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 １ ４ 年 １ 月中圓社会科学院研窆生既学报 Ｊ ａ ｎ ． ２ ０ １ ４

第 １期 （总１ ９ ９ 期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Ｎｏ ． １

实 残 ４ 成 的 自 我 氙其 兩 在 逻辑

刘 莹

【提 要 】 马 克 思从早期 向 成 熟期 的 转 向 ， 取 消 了
“

自 我
”

、

“

自 我 意识
”

概念 ， 却没有取 消
“

自 我
”

问题 。 虽 然他没有 明 确提 出 完整的
“

自 我
”

理论 ， 但是 不 乏超越近代 自 我观念 的 新思 想 。 马 克 思通过揭 示

人 的 实践和社会存在本质 ， 为 自 我 的 生成 、 自 我认 同 、 自 我 意识 、 自 我 与 他者 的 共存 方 式 以 及 自 我 实现等

问题提供 了 新 的 思想 内 涵 。

【 关键词 】 自 我 自 我意识 马 克思 实践 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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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思早期是以青年黑格尔派 自 我意识哲学家的形方面是将具体的
“

我
”

的产生和 同一性 、 存在意 义 的根

象 出现的 ， 在其早期 著作 中 ，

“

自 我
”

和
“

自 我意识
”

源都理解为实践 。 马 克思不是从人对世 界 的认识角 度 、

这些近代哲学主 旨性的概念 曾 多次 出 现 。 但是在其思想而是从人对世界的现实活动 的角 度 出 发来认识 自 我 ； 不

的 中 、 后期 ，

“

自 我
”

和
“

自 我意识
”

概念 出 现的 次数是从一般的现实活动 出 发 、 而是从
“

实践
”

这个决定人

越来越少 。

“

现实 的个人
”

、

“

劳动
”

、

“

实践
”

、

“

社会关的本质的活动 出发来认识 自 我 。 这是马克思 区别 于 以往

系
”

等概念逐渐成为他主要 的关注对象 。 这也就是学界和 同时代哲学家对 自 我理解的独特进路 。

所公认的马克思转 向
“

现实 的人
”

、

“

现实世界
”

， 从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 的概念 ， 实践是
“

人能动地

胃 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是人的存在方式 ， 是人

看上去 ’ 马克思 的 这种思想转 向 似乎 意 味着
“

自
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 人通过物质生产实现与 自 然之

我
”

问题在他这里被取消 事实上 ’
“

自 我
”

这个关
间的物质变换以保证生存 也在这个过程 中进行交往活

乎人的生存
ｊ
迷的基本哲学问题不可能轻易被

〒
解 。

ｉ 动 ， 结成相应的社会关系 。 在物质变换 、 结成社会关系
西 乃

ｉ
哲

的 同时 ， 人也必然 以 自 己 的需要和 目 的性意识为动 力 ，

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 ， 是一切思潮 的牢 固而不可动摇

的 中心 。

”① 此时马克思虽然很少直接使用
“

自 我
”

等相

关概念 ， 却正是通过对其早期所继承的近代
“

自 我
”

的

扬弃 ， 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
“

自 我
”

问题的方 向 。 结合
实践的对象性活动 中 自

ｆ

’ 与他我和外＿—

马 克思哲学 的核心范畴 ： 实践 、 人 的本质 、 社会存在 、

‘

ｍ＆

人的雛等 ， 本文尝试分析他对 自 我 问翻五个重要力
形式出 现 ， 但根本上是为 了解除每一个 自 我 与对象 的对

° °

抗 、 对立 ， 实现 自 我和对象的和谐 、 互相包容 。

一

、 自 我在实践 中生成

① ［徳 ］ 恩斯特 ？ 卡西尔 ： 《人论 ？ ， 甘 阳译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马克思对 自 我问题最根本 的解答就是提供了实践这

个
“

自 我
”

生成的根基 。

一方面从实践 出发解读大写的② 杨耕 ： 《 为 马 克思辩护 》 ， 北京 师范大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０ ４ 年版 ，

“

我
”

， 即人反思 自 己
“

何 以 为人
”

的本质 的解释 。 另
一第 ６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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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莹 ： 实践生成的 自 我及其内在逻辑


在实践中 ， 作为主体 的
“

我
”

与作为客体的
“

我
”

