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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为本质：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新探 

黄强军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 

【摘 要】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存在”与 “本质”的关系在教育领域有不同的表述。 

“本质先于存在” 关注的是过去 ； “存在先 于本质”关注的是将 来；而本文提 出的新观点 “存在 即为 

本质”则强调现在，表明了一种现实的人文主义观。建构这样一种教育哲学观，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实 

施人文主义教 育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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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存在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特的一句名言 ： 

“存在先于本质”极富哲理地揭示了人生的本质和意 

义 ，说 明了人本身的存在对人的决定作用 ，强调人 的 

主观性 ，体现 了对人 自身的肯定 ，从而高扬起 人文主 

义的大旗。在当今关 注人性 、人情 、关 注人 的生命 及 

命运的大背景下，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 ，存在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生的哲学 ，是真正 

的 “人学”。但是，将 “存 在先 于本质”的论题放到教 

育领域来观察与思考时 ，结合当今的时代潮流 ，它又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局限性来 。本文拟结 合人文主 

义教育对存 在主义哲学 的这 一论题作些 分析 与思 考 ， 

然后在此基础上提 出切合教育实 际的新 的存在 主义 的 

论题——存在即为本质 。 
一

、 “存在先于本质”之合理性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针对 “本质先于存在” 

的一系列哲学命题而提出来的。 “本质先于存在”的 

哲学观认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是在人产生之前就已 

经存在了的。这就表明了人的一切都是由某种外在的 

东西所支配和决定的。人对自身的生活及命运的东西 

如 出生 、畏惧 、孤独 、恐惧 、悲哀 、死亡等都是无权 

过问的 ，是无可奈何的 ，无能为力的 ，因为这些都是 

某种外在的东西如上帝 、理念 、人性等早已经安排好 

了的。这就抹杀了主观的作用，否认了人的自主性及 

自我意识 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人对 自身的理 

解 ，限制 了人的发展与进步 ，从而使得人类把 自己的 

命运交 由外界的某种不可知的东西去支配 ，丧失 了对 

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与追求 ，这是有悖于人的本性 

的。 

萨特从维护人的独立性 与 自主性的立场 出发 ，提 

出 “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认为先有人的存在， 

先有人 自身的思想和意识 ，才有关 于人之 所以为人的 
一 切东西。他把支配和决定人的命运的主动权牢牢地 

抓到人 类 自己手里 ，实现 了主体精 神由外界 向 自身内 

部 的转 变，从 而弘扬 了人 的主体精神和 自我意识 。正 

是有 了对 自身 的关注及 自我意识的增强 ，人们在这一 

过程中对人生及自身命运的关注也随之增加，从而促 

使他们主观能动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 ，体 味人生意义 ，使 自己 的人生过 得有 滋有味 、 

丰富多彩，这就充分地体现 了人的本性及其本质。 

二、 “存在先于本质”之教育批判 

萨特的 “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体现了人的本性 ， 

促进 了人的 自我意识的张扬 ，体现了当代人文主义教 

育思潮。但 在 “存 在”与 “本质 ”出现 的时间问题上 

却是有一定偏颇之 处的。特别是将 它运 用到教育问题 

上来时，这一局限尤其凸显出来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 

行一定的修整。 

众所周知 ，人之所 以为人 是因为人类具有独立思 

考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人类通过语言的交流 ，从而促 

进 思维的发展 ，而思维 又促进 了人类 自身的发展 ，保 

证了人类的存 在。所 以 ，海德 格尔说 ： “语 言是存 在 

的家。” f-I可以说 ， “能语言 ，会思考”是人的本质 

属性 ，是人区别于其它事物 的本质特征 。而通过思考 ， 

必然使人在关注其他事物的同时 ，关 注其本身 。所 以 

人的存在与思考同在。海德格尔说 ： “我们在 ，故我 

们思。我们思 ，故我们在。” [21这恰好说明 了人的存 

在与其本质是 同一 的。 

诚然 ，人从呱呱 坠地起 就在这个世界上据有一 席 

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存在是第一位的。有 了人的 

存在，才有了人的一切活动。只有具备了作为人的基 

本条件，才有可能实现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特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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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能说话 ，会思考”，才会有个人 自我意识 的产生 。 

在这里 ，存在是先于本质 的。但是作 为人 文主义 教育 

的 “人”，不是物理意义上的 “人”，而是指在精神和 

文化上使人成为 “人”的 “人”，不是 指在身体和外形 

上区别 于其它事物或动物的 “人 ”，而是指具有一定意 

识的能从事人类基本活动的精神的 “人”。这里所说的 

“存 在”，即指这种 能思考 、会说 话 、有 意识 的 “人 ” 

的存在。从教 育意义来说 ，人从 出生开始 ，还 只是 一 

个物理意义上的 “人”。这个 “人 ”只是具备成为精神 

意义上 “人” 的基本条件 。至于要使他成 为真正 意义 

的 “人”还必须通过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对其进行教化 

和影响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在许 多国家里 ，婴儿不 

能说是 一个 完全 意义上 的 “人 ”，在英 语里 “婴 儿 ” 

