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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人。在经由现代性意义危机下，人的精神家园的荒芜丛生，而“安身、立命”作为

儒、道家伦理的一种价值，对精神家园的建设问题的解答，是中国式的，并且显示出了当代价值转换。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从精神上实现自我超越。让中国人可以体用为一，成为

一个活脱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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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are people, they are people. Under the cri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ity, people’s spi-
ritual home is barren and overgrown. As a valu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thics, the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home is Chinese style, and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value. Therefore, we should achieve self-transcendence spiritually through the 
study and refer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et the Chinese people can use the body as one, become 
liv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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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世界总是太忙碌，顾不得去打理。总是以现实为起点，也随之结束。我们的内心总是去向往外

界，而不是回归本心，回归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

断地迷茫，不断地发问。我们的身心不断分离，“心”的速度追赶不上“身”的速度。“心”与“身”

如何平衡？达到回归到自己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正确把握。 

2. 精神家园缺失的分析 

回顾历史，对于精神家园缺失这种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现象，在西方，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经典的

论述和解决的方法。作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在对现实的世界沉思时曾言道：“举凡一切维

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的。”他试图从精神上解决实际问题，却建立起思辨这

个精神王国，精神成为自己的产物。回到当代，对精神缺失现象的回答，西方哲学家尼采、柏格森等非

理性主义大师，将将精神的缺失诉诸于生命之流。带来理性主义消磨殆尽。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根据“道”

对人的精神问题进行思考的，形成特有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家所构建的“内圣外王”的价值体系。将

中国人的现实与理想沟通在一起——人是生活在忙碌生计而烦恼的人，但也是诚心正意、克己修身的人。 
对经由现代性人的精神家园缺失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将从主客观来论述： 
就客观方面而言，精神缺失之因在于功利社会评价机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在试图

战胜种种矛盾和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美好世界。但就现实而言，功利主义使人们对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

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人又常常只注重物质需求，忽略精神层面上真

实的需求和满足，导致了生命价值被漠视，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健康、消极、颓废的境地。就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

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

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

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

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

由来代替了。”功利主义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这个社会中，只见物，

不见人。人的精神的发展被严重忽视，成为“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 
从主观上看，精神家园的缺失是由于工具理性疯狂开发造成的。导致人类认识能力低下造成了精神

的空虚与异化。到了现代，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等洗礼，理性主义的认定。它是一种以逻辑为基

础的哲学思维方式，将人视为认识对象。用理性的思维去阐释这个世界，获得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掌握。

这种理性使人们认识到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理性屈服了，变成

了人追逐利益的手段。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理性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作用。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歪

曲成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结果造成异化的人。因此，我们必

须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来反思这种现象，合理对待理性，关注人的真正的生命的学问，为实现真正的人而

奋斗。现在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有社会主义自我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是具有优秀传统

文化大国，就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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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

好。”[1]。因此，对理性进行必要的限制与规范，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身全面和谐发展的方向

迈进。 

3. 精神家园建设来自主体人的安身、立命 

精神家园的失落，就像莫比乌斯环，加重了自己身体的伤害。人不知其精神主体是谁，更别说你在

物的世界里是怎么样的了。因此，人必须有一种精神作为支撑，才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且安身立

命，恰恰与之相得益彰。安身立命是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它强调人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外在环境

和内在自我的冲突。安身立命在大众口语的说法，通常指人生能安分地过日子，精神上可以有足够的快

感，有依赖，不要为人生着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身立命”。而正式出现在宋释道原《景德

传灯录》卷十：“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与今天精神家

园建设相结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反问当代人怎样才能安身立命？ 
我们称它为安身立命之学，是中国哲学中的至高境界。安身立命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生命——至善至

美。这里人类精神和宇宙万物合而为一。这就要求人们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和崇高的道德情操，

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同时追求一种至善境界，并非靠外物所能实现，但它是经过人们自身修养、不断修

炼得来的，即“圣人”、“真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它是对现实人生最完美的超越。在对现代性精

神家园失落：和物的矛盾、和自己的矛盾，而导致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人格困境，回顾先贤的思想，

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点。 
具体地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个人本身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仁由己”的思想，主体主动地运用

所有要素，即知、仁、勇，不断培养自己精神境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实现于现实中安顿，确立

生命。同时通过“修身”、“齐家”等方面的论述，来实现对个体人格和社会道德层面上的完善。其次，

作为儒家左派孟子，从“仁义”一词说起。“仁”与“义”都是建立在道德伦理之上的行为方式和准则。

但“仁”仍是居于统摄地位，是作为四端的基底，同时也作为终极目标构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逻辑路径。

其“可欲之为善”则说明了要想实现精神的安顿，必须要是在其内部为主的，即自己的心要发挥作用—

—自身即是宇宙。而“仁体”的向下落实则是“仁义礼智”，这种的知识则是外部的积累，最终依归仁

德，至此“天下归仁”焉。而荀子身为右派，在其《礼论》中曾言：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

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所以，他主张“修己以敬”，以修养自身来完善

人格。这里阐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这也是“涂之人皆可以大禹”的原因。所以说“圣人之教，必

先使人知其假，然后能使知其意。”荀子认为实现安身立命，人性必须从教养开始，无修养之性，则不

能善。因此他主张“君子必以礼从”，即要求人们“修德以养其志，养志以养其身”。这样的教养，便

是“礼”，礼涤荡了人们的情感，使人们变得清净高雅。回到现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

生曾说：“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

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主义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

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变成了漆黑一团了”[2]。虽然并未使用安身立命一词，在这里我们可以

