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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忙人”乃当代精神之主体，关于“忙人”的具体论述，请参见贡华南:“怕，忙人之魂”，载于《学术月刊》，2010 年 11 期。
②人生与累非同一，无忧无虑的赤子不知累，无欲无求的得道者不累。无期待，不加物于己，不受束缚，故赤子不累。无

欲无求的得道者不取物加身，故不累。另外，儿童之不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父母将沉重的生活压力扛在自己肩上，而

舍不得连累儿童。赤子、儿童长大成人则要独立承受，虽然自己不主动找累，亦会被连累、拖累。不过，当今精明的父

母为了让孩子早日适应残酷的竞争，早早就将重负加于赤子。胎教、幼教……以各种名目( 比如学习) 让赤子受累，游

戏被褫夺，童年被褫夺。
③取物加于己与取物成己不同。取物成己包括成身与成心( 性) : 取物以“为腹”是成身( 包括用药) ，物来遂去不复留; 师

法色声味，性与天道相互授受以成心( 性) ，所留乃色声味之道而不构成负担或束缚。
④据说生产力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能够各取所需，人的觉悟极高，有公心而共同占有劳动产品。生产力极大丰富意味

着人类可以取万物归己，“公有”是说整个人类共同肩负着万物，在此意义上，人类所承担的并不会变少，而只能更多

更累。

【东西方哲学研究】

累: 轻与重

贡华南

(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忙人秉性不足，以取物于身心为安。所取压迫、主导身心而致累。忙人在世，一方面自
己找累，另一方面互相拖累、连累，其结果是人人不免乎累，人们注定受苦受累，累成为当代人普遍
的命运。取物而背负物，物重而致人累。物重乃人使之重，重物轻己人故累。累由聚物于心，物重
人轻而起;不累则反之，散物而使物轻人重，物不移人，自然轻松。自重而轻人则己不累而人累，自
重而轻物则人不累而物累。人累、物累则己终不免乎累，自重而重人，自重而重物，物我、人我各不
相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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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累: 找累与拖累

“活着真累!”这不仅是个人的叹息、一己之感

受，也是这个时代忙人①共同的叹息与感受。我们

可能不明白“活着真累”究竟何谓，但忙人都知道，

累就是所呼吸的空气，无声息地出入，随时遭遇。诚

然，并非所有人每天与累为伴、以累为命②，累者乃

忙人，当忙成为人的日常生活展开方式，忙着找累，

继而受累，累就成为人自身的血肉与魂魄。

忙是为取物归己而忙，忙人忙一生而取物归己

无已。取物归己即以物加于己，所加于己之物既需

要人来看护，亦需要人去承担。取物( 事) 加于己的

过程与以己加于物( 事) 的过程为一，实质为人对物

的控制、征服过程③。物则以其自身之道( 重量、展

开之习性等) 回应人的欲求。背负着众物而在世，

背负愈多，承受愈重④。累就在背负万物过程中产

生，取物不已，承受愈重，累便在人身扎根、滋生，成

为人的内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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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存在意味着承受，抟土而生者必归于大

地，岁月的催逼会使人交出自己的力气，让身躯逐渐

沉重，让步伐逐渐沉重，万有引力会将人的身体如期

拉向大地。但对于常人来说，自身身体之重量并不

会构成累的理由，累人的是不断加重的所取以及对

所取不断加重的期待。不断加重的所取不仅放在肩

上，而且放在心里。初涉世道，肩上或无余力，心上

却劲道十足; 岁月沧桑，肩上或许仍有余力，心上早

苍老弥迈，终至于，肩手空空，累仍不减。当累成为

挥之不去的在世感受，累也就成为人内在气质与展

开方式①。
累象包含身象与心象: 身体因重压而紧张、收

缩，张而不能驰，心力受逼迫，受挫压，重压笼罩，疲

倦而无力应对，此种种累之象告知了身心无余力状

态。身心无余力，所取之重物为身心定向，所取之

外，难及其余。被所取压迫催逼着行事，所行出于所

取者而非出于己，不仅就所行之内容说如此，所行之

形式亦由所取规定，进一步说，所取主导着累者之

在。累者被迫跟随他者的节奏，失去自己节奏，被他

者拖着走。因此，累就是不能自主、失去自身②。在

世之“累”表明: 自以为自由者仍被束缚，仍不自由。
因此，累就让他累着，对累视而不见，在而不觉，只能

让我们彻底沉沦。
“累”总是“为……而累”，其实质是被束缚，被

压迫，生命失去自由，累也包含着对自身及所在世界

的厌烦。也就是说，累是束缚，是不自在，是不自由:

