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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阐释
———解读《巴黎手稿》的一个新视角

张聪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视角来考察激情，认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
感性对象性存在物，激情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首先，人的存在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

定”之方式，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其

次，人的劳动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本质，正是在劳动中并且通过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得

以以感性的形式爆发而成为人的本质活动；再次，私有财产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中介，个

人的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最早形式，普遍的私有财产是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否定和扬弃，真正的

私有财产是对普遍的私有财产的否定和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至此，人的激情的本体

论本质才在总体上、在人性中存在。因此，感性对象性、劳动、私有财产才成为激情的“真正本体论

肯定”之含义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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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新世
界观的天才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

主义历史观的奠基之作，那么《巴黎手稿》（即《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马克思

哲学思想的“种子”之作。自１９３２年《手稿》出版以
来，马克思的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没有像《手稿》这

样引起思想界和学术界广泛、热烈而持久的争论。

按照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

点———“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一旦被认可了其独特

性和命名，就已经偏离了其原旨，也就注定要走向消

亡”［１］（Ｐ４），那么《手稿》一经定位，对其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就会丧失，其生命力也将随之

终结；而事实并非如此，对《手稿》的持久争论显示

出这部著作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本文

试图从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的新

视角解读这一经典文本，以期开显新唯物主义视野

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本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的独特看法。

　　一、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解

读《手稿》之新视角

　　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说：“我在《德法年
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

和国家学进行批判。”［２］（Ｐ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

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

为：“马克思本人把《手稿》的目的描述为关于政治

经济学的批判，这是一种‘实证的’批判。”［３］（Ｐ９５）实

质上，就《手稿》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仅是对政治

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的批判，而且是对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马克思说：“我用不着

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

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

基础的分析得出的。”［２］（Ｐ３）这就是说，对国民经济学

的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结论之所以是“经验

的”，是因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和《德法年鉴》时

期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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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马克思实现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之目标的标

志却是在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到１８５８年３月撰写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完成和之后《资本论》这一巨著的问

世。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和批判也是《手

稿》的重要内容。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研究是从“国民经济学

的各个前提（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

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２］（Ｐ５０），但马克思决没

有停留在对这个事实的描述和批判上，他“所阐述

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外化、生命

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３］（Ｐ９８），归根结底，

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的问题。

虽然“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

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

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

念等等当作前提”［２］（Ｐ５０），但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完全变了：它成了一种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

件的科学。这种革命本身与经济上的激变无关，它

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革命，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

的革命”［３］（Ｐ９５）。这是马尔库塞对《手稿》深入研究

之后得出的结论。例如，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

中，就围绕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借用国民经济

学的概念术语展开论述，最后归结到异化劳动和私

有财产。首先，工资使资本家获得利润和积累财富，

但使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变成

“抽象的活动和胃”，“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

资本家那样的发财欲望，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

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愿望”。［２］（Ｐ１０－１１）其次，资本成

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２］（Ｐ２１），资本的本

性使资本之间（也即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残酷的

竞争，资本竞争和道德沦丧达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资

本使资本家也异化了。再次，地租是资本利润的一

种特殊形式，它来源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来源于掠夺”［２］（Ｐ３５）。地租不是缓和了竞争，

而是加剧了竞争；不是减少了剥削，而是加重了剥

削；不是减弱了异化，而是加深了异化。

马克思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死的财富的积累

与活的人性的泯灭之间的深刻矛盾来阐述自己的结

论。这种阐述是在两个焦点上展开的：一是人的异

化和对异化的扬弃，即人是类存在物———人是自然

存在物———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是感性存在

物———人是激情的存在物。二是劳动与私有财产的

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即私有财产的形式———个人

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和真正的私有财

产———及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作为劳动

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

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对死的财富的积累与

活的人性的泯灭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就是实现共产主

义，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所

以，马克思才在《手稿》的序言中声明：“不消说，除

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

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２］（Ｐ３－４）

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完整

的人。马克思承认并继承了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

但他没停留在那种人本学规定上，而是从自己的新

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理解人本身。正如马克思在《手

稿》中论称的那样，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产生和

发展的，劳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感性的对象性

活动。人的劳动就是人的本质，但首先只有通过异

化的形式才有可能。异化劳动既是劳动的普遍现实

状态，又是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劳动与异化劳动的

区别与矛盾就是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区别与矛盾。私

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人的存在与本质的

统一，也即人向真正的人的复归，就是在劳动的异化

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人是一

种有激情的感性存在物，激情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

感性爆发，因而，激情是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正是

从感性对象性、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方面来阐释激情

的“真正本体论肯定”的。所以，激情的“真正本体

论肯定”是解读《手稿》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在《手稿》中，马克

思从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上考察激情，深刻地阐

释了激情在人的确证、实现和超越中，在人的存在与

本质上以及在人的历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在《手

稿》中具有结论性或提纲挈领性作用。

　　二、人的存在：激情的“真正本体论

肯定”之方式

　　“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
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

而喻：（１）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
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

特殊性……（２）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
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