把牟先生对于生命的学问归结于对于人的安身、立命。通过德行主体的内在超越，实现个人的精神生活

升进通向人文世界。是最终实现的是人与物、人自身、乃至世界万物的合一。达到自身的生命的学问。 
有别于儒家思想，道家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进而提倡回归自然，任何人都不应改变。老子作为

道家为代表，核心思想是“道”，提倡“无为”，与儒家的“有为”相对，要求人们“绝圣弃智，绝仁

弃义，绝巧弃利”以达到“绝学无忧”这一自然本真状态。这种精神世界中的最高理想，就是“无”，

即要使人们远离一切物质欲望，保持一种超脱世俗的心境和心态，从而实现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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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就会导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俱聋”。“无为而治”就意味着人们要抛弃所有的杂念，回到

最本质的生存方式，也就是顺应天地之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庄子继续发挥“无为”

思想，要想达到生命的自由的解脱之道，一是逍遥于物，二是齐生死。所以他认为的最高境界是“不食

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是翱翔于天地间的“真人”。 
尽管，儒、道家对安身立命有不同诠释，但是它总是建立在人类此岸世界之上，而不是彼岸。在这

些道德性主体因素中是贯穿始终的，人们安身立命的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天命”，来确立内在

本身的道德生命。而这个过程，则是一条不断超越自我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讲，儒、道学的“安身立

命”观念，无不反映着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也显示出了对个人生存境遇的担忧与期待。 

4. 安身、立命的建构 

安身就是立命，立命就是安身。安身立命，势必要在中国人生活中以整体的方式扎根[3]。由“安身”

“立命”双向奔赴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之道。对建设精神家园，只有把两者辩证

地联系起来看，才能让中国人安身立命。 

4.1. 安身——立命的建构 

进入现代社会，人必须先满足对于自己的需求。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掌握。

这就需要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去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传统哲学里，人们往往把物看作人

的附属品，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而没有意识到人本身就是物，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目前社会中，

人已满足于自身存在即物之需求。人与动物相比，有其特殊性，即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了物的使用价值，

从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事实情况却是物的需求与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不符。马克思曾言：“经

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物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它只是一种商品，人的精神生活也随之失去了意义。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到只有“有用性”才存在，

这正是人所面临的困境，即人对物的依赖性，丧失人的主体性，失去了处世之立命原则。同时，海德格

尔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有着精辟论述，指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给予我们

达到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的前景。”[5]。其对“物的泰然若之”和“神秘的虚怀”是对安身立命的最好

的“诗意栖居”。 
同时，“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而自致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6]。于此《论语》给予了我们良好的警示，孔子于物欲之追求不事甚求，

而敏于一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使人的生命突破自身的生理限制，将道德精神建设向自己生命中凝结。

其次，《大学》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6]。在对明心见性以达求立命，必须对物质一道有着明确的认识。这

种认识就是把成就人与物于自身的人格世界当中去，个体的生命同群体的生命永远连接在一起。人的本

质在于对象性活动，因而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就需要从物观入手，从实践出发，从历史出发。寻求人生

真理——物也应该随之改变其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样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为“志于道”

之生动写照。因此，我们不能把人与物相分离，而应该将物视为一个整体，从对物本我和超我的统一中

去认识物的存在。回归到马克思对事物的古典把握——“人和物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中对物能全面

掌握，引导自身安身，才可为立命之建。 

4.2. 立命——安身的建构 

对外部性的某些开发总归是外在的，没能涉入灵魂的彼岸。对人的掌握仍需回到主体性或者精神性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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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上来。无论在古代或现代，儒家是为人自身立命，作为完整的个体生命体来讲，生命讲求大气磅礴，

把自己和万物齐起来，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个人的生命阐发是与天齐一的。

具体来看，纵观孔子一生，他已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将自己的生命

与天命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超越自身“气血心知”而在具体生命无限的人格世界的显现[7]。这种显

现既是对现实立命的超越，又是复归于现实的立命。即孟子所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

“扩充”不仅是对精神境界的扩充，更是对生活实践中的扩充，已求“尽心”。以推动在现实的世界与

超越世界的有机统一中，实现自己的内在超越，完善自身的生命境界和精神生命。 
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的精神家园描述为——人生四境：“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

境界”。这四个方面都与人的精神有密切关联。冯先生把人的状态分为四类，为了更好地改善人们的内

心，超越自身道德价值。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更应突出其有机一体，从空间上看，就是融

合，生命就是要给自己立起来，是站得高，以便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在时间上是跨越，从过去、现在、

将来三个不同阶段来把握，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为了展现那生命的本质展现。

所以，他把自己所理解的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再由内向外上升。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更高的觉悟与修

养来认识和把握自身，并通过不断地反省与学习来获得完善。以实现自我超越，达求现世的安身。这就

是立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从人生的历程来看，有一种力量是永远存在的，就是

我们本身所拥有的智慧和才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我”而不是“你”。唯有不断地提高智慧与能力，

为了使它臻于完善，由此生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5. 结语 

安身立命的本身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建构关系。安身与立命在这

里被当作一个中国的古老命题，并对此进行了简要阐述。但若是从更深的层次去认识这个概念，那么就

会发现这并不只是一个平常的哲学问题，并体现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生

命价值观。既表达了人对自身价值与意义的反思，蕴含着人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又包含着生存意义

上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在人对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探索与认识，其中的“为人”思想

以及由此形成的“为道”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伦理性。安身立命论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理论

形态之一，而且它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甚至可以说，“安身立命”这一命

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文明精神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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