“为……累”，跟着……走，迎合……，被……控制，

身心进入他者节奏、秩序，失去自身节奏，累表现为

自我迷失。难道累者不知自身自由之丧失? 痛苦与

厌烦都提示着，人们懵懵懂懂觉察到了累中自由之

迷失，可是人们却持续不断地找累，其原因在于: 人

们并没有能力自由支配自己，跟着自己生命节奏生

活。
受累有多端，无节制地使用身心，追求投入之回

报。不断把自身转化为可以触及到的事物，以证明

自身之多能，以证明在世之实在。透支、无力继续，

惯性作用下又不能停止，不能摆脱。保持累的状态，

绷紧弦，张而不驰。超出正常健康身心所能承受，触

及承受底线而表现出无力、无奈、虚无等无法承受

感。负荷过重、卸载无望，背上套上枷锁不得解。身

心投入太多，无法及时复原，压力继续在起作用，特

别是心理压力持续起作用。挑战极限成为常态，紧

绷而致无余地。有所不能者每每突破不能之界限，

这个界限就是官能的有限界限。不断触及而致官能

失调。挥之不去的累沉重、压抑，以至于难以承受，

可是，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被牢牢地缠绕、束缚、
捆绑，普遍的累表明，我们距离自由还很远。

技术发达，物质丰富，四海一家，恰恰是所谓的

“盛世”使人累者多矣，物使人累，家国使人累，名利

使人累，聪明使人累③，欲望使人累，人之内外所遇

皆可使人累④。万物皆可累人而人不必累，累多系

人之自缚: 不知如何安排自身，于是抓握外物在手才

感到踏实，手中空空，心中也会空空。在人群中被确

定、被确认、被嵌在人群中，自己才能安定下来。一

方面自己找累，另一方面互相拖累、连累。拖累是在

强行拖着人，强行施加于人，使之背负重担; 连累是

一人找累而使他者受累。认同拖累者、连累者，拖

累、连累则会变为找累。不管是拖累、连累，还是找

累，其结果是人人不免乎累，人们注定受苦受累⑤。
在当代，累人者浸透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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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一时的累或可称之为“紧张”，一直紧张就是“累”。紧张会带来愉快，比如，体育活动中，肌肉紧张之后放松就会有舒适

感; 心理紧张之后的放松亦很愉悦。非职业的、以锻炼为目的的体育活动所带来的紧张是主动的，随时可消除的，一般不

会一直持续，不会产生累。职业运动员的情况不然，虽然有职业的恢复手段，但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宗旨，以身体极限、成绩

效率、身体利润为直接目的，恢复是为了更好的训练效果，放松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训练，坚韧则是对身体损害的忍耐，因

此，职业运动注定无法摆脱累。
汉语中的“累”本义是系人之索，如“累，一曰大索也。”( 《说文解字》) 引申义即被束缚。“活着真累”的意思就是活着实实

在在被索缠绕、控制。
“盖子贡反为聪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陆九渊集》第 397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按照传统说法，子贡才高，但子贡任才

逐知而不知返德，故曰聪明累人。
声色货利皆可为人之累:“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狠纵肆之失，夫子答其问

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 《陆九渊集》第 8 页) 解脱声色货利之累乃成德者主要任务。
人活在世上，并没有注定受苦受累。有德者让别人受累，或连累别人，都会感到愧疚，今人让别人受累已经无动于衷，竟或