么这也就是对对象的肯定。”［２］（Ｐ１４０）由此，人的存在

的生命形式就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

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

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即激情的存在物，这

是三种“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

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一种存在物的类是

指这种存在物根据他的‘血缘’和‘起源’而得以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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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那个东西。它是指这种存在物所具有的所有特

性中为全体所共有的‘原则’，即这种存在物的一般

的本质。”［３］（Ｐ１０６）第一，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

“全面的”存在物。人与其他存在物相比，人可以把

一切存在物的类（包括人自身的类）作为自己的对

象，即人能够占有一切存在物的类本质，并认识和利

用这种占有来为自己的类本质的丰富和发展服务。

第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物。

在理论上，一切存在物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又作

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在实践上，

其他存在物“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

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是人的

“无机的身体”。第三，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

“自由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的类本质仅仅表现

为自身的生命活动，它是什么，它就是怎么样生活

的。而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或者

说，人对生命活动（既包括自己的又包括其他存在

物的）是有意识的。人是什么不仅与他怎么样生活

有关，而且还与自己和其他人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有

关。人是唯一能意识到生命活动的存在物，由于这

一点，人才是“自由的”类存在物。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首先，人的生命需要

维持。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人

的肉体也是由一系列元素、蛋白质和器官构成，人的

感官也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人也需要吃、喝、住、

用、行，人也需要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

换。其次，人的血缘种族需要延续。生老病死、传宗

接代、养儿育女，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义务。

血缘种族的延续自然而又必然地靠夫妻、家庭、种族

的关系来实现。总之，人生命的维持和种族的延续

就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但是，人的历史不仅是像其他存在物的产生、发

展和灭亡一样的过程，而且还是人的现实和经验存

在的产生活动，同时又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运动。

人是作为自然生物而产生的，人有许多本能、倾向和

生命力，人的肉体和自然本能（饥饿、性等）都是被

动地受到限制的，这就产生了人的需要、欲望。但

是，人决不仅仅停留于这个“产生”。“人在长时期

的斗争中为自己的存在承担了日益增多的责任。他

的活动变为力量和意志，他获得了———痛苦地获得

了意识。”［２］（Ｐ１６４）人有理性和激情，追求自由和博爱。

人的自然本质不仅包括由饥饿、生殖缘起的欲

望，还有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独有的意志、爱和激

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爱、

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

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只有

人，才具有纯粹的、智能的、不以个人兴趣为转移的

喜悦和热情；只有人才会欣赏理论的视觉观玩之

乐。”［４］（Ｐ３１，Ｐ３３－３４）没有意志、爱和激情，不仅任何伟大

的事业都干不成，而且人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他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无法

维系，就连生命的持存和血缘的延续都无法完成，换

言之，人的本性无法生成，人的本质不能实现，人的

存在无所依据。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激情不仅是

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

真正本体论的肯定。”［２］（Ｐ１４０）

人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一个有生命

的、自然的人，也是一种“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

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２］（Ｐ１０４）。对象性是人的本性，

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首先，一方

面，人能动的自然力、生命力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

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受动的肉体性、现实性作为

对象、条件和限制存在于人之外。人的自我对象化把

这些方面确证为自己必然的对象，实现为自身的组成

部分。其次，其他存在物并不被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

直接环节，但是，作为人的外部对象世界的原型，其他

存在物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成为人的外部对象世界，

成为人的“无机的自然界”。也正是通过外部世界和

在外部世界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人才成为“有

机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

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

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２］（Ｐ１０５）什么是彻

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

本就是人本身。”［５］（Ｐ９）人本身首先是一个对象性的存

在物，既作为对象本身，又占有对象世界，同时进行对

象性的活动。人现实地、感性地进行对象性的活动，

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确证自

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本质。

但是，“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

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

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２］（Ｐ１０７）。因为，

人自为地存在着，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中确证并表现

自己，人的历史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扬弃自身的过程。

人的对象首先是人的感觉的对象，人的对象性活动

首先是人的感性活动。“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

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

义。”［２］（Ｐ８７）同时，人的感觉是人对自己对象的感觉，

人的感性活动是由于人的对象的存在、在人的对象

性活动中产生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

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

的。”［２］（Ｐ８７）马尔库塞认为：“由对象所创立的存在物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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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特性又是‘感性’的基本决定因素（受对象作

用，具有感觉），因而马克思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感

性存在物等同起来。”［３］（Ｐ１１０）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手稿》中，对象性、感性是

马克思用来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

念。“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

生命。”［２］（Ｐ１０６）《手稿》中的“感性”这一概念可以通

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直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理性

批判》。［３］（Ｐ１１１－１１２）所以，马克思说，“感觉、激情等等

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

地得到肯定”。因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

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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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１４０，Ｐ１０７）

　　三、人的劳动：激情的“真正本体论

肯定”之本质

　　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借助国民经济学的三个
概念———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分析工人的

