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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视域下命运的自我把握

李印锋，孔 磊①

( 新疆师范大学 法经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于人的未来命运，人们当然有能够把握的

一面，又有不能把握的一面，所以我们应该在精神领域里提升人生命之精神境界，直面现实人生，做出适当回应，使人德业俱

进，生命充实完满; 在现实领域里力求与时消息、与时皆变和与时俱进; 在无尽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中找到自我的位置，以决胜

千里之眼观察社会，直面现实，以运筹帷幄之心探察人生，正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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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即是人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命运即是命和

运的有机组合的密切联系的整体，是人在面临和解决人类存

在的自由与必然本原性矛盾的过程中，存在的主体即人与其

赖以存在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历程。那么

关心人类自我的命运是关心人的发展的问题，也同样是追求

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主观努力。正如毛泽东所说:“未

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方向，不应该也不可

能地规定时日。”［1］在现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中，

物欲、人欲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横流不羁，使得我们面对

着更多的诱惑和选择。此时如何树立社会主义的科学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素养、能力，进而

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努力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的要求，无疑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积极提高自身素质

人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既是创造主体实现着主

体化，同时还是自身提高和创造的过程。每个人的智商也许

是天生的，需要做的事就是把它提高到自己的极限。人要做

的就是努力做好自己，发掘自身的潜能，培养好自己坚实的

良好品质。
( 一) 明确个人目标和价值。命运感源于人的自我意识

和自我反思，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又是由于生活的现实总有

目的。“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认

识总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对于真理

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世界在一定意义上

的不可知和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放弃对真理和属于自己的人

生追求。”［2］人正是从一定的目的出发，人才具有某种存在和

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有了目标，人的发展才有努力的

方向。确立生活的目的并把它置于崇高的地位，是成为一个

生机勃勃、全面发展的无限度的人极为重要的因素。人的目

标和方向的正确，往往比速度和效率更重要; 错误的目标和

方向，只能事与愿违。所以人首先要立志，人无志就等于人

没有目标，志存高远则心自纯洁。就应该像苏轼说的那样: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作

为一个有远大目标的人，需要我们能高尚其志，以圣贤豪杰

自期之者天不能限; 能超世特立，以天下后世自任之者天不

能害; 能刚健贞固，以不屈不挠而不怯者天不能弱。
( 二) 学会自我觉解和超越。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创造性

的存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认识和反思是人所

具备的固有品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的关系不但是一种

自然现成的，而且是一种超越性的关系; 不但是一种主体需

求与客体属性的随机形式关系，而且是一种创造性关系。柏

拉图所谓的“认识你自己”格言无论在何时都是有用的，只有

学会自我觉解和自我超越，才能正确选择和确定个人明确目

标，进而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一个人的能力表现其观

察、记忆、思维、想象、实践等各种形式中。它是最活跃的自

我素质，是推动自我认识改造环境与参与社会和自然竞争，

走向成功的内在动力与源泉。忘我是走向成功的路，只有在

这种境界里，才会超越自身束缚，释放最大能量，一个人拼搏

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越自我、追求无限的永恒过程。
( 三) 勇敢面对人生压力和挑战。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

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将不具备的条件准

备起来，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也能创造出常人难以成就的

业绩。任何时代都有生不逢时的人，人的一生难免身处逆



境，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不如意的事情化解为

自然之事。既然是不可以把握的外在力量，就不应该太在意

于这种外在的力量，而应该以达观的态度，去淡然处之。大

起大落，存在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生之中，同样存在于自然界

和人类思维领域。这种存在，就像你想要成为伟大人物，必

然要经历大起大落，经得起是非成败。谁应该对这一切的大

起大落负责，都有责任，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原谅。
黑格尔从“认识必然就是自由”的观点出发，认为人认识到命

运的必然性，从思想上得到自由，就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一

个人对于他的一切遭遇，如果能本着古谚所谓‘每个人都是

自己的命运的主宰者’的精神去承当，确属异常重要。要做

到泰然自若地面对灾难和生活的不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确

然了解世界上万物的存在，无论其大小，都有其必然性，这样

对命运就会感到一种真正的欣慰。
( 四)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人作为人并不是由于直接