认为理所当然。



时尚品位与生存成本①之拖累: 一种品味即是一个

价值导向，品位则是价值标尺，品味与品位为我们的

欲望提供了一个方向与标准。品味与品位的制造构

成了广告的内容与实质，以品味与品位进行刺激、诱
惑、进而进行思想、意志的规制。人们没空思考，也

乐得不思考，只放纵目光、敞开欲望跟随诱惑者旅

行，这是现代消费社会得以展开与维持的基本方式。
房、车、高档消费品在时尚广告中都被塑造成了“尊

严”“品位”之标签②。踩着别人的脚印，跟着别人的

节奏，一直停留在陌生的异乡，享受不思想之“轻

松”。交出自身之重，从众而行。当欲望意志发动，

企图把握世界万物，开始取物，不思想的“轻”者会

更“重”。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塑造白领及

小资生活方式，官商联手不断炒作以提高生活品位

与生活标准，包括生存的底线标准。不断抬高的品

位引诱人进入一个难以割舍而又疲于应付的阶层。
昧于天道的现代人，总想一天比一天好，总认为增长

无极限，获取外物理所当然，而不关注如何真正与万

物相交。学校不再以“传道”为己任，知识技能的学

习将与物打交道的智慧交给了市场，交给了知识制

造者与经销商。经销商则以广告等方式主导、控制

人的欲望与思想。“广告”不在乎万物之本然，却尽

其所能塑造着万物之应然，以此让万物匆匆到来，以

此使不知者知，使知者行，从而为世人筑造现成的道

路与理想。在此意义上，广告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导

师③: 明里诱导，暗地强行施加，拖拽着世人，使之进

入找累 － 受累的日常生活。
知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在知识社会得到更淋漓

尽致的展现。说我们依赖科学技术有失简单，确切

说，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存在之家。不过，进入

这个家的门槛却很高，其代价必然是“活到老学到

老”。持久的学习精神不是美德，而只是维持、经营

这个家园的起码要求。传统讲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

玉之说，现代人则说“知识就是力量( 权力) ”。过上

知识化、技术化的生活，享受效率之便利，背负增长

无限、新奇无限的技术世界，人将生活之希望寄托于

科学技术，也就将自己交给了他者。被捆绑、被束缚

在不断增进的技术世界，跟着技术走，生活越来越便

利，效率越来越高，自身可选择的道路越来越少。换

言之，享受“效率”之便利必然被科学技术拖入无止

境的增长 － 跟进轨道，必然被知识拖累。
尽管到达信息社会，个人依然不是、不能也不会

独自一个人展开，而是在与他者共在中展开自身。
当人理解并接受为社会关系总和，就坦然进入社会

关系而被社会关系左右、控制，位置被确定就意味着

在关系网中被定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些信念促使人进入关系网。
身处关系网，他者的负担也自然转移到自我肩上，此

谓“连累”。对他者的责任、迎合他者的意趣、维持

关系的场面应酬、顺应他者的目光，等等，把自己交

给“俗世”，按照俗世的方式作为，入俗而被俗套住。
忘记自身生命节奏，按照身外之俗展开自身。把尘

俗一切都担当起来，把世界背在肩上，他者之累也就

成为自己之累。
不取( 物) 而受，是他作自受; 取( 物) 而受，则是

自作自受。不管如何，受则累: 他作自受是连累，自

作自受是找累。他作亦人作，作不由己而不能不受，

不能不累。尽管在人世间由外而内强加于己乃寻常

状况，不过，在不断“文明化”之当代，时尚之光鲜、
技术之新奇、他者目光之灼热却是施加于人的典型

手段。个人的欲望被正名，被塑造成天理，成为行动

的动力与目的，取物归己遂成为我在的核心结构。
因此，就个人来说，真正威胁我们的正是我们自己的

欲望。束缚人的首先是自身知解与意志的缺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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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 至 16 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为 25 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 48 万

元。估算 30 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则达到 49 万元。”( 徐安琪:《孩子的经济成本: 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青年研究》2004 年第 12 期) 徐安琪说，30 年 49 万仅是上海徐汇区平均数，被调查者中 59. 3% 的受访者年收入在 12000
～ 60000 元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只是 2004 年的统计数据，按照目前通货膨胀水平，2011 年至少也翻了一番。

以下是比较经典的广告词: 消费具有永恒性( 迪比尔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 ; 消费意味着新潮时尚( “百事可乐:

