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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限性是人存在的本质属性 , 认识到存在的有限性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境界;认识受到客观条件的限

制 ,需要在不断证伪过程中发展 , 意识到认识的有限性有利于解放思想 、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有限的现实生

活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 意识到人类实践的有限性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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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nitude is the essential at tribute of human being s , the recognition of w hich may help

improve thei r living realm .As man' s know ledge is limited by objective conditions , his acquis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 t is achieved through a process of falsification , and the cognition of such limi-

tation is conducive to emancipating the mind , and to promot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

ciety.The limitedness of the actual living w orld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to carry out human

practice , and the limited nature of practi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urthering the const 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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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

力的不断发展 ,人类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机遇 ,同

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人类力量的

增强意味着人类的行为既可能带来巨大的积极影

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 ,因而人类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正确认识人类的力量和界限 ,树立新

型的价值观 ,合理运用和调节人类的力量 。随着

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长 ,同时带来了生态 、

资源 、环境 、社会伦理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经济和

社会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现在也面临着转变

发展方式和经济软着陆问题。因而 ,我们需要进

一步认识人类自身。有限性思想虽然是现代西方

哲学的重要范畴 ,却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具有密切的联系 ,是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思

的关键切入点 。人的有限性的蕴涵非常丰富 ,本

文将从存在的有限性 、认识的有限性以及实践的

有限性入手 ,阐述人的有限性及认识到有限性的

重要意义 。

一 、存在的有限性及其意义

人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巨大的转折 。从笛卡

尔确立了理性思维的地位之后 ,人的主体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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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威

力发挥到极致 ,人类所形成的对理性能力的信仰 、

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精髓。

但是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 ,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之后 ,人的主体性又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

以及后现代主义前所未有的解构和消解:他们反

对先验 、反对对人的本质预设 ,对传统主体观念中

永恒 、凝固 、普遍的设定进行彻底的摧毁 ,强调有

限性是主体的根本属性。

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有限

性 ,人是有限的存在者。当人类在追问“我能够知

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 ?”“我可以希望什么 ?”的

时候 ,已经在最本质的程度上说明了人是一种有

限的存在 ,因而有限性是人的根本属性 。凡是在

“能够” 、“应当” 、“可以”成为问题并期望能够为自

身划定范围的地方 ,实际上已经表明人自身的“仍

-未-完满”[ Noch-nicht-erfǜllt-haben] ,而“这种

自身尚未被规定的完满状态的`仍-未' 就表明 ,

一种其最内在兴趣在于某种`应当' 的本质存在 ,

它在根基上是有限的”
[ 1](P206)

,说明了“不能够” 、

“不应当” 、“不可以”的客观现实性 。

对于人类来说 ,关键的不是排除“能够” 、“应

该” 、“可以” ,以消除有限性 ,而是要意识到这种有

限性的存在 ,并在有限性中实现自身的存在 。因

为人自身存在的诸种有限性是不可消除的 ,最简

单的 ,如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并非一种人类处于

不发达状态的历史现象 ,而是属于人作为人的本

质结构 ,是人无法摆脱的永恒的规定性 。因为无

论科学如何发达 ,社会关系如何进化 ,生老病死 ,

悲欢离合等等都是人最终无法避免的。

存在的有限性源于“此在”的有限性 。“此在”

的有限性是指作为时间性的存在 ,人是终有一死

的人 ,向死而生是“此在”的本质性规定 。人的生

存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有限的 ,但只有在对人的

“此在”的领悟基础上 ,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的有限

性 ,因为人的有限性扎根于人的存在 , “唯有当存

在这样的东西在 ,而且它必须在 ,有限性才会在那

里生存”
[ 1] (P218-219)

。人对存在的领悟主宰了人对

生存的领悟 ,不过人对有限性之为人的生存的内

在基础的认识还存在不足 ,“在其广阔性 、持续性 、

无规定性和无可置疑性方面 , 都还不为人

知”[ 1] (P219)。但只有领悟了“存在之领悟是有限

的东西中最有限的东西 ,它才能使有限的人的本

质存在的所谓`创生' 能力成为可能”[ 1](P219),认

识到“比人更源初的是在人那里的亲在的有限

性”
[ 1] (P219)

,人的有限性是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的基础 ,人是在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双重牵引下展

