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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浪潮的时代背景之下，萨特对当代人所处的生存困境进行了分析，推崇人的“理念

自由”的绝对性。但是，他者也是另一个自我，他者自身也有着绝对的“理念自由”，那么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自由必然产生冲突矛盾。并且，无论是自我还是他者，他们的“理念自由”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现

实世界的制约。因而，萨特逐渐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观点以及价值理论，寻求社会历史领域

中的“现实自由”。但是，萨特后期“现实自由”的转变不是对早期“理念自由”的对立和颠覆，而是

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实现“理念自由”与“现实自由”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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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ve of existent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Sartre analyzed the sur-
vival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advocated the absoluteness of “ideological freedom”. 
However, the other is also another self, and the other has absolute “ideological freedom”. So the 
freedom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s bound to produc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Moreover, 
the “ideological freedom”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s inevitably constrained in the real world. There-
fore, Sartre gradually began to absorb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viewpoints and value theory of 
Marxism, seeking for the “realistic freedom” in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What’s more,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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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alistic freedom” in Sartre’s later period is not the opposition and subversion of “ideological 
freedom” in his earlier period, and the fusion of “ideological freedom” and “realistic freedom” can 
be realiz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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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由观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早期对存在

主义本身进行分析，形成了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原则的“理念自由”理论，强调人拥有绝对的、抽象

的自由。但早期的“理念自由”无法给处于社会历史中的人们以真正的自由，因而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寻求突破“理念自由”，从而实现“现实自由”的路径。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萨特前期“存在先

于本质”中蕴含的“理念自由”观点；其次，阐明萨特从“理念自由”转向“现实自由”的具体原因；

最后，力图阐释萨特后期“现实自由”转向所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逻辑”观点。 

2. 早期“理念自由”的阐述 

在笛卡尔、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下，萨特早期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本准则，构建

了相应的自由理论思想。从自由的发生、过程以及后果三个角度，我们可以厘清萨特早期自由观的理论

脉络。 
其一，人命定是自由的。萨特明确指出，“实际上，我们是进行选择的自由，但是我们并不选择是

自由的：我们命定是自由，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被抛进自由，”([1], p. 604)。从自由发生的角度

来看，在人这一概念出现之前，人就是自由的，并且无法摆脱自由选择。萨特通过“存在先于本质”的

理论进一步说明人命定的自由，“意思就是说鲜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

己下定义”([2], p. 6)。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使其人生成为可能。人是没有任何预

先的设定。因此，人不仅可以对目的做出选择，而且人的本质也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去创造的，亦即对

自由的人本身做出了选择。 
其二，自由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某一种固定的结果。萨特认为，“明确地说明‘自由的’是这种表

述不意味着‘获得人们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由自己决定(按选择的广义)去要求’。”([1], p. 602)关于

自由，我们需要强调的不是最后结果的好坏，而是人自由选择的过程。萨特对“选择的自由”和“获取

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作出了阐述：“获取的自由”是一种体验式的过程，是针对固定的、唯一的行为结

果的一种体验过程。而“选择的自由”则不仅仅局限于体验对象，而是一种创造对象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结果是由于人的自我选择所产生的，因而具有不确定性。萨特对自由的自主选择做出了进一步说明，

“人除了自己以外，别无立法者……人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人不能够反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

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2], p. 30)这就是说，

人首先是存在的，并且能够在社会之中自由自在地行动，但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人的自我选择，无关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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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实现自由虽然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导者，但也并不意味着抛弃一切。准确地来

讲，实现自由仅仅意味着人可以自主规划其生命，循着为自己所设置的最终的目标付诸行动，尽管这一

目标的成败与好坏都是不确定的。 
其三，人自己承担自由的后果。萨特的自由观不仅强调人的主观性，更是强调人自主设置一个解放

自己的目标而得以存在，在不断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而能否成为真正的人则源自

于人能否在自我选择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人依旧需要一定的价值标准去约束人类的行为。

而在此之前，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观点，萨特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不存在，人就找不到一

个推卸责任的地方和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因此，萨特所描述的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只能在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上去进行自由选择。而且，人对自己行为的负责并不是对某一单次的行为后果

负责，更是对最后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负责。这是人区别于物的特征，也是人重获尊严和人之为

人的重要表现。 
从自由的发生、自由的过程到最后自由的后果可以看出，萨特早期所阐述的自由均围绕“存在先于

本质”的基本准则展开，但却始终囿于个体本身之中。尽管不能片面地将萨特的自由学说划为唯我论的

或是孤立的自由，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早期萨特所说的自由始终围绕了个体本身、个体的自我意志开

展，主张实现个人内部的超越。因此，萨特早期基于“存在先于本质”的自由观脱离了社会历史环境，

这种自由实则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自由”。 

3. “理念自由”的实践转向因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丧生，萨特在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对个体

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集中营狭小的空间使萨特感觉自己始终处于他者“注视”之下。

他认为，“注视”是一种意识活动，因而肯定了自我是一种作为主体的存在；并且从他者的角度来看，

注视使他者成为了自我的对象，承认了他者的存在。但是他者通过“注视”对自我产生的约束作用对人

的自由产生了极大的损害。“注视”是一种双向性的活动，一方面，自我“注视”着他者的活动，该行

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者自由。具体而言，我“注视”着他者的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这个