是自然存在物就成为主体的，而是由于人超越其自然属性、
获得自由自我创造才成为主体的，他必然有他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责任和使命总是与人的类特性、社会性和创造性，同

人的追求的理想性、超越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自始至终存在

于人的生产、劳动、交往种种实践的活动过程之中。对于一

个人来说，境界低的人，永远讲不出来高远、成就的话; 心胸

不够大，永远讲不出来有格局、有气度的话; 一个没有使命感

的人，永远讲不出来有信服、有责任的话。人的能力是练出

来的，人的德行、人的胸怀和人的境界是修出来的。自我的

私欲不约束，道德不修养，情操不陶冶，就很难做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高尚的人和一个精神完美的人。古人们也是常有此

等的胸怀和志向。比如老子的“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为心。
立千秋业，创百世功，留万代名。”范仲淹的“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进居庙堂之高，退却江湖之远，都能挥洒自

如，得其所也。”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罗泽南在连丧三子，

妻又失明的逆境中还有这样的人生抱负:“益自刻历，不忧门

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拨俗而入圣; 不怕生事之艰，而惧无术

以济天下。”在那样艰苦的年代，确属难能可贵。

二 科学把握人生机遇

陈先达教授在其著作《漫步遐思》中认为: “偶然并不等

于机遇，这些偶然只有当紧紧把握并被充分利用时才成为机

遇。偶然性变为机遇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和进取性。”［3］机遇

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为它存在于运动之中、存在于矛盾之

中。邓小平理论中也有非常重视机遇的思想: “我们可利用

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

是善于把握。”［4］354

( 一) 解放思想和开阔视野。机遇具有其非规律性或偶

然性的特征，它产生于各种潜在性和显在性因素的相互作用

和变化之中。只有思想解放和视野开阔的人，抛开传统的思

想观念和思维范式，富于创新精神，才能正确认识到现时的

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发展状态和

趋向，才有利于把握机遇出现和正确做出价值判断和行动指

向。而对于那些思想僵化和视野狭窄的人，喜欢自我以往的

循规蹈矩、固步自封，不顾时代的步伐，适应不了时代的变化

新情况的人，面对任何有利时机也只会视而不见、错失良机、
无能为力。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灿烂篇章。这篇谈话不仅提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基本

点，而且提出了人的受动性、受检验性的基本点，必须把二者

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用他的话说，一要“敢于试验”，“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 二要“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

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4］372

( 二) 明确目标和坚定意志。整个命运系统都是在矛盾之

中、在变化之中，在这个充满矛盾、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也同样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迷惑、诱惑、干扰和阻碍。如果目标不明

确、意志不坚定，就会在把握机遇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动摇和偏

离轨道，最终是轻则事倍功半，重则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巴

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 机会获得是很不容易的，需具备三个条

件: 就是像鹿一般会跑的腿、逛马路的闲工夫和犹太人那样的

耐性。人生就是一个因社会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决定的“命”
( 不能抗违) ，而体现命的“运”又可以根据一定条件有所选择

这样一个矛盾的辩证过程。“命”与“运”相结合才会产生和

形成一定的人生结果或人生事实，对于一定的人生结果而言，

有此无彼或者有彼无此都是不行的。所以只有认定其命和抓

好其运共同具备，才会成就一定的人生业绩。
( 四) 灵活思维和敏锐视察。人的认知和思维系统对外

界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既需要直觉认知和思维，也需要理性

的逻辑思维，需要把这两种思维有机统一和灵活运用。命运

的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来实现的，这就为每个人把握时

机、抓住好运提供了一种可能。福祸、成败往往系于一时的

机遇，你如能把握住机遇，幸运之神就会光顾你，成功就会掌

握在你手中。反之，失掉这个机遇，幸运之神很快就会溜走。
现在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握住机遇。这当然不是消极等

待或企图以侥幸来获得，而是靠平时的努力，长期工作和知

识的积累，创造好充分条件，做好足够的准备，一有机遇自然

就能把握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

是要付出艰辛劳动的，正如孟子所说: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常言说得好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

