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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

战胜自我是 自有文明史 以来就存在的哭千人的一个重要命题
。

那么
,

其意义

何在? 人 自成其为人之日起
,

也就是文明翻开第一页
,

人就与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的
、

天赋的
、

冲动的总和搏斗
,

同时也不断地同那些 自身创造的文化模式撕杀
,

这就是超越自我

的过程和内容
,

而超越自我的终极理论就是
:
人是不断进化的产物

。

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本能就是怕死
、

怕孤独
,

即生存的本能和依赖别人的本能
。

人企图完

全挣脱这两种本能而又不可能完全挣脱这两种本能
。

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模式中
,

最重要的

模式就是 自由
。

由于人不能完全挣脱依赖别人的本能而存在
,

因而也就决定了人不可能绝对

地自由
,

而成为 自由这一文化模式的影子
,

并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逃避 自由
。

当胎儿与母体分离
,

割断与母体相联结的脐带时
,

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人的诞生
。

但是
,

这种独立仅仅是肤浅的意义上的
。

作为实质意义上的人
,

这时的婴儿依然是母亲生物体的一

部分
。

因为这时他仍需要母亲的喂养
、

携带
,

在各个方面离不开母亲的照料
。

几个月后
,

婴

孩的大脑神经和身体的其它方面发展起来
,

他通过 自己的行动
,

体验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
,

于是他能辨认他人
,

会对别人微笑
,

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步—
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

几年以

后
,

儿童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
,

并把 自己与别人比较
。

这时
,

儿童显示出一种特有的
“
自

我中心
”

— 个体意识觉醒
。

然而
,

这时的
“
自我 中心

”
并不排斥他对权威 (主 要 是 指 父

母 ) 的屈从和崇拜
。

他的生物本能依然存在
。

待到儿童长到十几岁
,

个体化意识明显强化
,

表现出极为想摆脱父母的束缚
、

对学校教育的反感的倾向
。 “ 生命诚宝贵

,

爱情价更高
,

若

为自由故
,

二者皆可抛
”
实在是对青少年把 自由作为 自己最高追求的写照

。

自由
,

在他们看

来就是没有压抑的自我实现
,

创造极限的自我价值
。

不幸的是
,

当青少年为此而 努力 的 时

候
,

烦恼
、

失败
、

挫折便接踵而至
,

于是
,

青年问题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

说到底
,

青年间

题就是一个文明人与生物人的冲突间题
,

而冲突的结果永远不是文明人完全取缔生物人
,

也

就是
“

既不是生物学上的那些固定的和天赋的冲动的总和
,

也不是稳定地顺从于它们那些文化

模式的毫无生气的影子
。 ”

追求自由
,

使人越来越个体化
,

越来越孤独
。

孤独意味着什么 ?

意味着危险
。

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

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

感时
,

他就不会害怕这个世界
,

而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时
,

将强烈地感到世界的存在
,

感受到世界显得是那么强大
,

而自己显得那么弱小
。

于是个体的他在世界面前感 到 一 种 威

胁
。

这时
,

生存的本能和依赖他人的本能又强烈地作用于他
。

于是
,

人开始要战胜第二个 自

我
,

一

从文明模式— 自由的模式中挣脱出来
,

逃避自由
。

为什么随着个体化的强大随之而来的却是孤独呢 ? 这是因为 日益发展的个体化过程的一

个方面
,

就是自我力量的增长
,

部分地 由个人条件
,

但主要是 由社会条件制约
,

个体化和自

我力量的增长受到了限制
。

如法律
、

道德规范等
,

一般的人均不得超过这一限度
。

要逃避自由
,

就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
,

使 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
,

以克服孤独感和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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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感的冲动
。

但是这种冲动的结果
,

并不能把个体化倒转
,

或恢复到个体化的初始状态
。

就象婴儿出生后不可能再回到母体一样
,

他在心理上也不可能恢复到原 始 状 态
。

于 是
,

他

(她 ) 们经常采取屈从的行动方法
。

然而
,

屈从的结果证明
, 那种冲动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

屈从使人有一种自卑感
,

感到被压迫
,

被剥夺
,

感到这个世界不属于自己
,

而是属于别人
,

自己被这个世界所奴役
。

由此看来
,

屈从不是逃避 自由的办法
。

另一种超脱办法是宗教式的
,

它否定现实中的一切
,

诸如名誉地位
、

物质金 钱 甚 至 生

命
.

一切的价值
,

诸如幸福都被规定在彼岸世界
。

既然生没有意义
,

那么以生为前提的个体
“
自由

”
也就失去了意义

。

显然
,

这种办法对于人是毫无意义的
。

另一种办法
,

也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而又不会导致冲突的方法
,

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建

立自发性的关系
,

通过这种关系
,

在不否定个人独立性的前提下
,

把个人与世界连结起来
。

这种关系最主要表现在爱与创造性工作上
。

它植根于总体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之中
,

只服从

于有利于自我发展的那些限制
。

他积极地与所有人团结一致
,

自发地活动
。

超越 自我
,

不仅要超越原始的我
,

还要超越文明的我
,

最终要实现的是 自我与自然和社

会的和谐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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