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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至今，人类的自由问题始终是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以往的哲学家

们讨论自由的方式不同，柏格森从他的绵延理论出发，认为自由是一种既定的事实，自由逐渐演

变为精神对物质的突破，并随着突破的程度不同而表现出自由的不同等级。通过柏格森对自由与

绵延的探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和自由带来了启示性意义，并鼓励着我们不断地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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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通过对以往时间观的批判，把问题指向

了近代哲学领域，并借此为近代哲学找到了新的突

破口，即赋予自由以新的内涵。柏格森关于自由的

阐述离不开绵延和创造的进化论，他把人类的自由

意志看作是自我人格的一种外在表现，呈现出一种

仅从自我发出的、能够代表整个人格的自我行动。

而在他的绵延理论中，自由成了生命的本质，表现

为一种生命冲动，且这种冲动在不停地进行自我更

新和创造。柏格森的自由思想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

个事实，一个自我动作，后来是一种具有等级的存

在，并发展为一种精神。柏格森在绵延之中对自由

的描述使得人类开始去关注自身存在的意义，开始

去重新审视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自

由的方式。这种理解对我们分析柏格森绵延中的自

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激励我们努力去实现自己

的自由。 

一、绵延中自由的自我创造 

在面对自由问题的讨论时，柏格森同海德格尔

一样，都认为自由是一种状态，都主张对自由的本

质进行最原始的分析，以便在现实生活中更透彻地

认识和理解自由。然而这两位哲学家却对这种最原

始的分析秉持着不同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自由

仅在于选择一种可能性”
[1]
，包括后来他提到“自由

并不是人的属性，相反人却是自由的所有物”
[2]
。但

在柏格森的自由哲学体系里，他把自由与绵延、意

识和深层自我结合在一起。关于绵延、人的意识和

深层自我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东西，自由成为它们汇

集在一起的表现，同时也成为它们的本质属性，因

此自由无法与绵延和自我创造割裂开来。柏格森把

绵延看作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自我，其中包含了人

类的意识、情感、还包括理智等其他因素在内，它

是一种不断地、持续地流，并时刻提醒着自己不断

地向前涌进，这就奠定了自由在绵延中产生的基础。

在绵延不停地向前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自我会伴

随着这种状态持续地进行自我创造。在绵延里，柏

格森把它所有的意义全都归结为“创造”，而“创造”

的核心内容就是自由。然而绵延本身却无法用语言

去界定，只能凭借着直觉去把握。因此，绵延中自

由的自我创造也只是一种无法测量，依靠直觉去感

受的状态。在柏格森看来，绵延也是一种记忆，它

保存着各个瞬间不同性质的绵延，在我们的身体受

到外界刺激的时候所作出的回应会立即嵌入到当时

的知觉里，并把这种状态引入到绵延中去，所以，

绵延中自由的自我创造也是能够在记忆中持续存在

的。准确地把握住绵延的内涵是理解柏格森自由思

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绵延作为一种质的流变，本

身就带有着一种不可重复的原则，因此，当我们说

起人的意志时，按照它的本性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自由的内在的绵延，并在这种内在感受性的范围里

实现自由的自我创造。 

人类内在意识状态中的绵延蕴含着深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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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层自我作为一种动力式的存在，属于自由的