体来统摄 。 由 此 ， 所谓人在 时 间 、 空 间 中 抽 象 的 同
一

及客观世界区分开来 ， 进而使得人将实践活动与 自 己 的性 ， 在马克思这里变成 了
“

现实的个人
”

在具体的时间

直接肉体需要区分开来 ，

“

甚至不受 肉体需要 的影响也 （必要劳动时间 、 剩余劳动时 间 、 自 由 时 间 等 ） 中 ， 与

进行生产 ，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 的具体的 人 和 物 打交道 的 过程 中 ， 实 现
“

我
”

与 自 然 、

生产 。

”

因此 ，

“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 自 己
“

我
”

与他人 、

“

我
”

与 自 身之间 的 同一关系 。 在时刻持

二重化 ， 而且能动地 、 现实地使 自 己 二重化 ， 从而在他续的 、 本质上
“

为我
”

的感性物质性活动 中 ， 人化的 自

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 自 身 。

”？ 然和社会成为人类 的
“

自 我
”

以 及每一个具体 的
“

自

人在实践中将世界把握为
“

关系
”

的存在 。 在对象我
”

的确证 。

性的活动 中实现
“

我
”

与世界 的辩证统
一关系 。 这种辩时间和空间都被还原为与人的原初的感性现实活动

证关系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 ： 首先 ， 实践是创造 自 我相关 ， 变成基于个人兴趣和选择为最直接起点的直观感

和创造对象的过程的统一 。 其次 ， 自 我 的塑造表现为在受 ， 成为
“

人的积极存在
”

，

② 因此人的 自我不需要超越

实践中不断生成 、 将世界变成
“

为 我
”

存在 的
一个过时间和空间去寻找 （最终用一个

“

先验
”

的 自 我来作为

程 。 人依据主观的需求和对象的现实规律进行认识 、 分解答 ） ， 而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 中生成 。

析 、 规划 、 实施 ； 同时 ， 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形成人的活由此 ， 所谓
“

我
”

对 自 身 同一性的 内在确认 ， 正是

动成果的体外积累 ， 并通过社会传播和遗传的方式将物在这种对 自 然 、 社会和他人的对象化活动 中生成 的 肉体

质与精神 的成果推广 、 留传 ， 从而不断提高 、 丰富 自 我状态和意识状态 ， 而这种 自 身 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随着

的认识 、 实践能力 。 实践的变迁而不断生成的开放性过程 。

一

 ＪＬ ｉ 奋 々 的 “ 白 我 １

＝
１ 
—

， ，另一方面 ， 在 马克思这里 ，

“

我
”

的认 同本质上是
— ＇“

我们
”

的认 同 ， 而且这种认 同是在历史关系 中通过不

到现代意义的
“

自我认同
”

同共同体的连续性而实麵 。

‘ ‘

同
－性

”

有关
“

自 我
”

的
－个核（、论题 ， 从根

⑩

自 本 中

本上说 ， 讨论 的 是 如何从时 间 、 空 间 和关系 的 变 动性 ｆ
在

中 ， 找到－个能義认
‘ ‘

我
”

的本雌麵 。段化＿ ：程 卩
－獅細 当下性 巾被藤

〕

Ｉ 体 自 我不

近代哲学沿着 内 向反省的思路 ， 试图姻－个腦

时间 和空间 的 、 具有
“

本体
， ，

意义 的
“

我
”

， 由 此来确
－ 自我认同 ， 而是在■意义上的

“

共＿属感 ＋

认 自 我在变动 中的不变本质 。 从 中世纪哲学将上帝作为 自^

稳定 自麵根源开始 ， 西方哲学就沿着
“

内在
”

自 我－ ｆ
路前行 ， 本社与诉诸上帝的思路是－致的 。形式存在 ， 以提供 自我确认的稳定 性和安全感 。

？
、

这些认识的本质在于 ： 从内在 自麵 自 足性来酿更进－

＝

， 马克思
＾

提出 时间是人的发展空 并

自 我的 同
－

问题 ， 麵于人本身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不
１

自 足性 ， 在 自麵雜翻 ］肯定鋼时 ， Ｒ能走随越

时间和空嶋
“

自 我
”