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他深刻地认识到：不仅在资

本家奴役下，工人和劳动人民肉体被折磨、精神被摧

残；而且，在他们创造的物质环境的奴役下，所有的人

（包括资本家）道德被歪曲、个性被泯灭。接下来，马

克思不屑于描写这些现象和事实了，而是把矛头直接

指向它们的基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因为，他

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更

重要的是对它的基础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

本身，“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

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劳动是自由的生命

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是我真正的、活

动的财产”。［２］（Ｐ５７，Ｐ１３４，Ｐ１８４）从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性质，这不

可避免地带有黑格尔的痕迹，因为，“他———在抽象

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

动”［２］（Ｐ１１３）。可见，劳动是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

创造的活动。劳动不仅决定了人之为人，还决定了

人之为某种人。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就表现出什么

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人的劳动是人的

自然的本能、自为的本性和自由的本质的统一。劳

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

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动表现为异化

的劳动。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异化

状态中，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生产的对象和结果，不再

属于劳动本身，而是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外在于并统

治着劳动者。劳动产品与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劳动的

生产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的现实化竟

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于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

的地步”［２］（Ｐ５２）。其次，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

人的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就是外部的感性世界。

自然界一方面给人提供作为劳动对象的生活资料，

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作为维持工人本身之肉体生存

的手段的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在异化状态中，人

越是从事占有外部感性世界的劳动，人就越在这两

个方面失去自己的生活资料。他生产的越多，他失

去的也就越多，自己能占有的就越少。再次，劳动者

与自己的类相异化。人的类特性就是自己的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直接地内在于人本身，是

只属于人自己的活动。在异化状态中，人的劳动是

异己的、被迫的强制劳动，是“自我牺牲、自我折磨

的劳动”，“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

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

的手段”［２］（Ｐ５５，Ｐ５８）。最后，劳动者与他人相异化。人

同人的异化是前面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凡是适

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

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

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

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

关系来观察他人。”［２］（Ｐ５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被

当做“工人”或“异化了的人”，而不是被当做“真正

的人”来对待的。

劳动的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迄今

为止的一切私有制社会中都存在。“在私有制的前

提下，它（指劳动———引者注）是生命的外化，因为

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

不是我的生命。”［２］（Ｐ１８４）劳动的异化是一种普遍现

象。在现实性上，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的存在

状态。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区别就是

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

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

说的生成过程。”［２］（Ｐ９２）人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异化和

对这种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最后

一个私有制社会，也是对异化劳动的否定，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劳动异化的现实，而且

是为了对这种异化予以扬弃。“共产主义是作为否

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

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来说是必然的环节。”［２］（Ｐ９３）

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向真

正的人类劳动的复归。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是人区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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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本质，正是在劳动中并且通过劳动，人的兴趣

得以产生，人的欲望和需要得以满足，人的情感得以

激发，人的本质得以实现，并且这种对象性活动得以

以感性的形式爆发而成为人的本质活动。所以，

“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

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

的活动”［２］（Ｐ９０）。

　　四、私有财产：激情的“真正本体论

肯定”之中介

　　对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进行深
入分析，这是国民经济学家的任务和目的，但这并不

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始终关心的是人的本

质的发展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根据马克思的分

析，劳动异化是人的异化和人的现实性丧失的根源，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在现实中显示和表现的方式，

是异化劳动的现实结果。他说：“私有财产是外化

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

果和必然后果。”“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

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

的实现。”［２］（Ｐ６１）私有财产一旦与异化劳动联系起

来，它就已不再只是个具体的经济学范畴。“不难

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

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

论的基础。”因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

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就

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２］（Ｐ８２）在这里，马克

思的私有财产概念也有了本体论意蕴。那么，私有

财产在人的本质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到底是

怎样起作用的呢？马克思是从私有财产的三种形式

（即个人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和真正的私

有财产）来探讨的。

首先，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最早形式，

也是私有财产的最初异化。个人的私有财产作为存

在于人之外的私有财产，是个别的、自然的、虽然部

分地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却并不依赖于人的劳动的私

有财产，是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仅仅被理解为直

接的、片面的享受……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的

私有财产，是“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对我们

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

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

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私有财产。［２］（Ｐ８５）

其次，普遍的私有财产是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

否定，也是对私有财产的最初扬弃。普遍的私有财

产“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自主活动等等开

始，并把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之中而能够不再受

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

域性的、民族性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

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２］（Ｐ７４）

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者

所理解的私有财产。粗陋的共产主义“用普遍的私

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这个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妒忌

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

成”，“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

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

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

一概念，但还是不理解它的本质”。［２］（Ｐ７９－８１）

第三，真正的私有财产是对普遍的私有财产的

否定，也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真正

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

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

动”［２］（Ｐ７３）。真正的私有财产是人的主体的、自为的

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对自身的真

正的、彻底的占有，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展现。共

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是“人向自身、向社

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

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

的”［２］（Ｐ８１）。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对人的生

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占有”，“是人的

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

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

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２］（Ｐ８５－８６）

私有财产形式的交替就是私有财产的异化及其

扬弃，而私有财产的异化及其扬弃是人类历史进程

和人的本质的发展的现实表现之一。所以，“私有

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对人的存

在。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

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在其人性

中存在”［２］（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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