一种自我创造。它的各个状态之间都是能够互相渗

透且不可分割的，并且每一种性质的状态都能够表

现出它的整体特点，随着新状态的不断加入，每一

种性质的状态能做到随时和其它状态相交融，实现

自我更新和创造。与深层自我相区分的，是表层自

我，它是人类为了能够满足日常沟通的需要，在与

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通过智能的手段所固化的

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表层自我属于意识

状态的不断累积，能够分割且并排置列。这样的话，

其实是心理状态在起作用，那么，表层自我中的自

由是真实存在的吗？它能够在绵延里实现自由的自

我创造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里，表层自我衍

生于无法与深层自我相交融的已被固定于外在的集

合性的存在。它浮生出一种被抽象化的自我，人类

所有语言性的表达都被公共化，被社会环境所束缚，

人们无法在这种压迫下切身地感受到自由，甚至永

远停留在表层自我之中。尽管在社会交往活动中，

人们更趋向于能够被明确把握的表层自我，而忽视

人们私有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层自我，但在柏

格森看来，前者只是后者在时空中被折射出来的影

像，无法触及到自由的实质，它阻碍着人们对自由

的真正认识。因此，要想感受到自由的真实性，我

们需要回到深层自我之中，深层的自我也就是真正

的自我，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也无时无刻不

在发生创造。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每一个时间点都会

发生改变和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由于在自我意

识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涵盖着以往，比如说，现在的

过去就和已经过去的过去不一样。柏格森在《形而

上学导论》中这样描述到：“我今天的行为跟昨天不

同，这丝毫不奇怪，我们持续下去，所以自由”
[3]
。

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绵延是不会叠加在一起的，

它们彼此之间都不会有相同的表现，它们在每一个

瞬间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当一个人所发出的自我

动作越能真诚地表现出他的人格和灵魂，就越能感

受到自由。在人们感受到自由的同时，绵延中的深

层自我依然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更新和自我创造，

永不停歇。那么这时候，便产生出一个问题，当人

类在面对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各种引诱之时，又该怎

样回到绵延中的深层自我呢？也就是说，在绵延中

的自由是如何进行自我创造的？自由的驱动力是什

么？又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呢？ 

二、绵延中自由的驱动力 

在柏格森的博士论文《时间与自由意志》中，

并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表达有关自由的驱动力的内

容，但我们通过柏格森对绵延的描述，能够了解到

自由的驱动力是绵延在具体流变的过程中所具备的

扩张性和向前运动的每个节奏，并且所有的意识状

态都会内在地建构出一个具有动力式地有机存在，

然后源源不断的向前迸发。也就是说，这种驱动力

是绵延所给予的，绵延本身就携带着一种扩张力。

由于这种驱动力的存在，才能够将自由的真实性带

入到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由于绵延的持续的驱动

力的可能性，才让自由在真正的绵延之流中有了未

来这个维度。在柏格森看来，这种驱动力是意识的

天然产物，是深层自我的天然能量，它伴随着一种

自觉性，是不需要刻意地维护和修补的动力。 

然而，这种驱动力究竟出自于哪里？柏格森在

另一本著作《创造的进化论》中，把这种形式的力

量归因于生命在进化的过程中的那个最原始的生命

冲动。柏格森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生命自身就是

一种精神和意识，就是一种具体的绵延，因而这种

意识总会想着要冲破物质所给予的阻碍，逃离这种

约束，从而达到自由。他提到：“我们的自由意志就

是在这种物质性的运动中被体认到的，但它本身也

创造着新生的习惯和惰性，如果我们的自由意志不

通过持续地努力来自我更新，便会被那种习惯和惰

性所窒息；因为，自动作用永远在伺机扼杀我们的

自由意志”
[4]
。不难看出，这种自由的驱动力源自于

生命的冲动，在生命进化的过程里，这种力绵延不

绝，一直持续下去。柏格森认为，全部的自由思想

是和绵延理论、生命观点相统一的，在生命绵延不

断的进化过程中，最开始的推动力就是“生命冲动”。

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自由，是源于这种绵延不绝的

生命冲动总是在和事物做斗争，在斗争之中，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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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不断发生改变，自由也就因此呈现。 

那么，绵延中自由的这种驱动力究竟以什么样

的方式呈现呢？“生命的运作不是通过各个部分的

连接和相加，而是通过分解和分化”
[5]
。柏格森自己

对这句话有很多生动的解释，他曾把生命的运作过

程比喻为一节一节连续的炸弹，当炸弹被点燃后所

迸发出来的一块块又是另一种新的炸弹，并且，当

炸弹被点燃的时候，它的破碎程度是由炸弹本身所

包含的弹药含量的大小和包装弹药含量的外壳阻力

大小所决定的。“我们认为，生命在于两类原因:一

是生命遇到的无机物质的抗力，二是生命自身包含

的爆炸力—取决于倾向的不稳定的平衡”
[6]
。这两种

对抗的力量，代表的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层面，我们

所强调的生命冲动是精神层面对物质层面的克服过

程；绵延的理论中代表的深层自我和表层自我相对

抗的思想，也就可以在生命的运作过程中得到更深

刻的解释。而自由，就是在生命哲学中精神对物质

的克服。绵延作为自由的驱动力，是自动生成的，

并且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力把自由这种事实投

入到了外部世界，当生命个体处于深层自我的状态，

并伴随着意识的驱动，自由也就应运而生。 

三、绵延中自由的等级 

柏格森的自由思想在最开始的发展中呈现出一

种事实和行动的自由，人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便是实现自我创造，在深层自我之中获得自由。但