(baby)的第三人称单数只能用通常用来指物的 “it” 

来指称 ，就是这 个道理 。而一旦 这 个物理 意义 上 的 

“人”进入教育 ，学会 了走路说话 ，学会在 “交互主体 

关系”中交流，学会生 活，学会思考 ，形成主观意识 ， 

关注自身的存在之后 ，他就拥有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 
一 个全新意义上的 “人”就此诞 生了。而在他存在的 

过程中他的本质特征也 日益彰显：能说话、会思考、 

关注人生、关注命运⋯⋯所以，在人文主义教育看来， 

真的意义上 的 “人” 的存在 是与其本质共 生共存 的 。 

存在 与本质互 为因果 ，它们是 同时存在 的，而不是 萨 

特所说 的 “存在先于本质”。 

三、 “存在即为本质”之教育合理性 

当代人文主义教育认为， “存在问题是人生的根 

本 问题 ，教育 必须不 断 引导 和帮 助人们 思考 这些 问 

题。” 存在即为本质。人的本质就在于探索存在的 

意义、思考人性、人情、人生命运、自我意识。那么， 

“存在即为本质”的合理性何在?人的本质又如何体现 

人 的存在 ?下面试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 

其一 ，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 象化。人 自诞生 

之 日起 ，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他要面对疾 

病、死亡、灾荒、喜乐、悲哀等关系到他的生存的诸 

多问题。这些问题时刻困扰着 人类的心灵 ，叩击着人 

的心弦 ，使 他对人生 的境遇 、人生 的命运等 问题进 行 

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常常体现在人的存在上，体现 

在 他的言行上 ，有 的还通过文学 、艺术等形式表现 出 

来 。这种思考 与表达 ，是人 的本质力量 的必然显 现 ， 

也是作为 “万物之灵”的人对人生的深刻关注与反省 

而形成的 。这种关注与思考 是人所特有而为其他动物 

所没有的 ，它只有通过形成人的教育才能形成。人 自 

带着他的大脑 和双手 来到世 间后 ，就处 于各种有 形和 

无形的影 响和教育之 中。这种影响 和教育形成 了人 的 

思想 和语言 ，促成 了人 的主观性 的形成并通过人 的存 

在表现 出来 。例如 ：死亡是人生 的重大问题 ，也是存 

在的基本问题。人生来就有一种对生存的渴望。因而， 

对死亡充满了畏惧感。但是通过教育和影响，可以使 

人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人们从生命存在的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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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去看待死亡，就有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 ，或轻于鸿毛 ”的说法 。死 亡是存在 的孪生 兄弟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生 即是死 ，死 即是生”，一个旧 

的人死去 了，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由此诞生 。死亡 即是 

存在。只有死 亡才能体会到人的存在。所以 ，海德格 

尔认 为 ， “人 生就是 一场大 悲剧 ，只有处 于畏惧 、烦 

恼 、死亡状态时 ，才能体会到 自己的存 在。” [41波普 

尔也说： “正是每时每刻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才促使 

我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51人类通过教育和影响， 

经过 自己的思考 ，认识到了死亡对于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 。 

其二，存在与本质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存在即 

为本质 ，本质 即为存 在。存在与本质是 作为人 的最重 

要的两个方面，它们共 同构成了人本身。自从教育 

“形成人”后 ，这两个方面就在人身上得到 了统一和一 

致 的体 现。人 的存在 是为 了实现人 生的意义 和价值 。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则体现为人的存在。前面说过，人 

是语言和思维的存在物 ，语 言和思维体现 了人的本质。 

人 的主观性 即是语 言和思维发展 和完善 的表 现。通过 

语言和思维，人有了对 自身命运的主观思考，产生了 

人 的主观性 ，他的独立性 和个性也 由此 孕育 和诞生 。 

于是，人有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和决定 自己生命意义 

的自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即通过这种带有明显主观 

色彩的语 言和思维表现出来 ，这又体现 了人之所 以为 

人的本质。所以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人的存在和 

人 的本质共同表现 ，人 的存 在和人 的本质共 存于人生 

的意义与价值之中。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是人文主 

义教育所着重探讨 的问题 。在人文主义教育看来 ，人 

的存在与本质是同一的。它们共同统一于人生的诸多 

问题之中，也共同统一于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人本身。 

所以说，存在与本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水 

乳交融 ，密不可分。存在即为本质，本质即为存在 。 

“存在即为本质”关注的是现在 ，它从人的本质 

即为存 在这一现 实出发 ，强调 了教育要把握 人现时 的 

状况 ，根据当前的人的思想状况 、理想追求 、人生追 

求采取相应的对策，表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这是符 

合我们的教育实际的。从现实的角度看， “存在即为 

本质”的哲学命题对于当前的人文主义教育也是有一 

定的实际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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