的先验建构 ， 以此来保证
“

我
”健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 的各

的 内在同
－

。 这样－来 ， 自 我在被重视酿端的 同 时 ，

＆意味着 ’ 不 同 时代 ＇ 处 于历史 的不 同时间 节 点 的人

也变得虚无化了 ， 变成一个仅仅是抽象的意识 ， 反獅
们 ， 也因为这种

“

时间性 的发展 空 间
１

而
＾
系在一起 ’

以解释现 实 中 处 在 关 系 中 的 、 历 史 过 程 中 的 多 样 的
°

“

我
”

。

—

我
， ，

的认
，

仅是共时性的
“

，
， ，

的认

马克思从这种 近代意义上 的 、 内 向 性 的
“

自 我 肖
同 ’ 也是历时性＠ 我们

＾ 同 。 在这个
，
义上 ’ 人

－

”

的思路 ， 走 向 了现代 ；ｔ义 的 、 现实关系 中 的
“

自
彳会拥有时＿空社对于不 同共 同体 、 不 同阶级 、 对

认同
”

。 他所做的 ， 就是将
“

自 我
”

还原到现实 的关 系


和过程中 ， 还
“

自 我
， ，

以真正 的时间和空 间 。 其 中最为① 马克思 ：
《 】 ８ ４ 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人民 出 版社 ２〇〇 〇 年

关键的 ， 就是超越传统思维中 的 内 向性思路 。 ＳＳ ’ ｌＳ ｓ ｓ ｍ 。

－方面 ， 如上文所述 ， 通过物质实践活动 ， 人建立
②

＝
克

页

思恩格斯娜 第 ４ ７ 卷 ， 人民出版社溯 年版 ， 第

起
“

我
”

与 自 然 、

“

我
”

与他人 、

“

我
”

与 自 身之间 的 同③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 年版 ， 第

一关系 ， 而不是向
一个思想实体复归或者 由一个思想实 ８ ６

？

８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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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这个
“

类
”

的归属感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 形不 同指 向 ， 但在其形而上学 的本质上却是相通 的 ， 使得

成 ｒ
一

种人类特殊的文化遗传 。现实 的人折服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力Ｍ 。

＿＾ 马克思将人的存在视为社会存在 。 实践性的社会存

三 、 重回人间 的 自我意识在 内在包含 了人的 自 然存在 和精神存在 ， 将二者统－起

＿来 。 社会存在为理解人的
“

自 我
”

提供 了 重要 的存在 论
在马克思 的 ｉｉ解 中 ’ 自 我意

＾
由先验 的 、 绝对 的＆鹏 ， 从根本上揭示 了 自 我 与他者 的共存方式 。

＾社会性的实践是社会存在 的核心 ， 使得人实现交往
＃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 ’ 自 我意识是先验＿１提 ’ ‘

活动 、 集结成社会共同体 。 只 有在社会实践 屮 ， 只有 当

足
？ 现实 世界背后 的绝对力 量 。 而在 马 克思这里 ， 自 我Ｓ人联合起棘 个共同麵体 中进行生产活 动吋 ， 人对
识是人關实活动的－个环节

：

目此
“

人能祕継肖
自獅他人齡识 、 对韻 自細意识 ， 齡ｍ 己 从域

象的过程并不是作为
‘

纯粹活动
’

的 自 我意识创造对象
于某个共同体 、 从属 于人类 的 意识 ， 才能产 牛 并发展 。

（对象意识 ） 的过程 ’ 而是现实 的有形体 的人 的
‘

職工具和产品 的普臟是人織立基糊 社会关 系 和

性的
’

（ ｇ ｐ 客麵 ／质 的 ） 活动碰 现实 的对象 的过程 ’

關＿介 。 人通过这祕介赃 意顧＿ 和他我 ，

自 我意识 、 精細 不过是这个对象化 的嫌活 动 巾 ｗ与之触 ， 并产 生 对舰 自 我 （ 人 类 ） 的 认＿ 归 属
‘

主体性
’

’ｎ
”？
感 。 人的手和其他人体器官供－个人 自 己使此 而 由 人

ｔｆｅ此看来 ’ 在黑格尔等哲学家Ｍ ’ 自 我胃识无 Ｉ？
制造 出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 ， 可 以供更多人 、 其 至人类