开的存在 ,才能真正敞开人的存在 。

人的有限性不同于人的局限性 。局限性是指

人碰到自身存在的边界之后被意识到的限制和约

束 ,由外在的碰触所引发;有限性则贯穿于人存在

的整个过程之中 ,由内在的反省所培育 。人的局

限性会随着实践的进步被克服 ,而作为向死而生

者的有限性则永远存在。人的局限性从消极的意

义上指出了人存在中所受到的限制和不足 ,而人

的有限性则有利于人保持警醒的自觉意识 ,进入

到存在的全新体验与本真决断之中 ,认识自身的

有限性是进入真正存在的前提 。有限性存在于人

的整个生存过程 ,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 ,能够在当

下把人的过去和未来凝聚起来 ,直面有限筹划本

真性的存在。

认识存在的有限性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境

界。有限之“有”预示着有限之外的“无” , 没有

“无”就没有“有” ,也不存在 “有”的有限性。但

“无”不是对“有”的简单否定 ,而是“无”与“有”一

起在“此在”的存在中体现出来 ,是在场与不在场

的统一 ,也是有限的存在敞开出场的过程 。有限

的存在包涵“有”与“无”的整体 ,并且此整体处于

永无休止的流动变化之中 。若人能够意识到自身

的存在是从“无”而来的“有” ,正是“无”才使存在

者得以显现出来 , “只有以`无' 所启示出来的原始

境界为根据 , 人的此在才能接近并深入存在

者”[ 2] (P145-146),会从“有”走向“无” ,实现“有”与

“无”的辩证统一 ,超出对当下在场的斤斤计较 ,在

现实生活中获得自由和超越。

在当下 ,认识到人的本体意义上的有限性 ,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 ,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公平问题。当代中

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比较严重 ,阶层固化现

象开始凸显。阶层固化会增强阶层之间流动的壁

垒 ,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分野日趋明

显
[ 3](P50-51)

,导致强势阶层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有

限性而肆意妄为 ,弱势阶层往往只看到自身存在的

种种局限却丧失了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 ,

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影响到整个社会对党

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认同。因此 ,应强化经济体

制 、政治体制以及教育体制建设中的公平原则 ,建

立和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和调节机制 ,使社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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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都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 ,同时又

不会失去通过努力奋斗改变现状的希望。

其次 ,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识

并尊重生命的有限性 ,可促进生态消费观的建立。

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这是人的终极有限性和本质

的规定性 ,不可能凭借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自

然资源得到解决 。认识到人的有限性 ,面对消费

社会的影响 ,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当代社会生活

中的很多需求属于“抽象的贪婪” ,并非人的真实

需要。认识到在消费主义影响下 ,重视符号价值

远远大于实际价值 ,追求物质丰盛却忽视了精神

匮乏 ,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 、社会危机以及人自身

的危机 ,难以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 4]
。因

而认识人的有限性 ,有利于实现消费观念的转变 ,

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 、良性循环的

新型消费观。新型消费观应建立在维护生态平衡

和社会平衡的基础上 ,保护自然环境 ,实现公平消

费 ,同时把消费的重心逐渐从物质消费转移到精

神消费 ,注重文明素养与精神生活的提升。

二 、认识的有限性及其意义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波普尔认为 ,所有理论

和学说从根本上说都是理论假说 ,科学与否的标

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 ,或可错性 。在波

普尔看来 ,理论都是真实真理与虚假内容的统一: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是真理 ,只要经过经验的

证实就意味着其包含真理内容;但其本身作为假

说与猜测 ,即使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实和确

认 ,归根结蒂还是人的主观猜测 ,最终无法摆脱被

证伪的命运 。以“凡是天鹅都是白的”命题为例 ,

这个普遍陈述实际上是假的
[ 5]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不存在白色的天鹅 ,而是说既存在白色的天鹅 ,也

有可能存在其他颜色的天鹅;存在着白色的天鹅

是这个陈述里面的真理内容 ,存在其他颜色的天

鹅是这个陈述里面的虚假内容 。

科学知识的本性只能是可证伪的。他认为 ,

知识的确定性只能来自于被经验所证实 ,但是 ,人

们的经验无论如何拓展 ,总是有限的;而且人们进

行归纳时所依据的经验总是已经发生的 、过去的

事实 ,无法保证必然适用于将来的情况 ,过去不能

证明未来。经验所涵盖的总是有限的对象 ,而科

学知识所关涉的对象是无限的 ,有限不能证明无

限 ,从单称判断到全称判断之间的鸿沟难以填平。

可证伪性是人类知识进化的必要条件 , “错误

的信念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 6] (P10)。正是因

其可证伪性 ,才会激励人们不断去寻求更真的理

论 ,这推动了认识的不断发展。波普尔认为科学

认识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提高理论的逼真

度的过程 ,也就是理论逼近事实真相的程度 ,提高

逼真度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加真理性内容与减少虚

假性内容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不断证伪的过

程 , “科学的进步总意味着向着更有趣 、更不平凡 ,

因而也更不`概然' (在这里`概然' 可取任何能满

足概率演算的意义 ,如缺乏内容或统计频率)的理

论的进步 ,这通常也意味着向着更不熟悉 、更不轻

松或似乎更无理的理论的进步”[ 6] (P337)。

可证伪性在促进人类知识增长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波普尔认为通过理性批判追求真理是最