随着柏格森关于自由理论的不断发展，他开始将自

己的自由哲学延伸到了社会发展和生命个体的层

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就不只是一种事实和行

动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的目标和精神。

生命个体层面的自由充满着创造性和独特的意识

性，对不同的生命个体而言，他们之间都会存在着

不同等级的自由，这是毫无悬念的，并且，这种等

级的不同与生命个体的绵延程度有关。 

柏格森认为，在绵延里，越是具备精神特质的

存在，自由的等级也就越高。在《创造的进化论》

中，柏格森先后从无机物、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自

身这四个层面开始分析，并在整个宇宙中划分出这

四种关于自由的等级体。首先是无机物。在无机物

的层面里，基本上不存在自由，因为它不具备意识

的特点，因此也就毫无精神特质可言。再者是植物。

它拥有着部分自由，这其中的部分自由表现在植物

的生长过程和它所参与的成长活动，但是，植物仍

然是停留在地面上的存在物，会受到自身特点的阻

碍，因此只能获得部分自由。第三便是动物世界的

自由。它与植物相比更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即动

物可以摆脱地面的束缚，从而进行随意的运动。但

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动物的意识状态里，虽然

具有一定的精神特质，但它也只是能够本能地做出

反应，不存在智能，如动物没有办法去制造利于动

物自身发展的工具一样。最具自由的便是人类世界

中存在的生命体，不仅能够像动物一样可以随意地

来去运动，还具备着智能的手段。人类有着无限能

量的精神特质，他们可以为了自身的发展去创造一

切便于自己发展的条件。这也是在现在的社会进程

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原因。从这样

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感知，对于物质来说，它就是最

低等的绵延，因为物质包含着最低程度的精神特质，

因此拥有着最低程度的自由，它本身就充斥着惰性

和重复性。但对于意识状态和精神而言，就表现出

完全相反的状态，在绵延里，意识会发生持续地变

化，并永远鲜活，开始出现向上的精神，创造出新

的意识状态，自由就是这样的行动表现。 

绵延中的自由存在着等级的差异，如果说只存

在这样的差异，缺少前进的精神，那自由势必会陷

入一种误区。上面我们提到，在绵延之中，精神会

具有向上的运动，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运动趋势：在

柏格森看来，精神的运动分为两种，即上升的运动

和下降的运动。当精神伴随着生命的冲动，总是想

方设法地突破物质对它的引诱，从而实现对生命的

创造和自己生命本身的自由的时候，这种运动就是

上升的运动。它想要把自己的意识嵌入到物质当中，

将其变成利于自己发展的模式。下降的运动是说，

对精神而言，它并不是永远都满腔热血，它也有抵

挡不住被物质所诱惑的时候。当精神的这种力量敌

不过物质对它的冲击时，便会停留下来，变成了原

地踏步。这样会导致精神被物质所带偏，逐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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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质本身的惰性和重复性，最终沦落为物质。由

此我们能够看出，在上升和下降的两种运动模式里，

自由是精神向上不断突破和运动的过程，能够创造

性地做上升的运动便成了自由的目的。然而，这种

向上的力和下降的力在发生矛盾并进行对抗之后所

产生的结果也就定格了精神的命运。在这样一个动

态环境里，自由彰显了精神的最本质的特点，试图

打破物质的牢笼，将自己的意识和能量灌输在其中，

进而形成对自己发展有帮助的一个形式。这样一来，

在绵延中因为对物质的突破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自

由等级的不同也就能够清楚地理解了。 

四、结语 

柏格森从绵延角度出发，在深层自我中说明人

类是绵延里的生命自由能够得以实现的最大的寄托

者，并重新注入了一种全新的自由和勇气。在柏格

森哲学里，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创造出了一种凭借个

人的努力和创造而产生的自由哲学。在现在这个智

能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从柏格森的自由哲学里接纳

的是，从社会层面的自由来讲，我们应该充分尊重

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允许个体生命差异的存在；从

个人自由的层面来说，自由变得不再抽象，它生动

又具体地存在着，并与其他的个体都同时处于一种

向上的张力中，彼此相互成就。柏格森在绵延中开

创了自由，它存在的意义更多的展现于人们对自由

永恒的追求，我们应该召唤出人类的生命冲动，依

靠良知，在纷繁的物质世界中努力克服障碍，获取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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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in the Theory of Stretches by Berg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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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Historically, human freedom has always been the question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 for philosophers of 

all times. Previous philosophers have discussed upon it in different ways. Bergson holds that freedom is actually an 

existing fact which gradually evolves into the free spirit emerging from the material world with different levels due 

to varying degrees of break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freedom and stretches by Bergson bring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freedom and encourages us to make constant cre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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