是更为原初的意识 。 而在马克思这里 ’ 对象意识是更为
使用 。 同时 ， 曲人及人创造的工具制造 出 来 的产 品 ， 与

原初的意识 。 人 的 实践活动首先必然发生对象意识 ， ｉＡ工具一样 ， 都凝结着对象化 的 人 的本质 ， 反映 Ｔ 人 的本

而进－步酿職变雜存＿形式 ； 而 自 我意删是
质力量 。 因此 ， 通 过在嫌 巾 共隱制造 工具 和 产 品 ，

在对象意识基础±产生的次级意识个人 只有首先
普遍地享用工具和产品 ， 人不仅在工具和产 品 上见 证 了

把 自 己作为对象看待 ’ 才雛ｍ 意识 。 在这个自躺本质力量 ， 也见证了他人的本质力私 认识到 了

意义 上 自 我 既 是 对象 意 识 的 主 体 ’ 也 是 对 象 意识 的自 我和他我 ， 认识到 自 己 身在其 中 的共 同 体 乃 至人类 。

同时 ， 在这个有血有 肉 的 过程 中 ， 建立起 丨１ 我 与 他我 、

不可 否认 ， 只有意识到 自 我的存在时 ， 人才具有 了廿同体以 ？ 人悉 萃

真正的 自 我 。 正是 自 我意识使人超越一般 的 、 无 目 的 、
ｎ

ｊ

无取向 的思维活动 ， 具有 了真正意义 的 内 心世界 。 这个五 、 自我实现 ： 解放人性的过程
内心世界不是外在精神力量在人身上 的作用和体现 ， 而

是 由于实践活 动 的驱动而意识到 主体 自 我 的
“

内 在尺自 我实现是人在肯定 自 我 角 色 的基础上 ， 对 自 我独

度
”

， 包含 了人的需求 和 目 的 。 有 了这个起点 ， 人才开特性的标识或身份的实现 ， 是人摆脱思想 和物质束缚 、

始把世界当做 自 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 不光是被动地感实现 自 由状态 的过程 。 它
一方面表现为个性 的实现 ， 另

受 ＇ 接受世界 ， 更能从 自 我 的需求 出 发 ， 去研究 、 改造
一方面从根本上表现为人性的实现 ， 即

“

我
”

作为一个

世界 。 人而存在 。 在马克思这里 ， 个性的 自 我实现 ， 最终是 以

对 自 我意识的这种理解 ’ 使得马克思最终进入 了实人性的实现为前提的 ， 亦 即 当
“

我
”

真正作为人存在 的

践唯物主义的视野 ’
“

自 我意识和对象 、 以致于思维和时候 ， 也就是能 自 由 全 面发展 、 实现 自 身 个性 的 时候 。

存在之 间 的 关 系 第
一

次 得 到 了 最 真 实 、 最 完 满 的 解因此在
“

我
”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 的 限制 、 人性受到 抑制

释
”

。
② 的阶段 ， 只能有限地实现 自 我 。

°

 从马克思 的人性观来看 ， 人之所 以能成 为 人 ， 根本

四 、 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方式 ：标忐就是 自 Ｉ

Ｉ

Ｉ 的劳动实践 。 实践足
？人有 意识 、 有 目 的地

＃＃＃￥ 改造世界 的活 动 ， 是人的 Ｓ 由 自 觉 的 活动 。 人 的 自 我实

现Ｍ终就是在实践活动 中成为一 个 ｆｌ 山 自 觉 的存在 ， 达

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 中 ， 关于人 的存在有两种到 ｎ 由 而全 面 的发展 ， 即
“

人 以一 种全面的方式 ， 就诂

代表性的观点 ：

一种是 自 然主义 的观点 ， 更侧重于人 的

自 然存在形态 ， 将人归结为 自 然存在物 ， 比如机械唯物
Ｉ 、

，□似二一二 人一 Ｚ一— ．“此① 邓 晓 ；（
：

：
《

丨Ｗｉ思对
“

向 我意识之 谜
”

的解答 》 ， 《 湖 南社会
主义 ； 另

一种是精神存在论的观点 ， 更侧重于人的理性肖＃ ：ＭＭ ｏ ｆ帛 ｅ ｊｐｕ

等精神存在形态 ， 将人归结为精神 的存在物 ， 比如黑格② 邓 晓芒 ： 《 马克思对
“

自 我意识之谜
’ ’