好的求知方式 ,也是适宜的生存方式 。应该将理

性批判的思想贯穿于人类探索未知的全过程 ,因

为“我们的知识通过尝试和排除错误而增长 ,知识

的前科学增长与科学增长的主要区别在于 ,在科

学水平上我们自觉地搜寻我们的错误:自觉地采

取批判方法 ,成为知识增长的主要手段”
[ 7]

,只有

不断的进行批判才能够使我们不断提高认识的逼

真度 。因此 ,理性批判的态度是认识前进的动力 ,

“没有批判 ,就没有变革理论的理性动力 ,也就没

有智力的进步”[ 6](P451)。实际上 ,波普尔所提出

的“理性批判”的态度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指出的

“对于人类理性至关紧要的地方不在于要去排除

有些像`能够' 、̀应当' 和`可以' 那样的东西 ,从而

消灭有限性 ,而是相反 ,恰恰是要让这一有限性变

成为确定的 , 从而可以在这一有限性中保持自

己” [ 1] (P206)的态度。

人受认识条件的制约只能认识有限的真理。

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学的终结》中所明确指出的 ,黑格尔最为革命性的

地方就在于“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8](P298)这个基本思想 ,并指

出“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 ,

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

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

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

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 8](P 299),因

为“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

的 、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同样 ,今天已

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

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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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东西 ,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 ,而所谓偶

然的东西 , 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

式”[ 8] (P299)。任何具体的认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和一定层次上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需要进行

不断的深化和拓展 ,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转

化的过程就是认识发展的过程 。因此 ,我们应该

追求的不是最后的教条的真理 ,而是真理的最大

可能性 ,或者说向真理的最大敞开性 。这是面对

认识的有限性应该秉持的态度 。

意识到认识的有限性有利于解放思想 ,有利

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首先 ,意识到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有利于解放

思想 、破除盲从和迷信 ,为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提供思想依据。现实生活世界中每个人

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限度 ,所有的权威 、习俗乃至

常识都应该受到有限性的拷问 ,因此必须在现实

生活中破除盲从和迷信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深

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个人的

认识总是有限的 ,要多听不同的意见 ,这样才利于

综合”
[ 9]

,善于听取群众意见 ,虚心向群众学习 ,

做到“闻过则喜 ,从善如流 ,特别要听得进逆耳之

言 ,容得下尖锐批评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10] ,才

能够超越领导干部自身认识有限性的限制 ,推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因此 ,“党的领

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 11] ,尊

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发挥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

其次 ,意识到认识的有限性有利于推进学习

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

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终身教

育体系 ,建设学习型社会” ,并一再强调学习型政

党建设的重要性 ,而深入理解认识的有限性能为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因为

认识的有限性使人明确地意识到“再也不能刻苦

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 ,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

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 12]
所以“他必

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 ,

去更新 、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 ,使自

己不断适应变革的世界”
[ 13] (P75)

。在学习型社会

建设中必须强化学习型政党建设 ,只有通过不断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 ,

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从整体上

不断丰富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才能以改革

创新的精神面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

三 、实践的有限性及其意义

马克思对哲学的伟大变革就是把哲学从天上

拉回人间 ,从对无限的彼岸的静观玄想转到对有

限的此岸现实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上 。有限的

个体的感性活动是马克思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看

来 ,人始终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 ,而社会始终

是不断被人所实践化的社会 ,人与社会的辩证统

一构成了有限的真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要求哲

学从天国救赎回到尘世解放的主题上来 ,“对天国

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

法的批判 ,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

判” [ 14](P4)。

马克思指出其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对有

限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 , “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

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

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

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

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

何东西 , 按其本质来说 ,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
[ 15](P 22)

。在这一论述中 , “现存事物”与“既成

的形式”说明有限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唯物主义辩

证法的起点 ,而“必然灭亡”与“暂时性”则说明了

马克思是从有限性和时间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生

活世界的。只有从人的有限的感性活动出发 ,才

能把握人的有限本性 ,充分实现人的可能性 。

在马克思看来 ,有限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实践

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实践的有限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有限的。实践活动