准备的人。
( 四) 果断决策和快捷行动。从时间特点来看，“命”具

有稳定性，一般不会变。“运”具有变动性、即时性，“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正反映了“运”的特点。所谓“命”好的人，如

果信“命”不重视“运”，抓不住机会、整天坐在屋子里等老天

往下掉馅饼，那么你就是有再好的命也会一事无成; 相反，如

果完全寄托于“机遇”。消极地等待“机遇”，“机遇”也不会

偏爱你，它会从你身边溜掉。

三 合理作出时空定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物既作为个体事物存

在，又作为普遍联系的事物而存在。”［5］就是说所有事物在一

定时空中存在和发展，都一定要与其它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密

切相关。所以任何个人的命运不是一种与其它要素无关的

独立性的存在，也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命历程。个人的生

存和发展，必定自始至终以某种方式与其他要素相关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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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宁所说:“每个事物( 现象、过程等) 是和其他每个事

物联系着的。”［6］

( 一) 个人的命运与共同体及人类互存。所有事物在一

定时空中存在和发展，都一定要与其它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密

切相关。个人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存在，作为社会中的组成部

分，他的个人命运与其相关联的共同体是密切相关的，只有

从整体出发，才能对其个人命运有深刻的理解。人的本质不

能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人的本质就存在于现实的、可感

知的、发展变化着的共同体及人类之中: 离开了人的实践活

动，离开了这种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抓不住人的本质，就不

能理解现实的人。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具有共同目的和共同

利益而结合成的互存互利的集团，诸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

共同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自然等关系，我们

都要处理好与之的关系，合理作出时空定位和承担自己应尽

的责任。而现在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同样体现了并要求我

们应该关心自然的命运。
( 二) 个人命运与他人、社会及国家互进。对人的命运的

研究，要从个人、社会及国家的多重角度来把握。我们无法

摆脱的社会现实，更无法摆脱的社会关系，就注定了我们都

不会太自由，更无法脱离一些必需的关系。社会是由各个个

人组成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有机整体，对此的研究需要运

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系统是由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若

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体系的有机体。这说明

存在各个个体事物与其他事物具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

互制约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要求。用列宁的话来解释就是:

“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
一切联系和中介。”国家作为社会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形式，每

个人也属于国家的一份子，作为成员有义务为其发展而服

务。当前在进行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浪潮中，更应强调的

是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国家、社会的利益，这是社会的主

流。江泽民也这样说过: “年轻的同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

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的事业而奋斗。”［7］个人的命运必须和

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抛开国家的命运，只注重个人命运，

那么人的社会价值就无从体现。所以，我们不但要关心自己

的命运，更应该关心国家的命运以及自然的命运。

( 三) 个人命运与全球化及现代化互惠。我们应该注重

人的主体地位的坐标系统，形成以人为主体，世界为客体、人
以其主体的地位来把握和改造世界、以人类需要和发展为目

标的自组织的运动系统，科学合理地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

以及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全球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具

有一致性，现代化蕴涵着全球化，全球化蕴涵着现代化。在

一定的时空中，现代化是从时间的纬度，全球化是从空间的

纬度，来表达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程度的。推进向世界历

史的转变，是全球化的历史展开过程和现代化不断彰显的过

程。弗罗洛夫在研究全球性问题时指出: “人本身的未来在

一系列其他全球性问题之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并且它是一个

特殊的中心，是所有这些问题所组成的整个体系的集合点。”
他还认为:“这样去理解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隶属关系，确定解

决这些问题的战略，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

社会立场。这可以称为全球性问题的科学哲学。”［8］人类应

站在整个宇宙生态的角度，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自己是

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使

整个宇宙始终处在一个平衡、和谐、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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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Fate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ight

LI Yin-feng，KONG Lei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4，China)

Abstract: Pursu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point． The fate of the future，people are able to grasp the side of course，there can not grasp the side，so we should improve
in the spirit of the field of the human spirit realm of life，face the reality of life，make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make German indus-
try the times，successful enrichment of life; in the real field and strive with the message，and when the times are changing and; in the
endless time and space coordinates to find their place，winning thousands of miles of the eye to observe the social，face reality，detec-
tors in the heart of life strategist，face fate．

Key words: 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fate; g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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