的解签 ）） ， 《 湖南社会

尔 的理性主义哲学 。 虽然这两种认识具有唯物和唯灵 的科学 》 １ ９ ９ ０ 年第 ６ 期 。

２ ２



刘 莹 ： 实践生成的 自 我及其内在逻辑


说 ， 作为一个总体的人 ， 占有 自 己 的全面的本质 。

”

①人的依赖性阶段 ；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但是很明显 ， 在马克思那里 ， 人的现实状态和真正阶段 ；

“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

的人之为人的状态还不是 同
一个概念 。 马克思在 《 资本力成 为 他们 的社会 财 富 这 一 基础 上 的 自 由 个性

”

阶

论 》 第一卷中说 ：

“

首先要研究人 的一般本性 ， 然后要段 。
⑤在第三个阶段 ， 人性得 以真正解放 ， 自 由 、 丰 富

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 了 变化 的人的本性 。

”？ 这说的个性和选择有了实现的保证 ， 个体的 自 我才能得 以真

明 马克思看到 了人性的普遍特征 ， 也注意到 了在不同 的正实现 。

历史时代 ， 人性是受到不同程度压抑的 。虽然从字面上看 ， 思想转折后 的马克思不再讲
“

自

因此 ， 对于个人的生命历程 ， 更对于人作 为类 的进我意识
”

或
“

自 我
”

， 而是着力论述在实践 中形成的社

化历程来说 ， 存在一个从被压抑 的状态 中解放 、 建构人会性和历史性 的人 ， 但我们不可否认其 中 包含了新 的

性的过程 。 人性的压抑对应着人在现实时空 中 的有限存
“

自 我
”

观念的基本 内 涵 。 在这个意义上 ， 可 以说哲学

在 ， 而人性的解放和建构是人 的超越性 的来源 。 这个解上的
“

自 我
”

问题 （而不是近代的
“

自 我
”

概念 ） 在马

放人性 、 建构人性的过程 ， 正是在经验存在与超越性的克思这里是具有连续性的 。 系统整理和论述马克思 的 自

张力 中 ， 使人按照对 自 己
“

人
”

这个称谓 的本性 而存我观也因此可 以成为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一

在 ， 从而实现 自 我的过程 。 由此看来 ， 人的 自 我实现就个重要进路 。

是解放 人性 、 建构人性 的过程 。 所谓人性受抑制 的 阶

段 ， 也就是 马 克思所分析 的 人 的 异化 、 物化 阶段 ， 即本文作者 ： 哲学博士 ， 北京 大 学 马 克思主义学 院博
“

自 我失落
”

的阶段 。 在异化阶段 ， 人性沦落为动物性 ，士后

人从根本上失去 了现实活动 中 的 自 由选择权 ， 失去 了 塑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造个性从而实现 自 我 的根本 ， 因此只能在有限的 自 由 活

动 中实现个性和 自 我 。

在马克思哲学的语境中 ， 人性解放意义上 的 自 我实① 马克思 ： 《 １ ８４ 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人 民 出版社 ２ ０００ 年

现是一种生成性 的历史活 动 ， 而不是抽象 的思想 活动 ，版 ， 第 ８ ５ 页 。

也不是人向抽象本质被动符合 的过程 。 马 克思在 《德意②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 ３ 卷 ， 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７ ２ 年版 ， 第

志意识形态 》 中 明确 了这种解放过程 的性质 ：

“ ‘

解放
’ ６ ６ ９ 页 。

是一种历史活动 ， 不是思想活 动 ，

‘

解放
，

是 由历史 的③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 民 出版社 ！ ９ ９ ５ 年版 ， 第

关系 ， 是 由工业状况 、 商业状况 、 农业状况 、 交往状况 ７ ４
￣

７ ５ ？ 。

促成的
， ，

。
③ 回顾人类历史进程 ， 可 以发现这样 的规律 ：

④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 ６ 卷 （ 上 ＞ ， 人 民 出 版社 １訂 ９ 年

越往前追溯 ， 生产越不发达 ， 人 的 自 我也就越不独立 。
＝

＝ ｏ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 ６ 卷 （上 ） ， 人 民 出 版社 Ｗ ７ ９ 年