活动中，自我是主体，而他者则成为了为我而存在的对象和客体，因而他者为我的意识所定义，从而丧

失了作为主体的自由。另一方面，他者同样也在“注视”着自我的活动，我被他者“注视”着，我也在

无形中受到他者意识的定义，这对自我的个体自由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萨特看来，个体自由与他

者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经历过二战的人们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受到巨大伤害。萨特也重新思考自由问题，他发现抽

象的、理想化的纯粹存在主义视域下的自由理论并不能帮助西方人民逃离水火，也不能支持人类的自由

事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

释现实，而是强烈地渴求一种‘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种要深入到现实中去的自由”。([3], p. 12)法国共

产党当时因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法国受到广泛关注。萨特也将

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早期的自由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

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 pp. 135-136)当早期理念自由在投入社会历史

领域中遭遇瓶颈时，萨特注意到，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将人类历史定义为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及其演

变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总体这一揭示历史的总体性的论断[5]，无疑指明了一条摆脱“理念自由”困境的道

路。在萨特看来，总体化的历史并没有掩盖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看到不同

主体之间的差异性，生产关系的变化亦是人作为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活动合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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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的，同时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并没有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因此，萨特后期在实践逻辑下重新

审视社会领域中人的自由，逐步化解其早期“理念自由”中所说的片面和抽象的自由。 

4. “实践逻辑”下的“现实自由”实现 

不同于早期思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萨特后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思

想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实践逻辑”为核心，从主客体间关系和主体间关系探索如何实

现从“理念自由”到“现实自由”的转变。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实践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

的基础。[6]而在萨特早期阐述的“理念自由”来看，无论是自由的产生，还是自由后果的承担，自由活

动仅在个体内部发生，与客观世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正是基于这一点，萨特后期在马克思主义“实

践逻辑”的影响下，对实践活动中个体自由进行了重新思考。萨特认为，“在一种必然经验的统一中，

每一个实践都是作为由他人对自己的存在—客体之超越而在物质世界中，并通过物质世界自我构成的”。

([7], p. 170)这说明，不同于早期一味强调人的命定的自由和自主选择，萨特后期考虑到了客观物质世界

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制约，人的自由需要在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之间的交互活动中得以

实现。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在萨

特后期思想中则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客体的超越，即“对已知的事物来说，实践是

否定性，但这始终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对于被当作目标的客体来说，它是肯定性，但是这种肯定性通向

‘非存在’(non-existent)，通向尚未存在的东西。”([7], p. 78)“否定之否定”表明，主体的实践活动虽

然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否定之否定”，实现原有基础上的超越；

其中的“肯定性”表明主体的实践活动对客体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使“尚未存在过的东

西”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人主体性的决定性与超越性便得到了重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同样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萨特早期的“理念自由”与后期的“现实自由”之

间仍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意味着两种自由观相互对立，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相反地，后期的自由

学说承认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体的制约，将抽象化的理论自由拉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这

是对前期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主旨的延续和补充，最终以此来寻求人的真实的现实自由。 
此外，萨特早期“理念自由”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矛盾和冲突也在实践逻辑的影响下逐渐削

弱。正是从个体实践出发，萨特积极探寻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群体实践中实现主体间的自由。而在具

体的论述中，萨特聚焦于“匮乏”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匮乏——作为在实践的多元复合性自

身内部的实践多元复合性同周围的物质性的已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7], p. 264)这一

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起点的探讨有相似之处，认为一旦缺乏必

要的生活资料，人就无法生存，更不用说人类历史的发生。出于“匮乏”的现实生存条件，人类才有通

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创造人类历史的可能性。然而，“匮乏”也仅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可能性基础，而

并非现实性的基础。 
在萨特看来，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基础正是个体实践，由“匮乏”引发的个体实践才是人类历史的起

点。人通过实践满足生存需求，不断克服“匮乏”。但是“从需要中产生的实践是一种整体化，它的运

动朝向自己的目的，并从实践的角度将环境变为整体。”([7], p. 222)旧的需要被满足，新的需要仍然不

断出现，因此孤立的个体实践并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共同利益使诸多个体开始聚拢在一起，而“匮乏”

则反过来成为促进诸个体间的共同实践的动力。从集合到群体再到集团，人们为了共同利益通过自由自

觉的共同实践活动克服“匮乏”，实现人的不断超越。在后期萨特“现实自由”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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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完全对立冲突的关系在满足“匮乏”和共同实践中实现了缓解。在保障群体活动内个体的自由的

前提下，人们凝聚在一起进行自由的共同实践，实现共同的目的需求。 

5. 结语 

萨特早期强调“人命定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以及自主承担自由的责任，给予了作为主体的

人以极大的重视。但是，早期的萨特在讨论自由时却局限于作为主体的人内部，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自

由”。然而，人绝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135)。所以，当投入具体的

社会历史领域中时，作为主体的各个体之间的“理念自由”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最后，萨特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寻找到了调和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矛盾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指导下，萨特将

人的自由重新置于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讨论，开始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体与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之间的互

动。并且，萨特还意识到，通过共同实践满足“匮乏”的过程中，个体自由与他者自由之间的矛盾也能

够实现调和，并最终实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自由”。 
此外，萨特前期的“理念自由”与后期的“现实自由”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理念自由”通

过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实现“现实自由”，而“现实自由”也需要在“理念自由”的指导下才能最终

实现。换句话说，在实践逻辑的内核方法论指导下，“理念自由”与“现实自由”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前期的“理念自由”，还是后期的“现实自由”，萨特始终强调人为自身立法，

恢复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了“人”本身以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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