗？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人与动物的基本不同在
于，人可以中断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注意，可以把自己和周围环境分开，是自己的注意力发生根本性的
转移——即撇开外部世界，直接面向自己，注意自己内部的精神世界，这种转移从动物学的角度是很
难理解的。
    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指向自我的思维称作反省、冥想。人具有把自身与外部世界分开直接面向自己的
能力。如果说的生动一点，人具有存在与自身内部的能力。人所具有的把自己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的奇妙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撇开外部世界的同时，可以确保自己不冒重大的风险；另一方面
是在“离开”外部世界之时，任然有其归宿。
    人迫使“他者”、外部世界一点一点地变成人自己。人使世界人化，人把自己的理想注入世界，甚
至可以设想，在遥远的将来，有朝一日可能外部世界将会为人所同化，以至于我们的后代在世界上漫
游，如同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漫游一样。
    在人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下属三个阶段是周期性地重复出现的，当然在形式上愈来愈复杂：1人
感到自己失落或被淹没于事物之中；2人通过巨大努力回到自身，形成关于事物的观念和支配他们的
可能方式，这是人在自身中的存在；3人返回到外部世界，按照预想的计划去行动。 人的使命决定人
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行动。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正是为我们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得
成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人绝不能认定，他能够操作思想，即以充分适当之方式出现的思想，只有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才称
其为思想。或者通俗地讲，人无法确认自己将是正确的和自己将击中目标。事实上，人与宇宙中的其
他存在不同，他无法象老虎确认自己为老虎，鱼确认自己为鱼那样，确认自己为人。甚至我们可这样
说，与宇宙间其他的存在不同，人始终不是确定的“人”，恰恰相反，成为“人”正好意味着永远要
超越现存的人，作为某种生活的“问题”，一种绝对的冒险。活着，如我所习惯于说的那样，存在，
实在就是某种“戏剧”。只要我们不知在将来会发生什么，因而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那就意味着
一切都是戏剧性的。
    奥古斯特·孔德：“人在根本上说，就是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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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对文化的偏执”，就是把文化和思想当做某种自我确证、其有效性由自身本质确认而无需其
他证明的东西展示于我们面前，不管他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本身被置于
听命文化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生命才具有价值和意义。人类生活自身，我们的真正实存成为手段
和无意义的事情。
    这种对于生活与文化、行动和思考之关系的颠倒，在上个世纪，甚至直到不久以前，导致了一种观
念、书籍、艺术作品的生产过剩，一种真正的文化膨胀和泛滥。如果我们用一种玩笑的形式来使用“
主义”一词（因为我不相信主义），上述结果也许可以称为一种“文化的资本主义”，一种拜占庭主
义的现实形式。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代替了当代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为消费、为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
生产。象在资本主义中发生的一样，市场饱和，危机随之而来。无需人们提醒，最近在这方面发生了
令人吃惊的变化。
    与把思考和行动相割裂的理智失常相对的，是另一种相反的失常状态，即唯意志论式的失常。抛弃
思考，神化纯粹的行动。
    要人们回到动物去的煽动者和诱导者总是存在，并且已经对文明构成了威胁，使人类丧失反映的能
力。他们自己被长久地驱使入群，以至于无法重建其个性，无法获得安宁。他们贬斥真理，崇尚神话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他们成功地将人们投入激情、投入热情与恐慌的矛盾之中，使人脱离自身。十
分清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过在于能够回复到自身之中，如果使人离开自身，人的意志和抱负就
会减退和丧失，从而人就被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纯粹行动被神化的每一阶段的明确标志，都是人性的
丧失，其间充满了罪恶。人的生活丧失了价值，各种形式的狂暴，尤其是掠夺四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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