如马克思所说 ： 我们越住前追溯历史 ， 个人 ， 从而也ｋ^

版 ， 第 １ ０ ４ 页 。

是进行生产的个人 ， 就越表现为不独立 ， 从属于一个较

大的整体
”

。
④ 马克思 曾提 出人类历史的三种形态 ， 艮Ｐ ：

ＯｎＭａｒｘ
５

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

Ｌ ｉｕ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 ｅ ｒｅｗａ ｓａｔｒａｎ ｓ ｉ ｔ ｉｏｎ ｉｎｔｈ ｅ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ｏ ｆＭ ａ ｒｘ

’

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ｔ ． Ｉ ｔ ｌｏｏｋｅｄ ｌ ｉｋｅｔｈａ ｔｈｅｓｅｌｄｏｍ ｍｅｎ
－

ｔ ｉｏｎｅｄ ｔｈ ｅＳｅ ｌ ｆａｎｄＳｅ ｌ ｆＣｏｎ ｓ ｃ ｉｏｕ ｓｎｅｓｓａ ｆ ｔｅ ｒ ｔｈａ ｔ ．Ｈ ｏｗ ｅｖ ｅ ｒ ， ｉ ｔｄ ｉ ｄｎｏ ｔｍ ｅａｎ ｔｈｅｑｕ ｅ ｓ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 ｅＳｅ ｌ ｆｗａ ｓ

ｃａｎｃｅ ｌ ｌ ｅｄ ｉｎｈ ｉｓ
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 ｙ ．Ａ ｌ ｔ ｈｏｕｇ

ｈＭ ａ ｒｘ ｄ ｉ ｄｎｏ ｔｈ ａｖｅａｓ ｙ ｓ ｔｅｍａ ｔ ｉ ｃａ ｌ ｔｈ ｅｏ ｒｙ 
ｏ ｆ ｔｈｅＳｅ ｌ ｆ

＊ ｔ ｈｅ ｒｅｗ ａ ｓｓ ｉｇｎ ｉ ｆ

？

ｉ ｃａｎ ｔｕｎｄ 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
ｏ ｆ ｔｈ ｅＳｅ ｌ ｆ ｉｎｈ ｉ ｓ ｔ ｈｏｕｇ ｈ ｔ

，ｗｈ ｉ ｃｈｄ ｅｃｏｎ ｓ ｔ ｒ ｕ ｃ ｔｅｄｂ ａ ｓ ｉ ｃｏ ｒ ｉ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 ｓ ｉ ｎ ｔｈ ｅｕｎｄｅ ｒ 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

ｏ ｆ  ｔｈｅＳｅ ｌ ｆ ｔｈａ ｔｓ ｔｅｍｍ ｅｄ ｆ ｒｏｍＤｅ ｓｃａ ｒ ｔ ｅ ｓ ．Ｍ ａ ｒ ｘｈａｄｐ ｒｏｖ ｉ ｄ ｅｄｐａ ｒ ｔ ｉ ｃ ｕ ｌ ａ ｒ ｔ ｈｏ ｕｇｈ ｔ ｔｏ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ｏ ｆ ｔｈｅｂ ｉ ｒ ｔｈｏ ｆ

ｔｈｅＳｅ ｌ ｆ
，Ｓｅ ｌ ｆ

－

ｉｄ ｅｎ ｔ ｉ ｔ ｙ ，Ｓｅ ｌ ｆ Ｃｏｎｓｃ ｉｏｕ ｓｎ ｅｓ ｓ ， ｔ ｈ ｅＣｏｅｘ ｉ ｓ ｔｅｎｃｅｏ ｆ ｔｈ ｅＳｅ ｌ ｆａｎｄ ｔ ｈ ｅＯ ｔ ｈ ｅ ｒｓ ，ａ ｎｄＳｅ ｌ ｆ
－

ｆｕ ｌ ｆ ｉ ｌ ｌ

？

ｍ ｅｎ ｔ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ｌ ｆ
；Ｓｅ ｌ ｆ

－

Ｃｏｎ ｓ ｃ ｉｏｕ ｓｎｅ ｓ ｓ
；Ｋａ ｒ ｌＭａ ｒｘ

；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ｓｏｃ ｉａ ｌｅｘ ｉｓ ｔ ｅｎｃｅ

２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