的主体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 ,必然会受到其自

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制约 。自然属性的制约主要

体现在实践主体的生命特征及自然环境的限制与

约束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

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

他自然的关系”[ 14] (P519),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以及

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程度是展开实践活动的前提

和基础。社会属性的制约主要体现于现实中的人

不是孤零零的个体 ,而是生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

的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 ,其实践活动是一种类

活动 ,每个个体通过分工协作参与到实践活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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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

[Verkehr]为前提的 。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

产决定的”[ 14] (P520),实践主体受到社会发展程度

的限制和约束。

第二 ,实践活动的基础是有限的。现实的具

体的实践活动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展

开 ,受到历史实践活动的限制和约束 ,同时又构成

了未来实践活动的限制和约束 。“每一代都利用

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 、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

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

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

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14](P540)。实践活动的

基础是既定的 ,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 ,因为任何生产

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

物”
[ 16](P43)

。任何现实的 、具体的实践活动 ,总是

在一定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限制下进行的 ,

“是在一定的物质的 、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14] (P524)。

第三 ,实践活动的有限性还体现在实践活动

的过程中 。实践主体与现实生活世界都是一个不

断生成的过程:一方面 ,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现实生

活世界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 ,现实生活世界的变

化也推动人的特性在不断的形成之中 , “意识在任

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

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4] (P525)。在马克思

看来 ,实践对象也是在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

不断生成的 ,“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 、自我扬弃

的东西”[ 14](P 212),没有凝固不变的存在 ,只有不断

生成的存在。实践活动永无止境的前进运动是建

立在实践活动有限性基础上的 。

正是因为人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是有限的存

在者 ,才有可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 。“人作为对象

性的 、感性的存在物 ,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

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 ,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

物。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

力量 。”[ 14](P211)正是对自身有限性与必死性的清

醒认识 ,使人直面并进入真实的生活世界 。辩证

唯物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性在于实践 ,“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 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
[ 14](P 502)

。重要的不是为世界建构形而上学的

整体性理论诠释 ,而是寻求从现实生活世界中发

现人和解放人的可能性 ,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

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

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14](P527)。

意识到人类实践的有限性对于进一步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 ,重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性 ,可使人们

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 ,有利于引导人们发

扬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的精神。当前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

变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要完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一代又

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努力 ,不断把党的路线 、方针 、政

策付诸实践。“道虽迩 ,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

成。”[ 17]因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要“坚持发

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坚持科学务实态度的统

一 ,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 18] ,坚定信念 、顽强奋斗。

其次 ,重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性 ,可使人们

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 ,有利于我党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是“既符合国家和人民

眼前利益的要求 ,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

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
[ 19](P5)

。意识到人类实践的有限性 ,有

利于塑造领导干部“功成不必在我任”的思想境界 ,

做到“防止和纠正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 ,不贪一时

之功 、不图一时之名 , 多干打基础 、利长远的

事”
[ 19](P5)

。针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习近平同

志高瞻远瞩提醒我们 ,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一蹴而

就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旧的问题解决

了 ,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就

意味着必须直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 ,以“脚踏

实地 、埋头苦干”的精神去面对困难和问题。

最后 ,重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性 ,可使人们

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有利于培养持之以

恒的奋斗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必然会遭

遇到很多矛盾和问题 ,而矛盾和问题是普遍存在

的 ,并且旧的矛盾解决了 ,新的矛盾还会出现 ,这就

要求必须具备“知难而进 、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只有持之以恒 ,在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过程

中做到“经常抓 、反复抓 、持久抓”[ 19](P6),才能够不

断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难题。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 ,才能平稳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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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语

人的存在 、认识 、实践都是有限的 ,有限性是

人类确证自身真实境遇的出发点 ,也是人类追求

尘世解放与现实自由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 ,“从

在场到不在场的超越始终不脱离时间和有限的现

实”[ 20] 。正是人的有限性逼迫人进入到对真实生

存境域的思考与追求 ,并以“日日新 、又日新”的态

度构建学习型社会 ,最终以正确的实践态度及奋

斗精神获得自由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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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变风景道产品开发仅仅是对道路本身开发

的狭窄理念 ,要通过道路辐射至周边地区 ,在综合

考虑区位 、资源 、客源和社会经济综合环境等因素

的前提下 ,构建具有广谱性强和丰富度高的旅游产

品谱系 ,以满足市场需求 ,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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