新一代的选择。”) ; 消费意味着精神充实( “六神有主，一家无忧”) ; 消费是男人的尺度与尊严( “金利来……男人的世

界!”) ; 消费意味着吉祥( “香港人头马: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换言之，不消费意味着与永恒告别、落伍、无主、失
去做人的尊严，失去吉祥……等等。
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都扮演广告角色，更直接的是以便利为实质的“说明书”、“操作指南”，它们简单方便地告

知如何使用物，也就是给予如何与物打交道的道路: 塑造消费理念，灌输消费内容，消费方式。“说明书”、“操作指南”之

简易性提高了与物交往的能力与信心，人们总以为经过自己的手的操作就是出于己者，就是自己的选择，这无疑掩盖了自

身盲从性质，掩盖了自我的迷失，同样遮蔽了真正与世界交往的道路。



使没有束缚，自己也会自己加上①。受累成了习惯，

能受累甚至成为美德，“不怕苦，不怕累”成为夸赞

之词，“怕累”则成为“偷懒”的代名词。“不怕苦，不

怕累”成为美德，我们的本性就注定要在此中扭曲。
“受苦受累的命!”把他乡当故乡! 习惯超重背

负之后，将超重背负视为不得不然，视为理所当然，

视为自己的家。由时尚发布者、福利捍卫者、逐利者

共同编织出来的现代生活标准，在资本、欲望、权力

共同膨胀过程中不断被提高，这些标准被颁布、被接

受，意味着我们的认知与情感从此被确定，意味着我

们的现实与理想被制作，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了各

自的边界与天空。对现代人来说，这就是人为编织

出来，密不透气的恢恢天网②。活在天网下，注定被

束缚，被扭曲，无所逃，累故成命。

二、轻与重之谜

取物而背负物，物重而致人累。物重乃人使之

重，重物则轻己人故累。累归根到底是轻重问题。
“重，厚 也。……王 者 安 土 不 迁 之 意。”( 《说 文 解

字》) “重”有“安于此”、“不迁”之意。与“重”相对

的“轻”则指“不安于此”、“移易”。“无势之谓轻”
( 《韩非子·解老》) ，无势则于己不安于此，亦易为

他者移易也。使人、物去重就是使其不安于自身所

在的世界，拔离天地，使其易迁，是谓轻者③。于人

而言，轻者乃“见异思迁”者，而见异思迁者乃使自

身愈来愈轻。己愈轻，他者愈重，轻者随重者，轻者

失去自身( 节奏) ，只能跟随他者，自身被套上枷锁

而摆脱无望。

就人自身存在来说，“轻”是存在物自身的存在

姿态和状况。“轻”则易移，即易为他物为他人所改

变，易移而难守。质量之“轻”如此，自性之“轻”亦

如此。自 性 轻 则 难 守 而 易 移，重 则 难 移 而 易 守。
“自重”是以自身为重，即对自身怀有足够的敬意，

对自性怀有深深的守卫守护之情。“重”故能够守

护自身，能够在他物作用下守住自性④。有“重”才

能稳立于大地之上，才能在人伦中确立自身。《老

子》已经开始在自性素朴本性的改变与保持、守护

与转移意义上谈“轻”与“重”问题。“重为轻根，静

为躁君;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

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本，躁

则失君。”( 《老子》26 章) 以天下为轻则以身加于天

下，以身为轻则以天下加于身。天下重于身而加身，

则以外伤内，以身重于天下而加于天下是以内伤

外⑤。立足于“天下”，以天下为轻则失去了天下之

本，以身为轻则失去了身之本，以天下为轻而以身加

于天下，天下就远离自身本性。身和天下等观齐量，

两者互不强加。与天地万物一体者自重，得道成德

者自重。自重而不会为人物移易，自重故坚定，自轻

则不随流水即随风。
孔子亦关注自身之重，能仁且智即自重: “君子

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论语·学而》) “重”即

持守自身之“庄重”，“威”即做人的尊严。儒家注重

人伦，但人伦之重并不会压倒自身之重。恰恰相反，

“修己以安人”、“成己以成物”的逻辑表明，确立自

身之重才能实现人伦之重。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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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柳宗元:《虫负蝂传》:“虫负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

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

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

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柳宗元:

《虫负蝂传》) 虫负蝂负物累己，至死方休，其因在于“嗜欲”，这与佛家对尘世之人身心不宁原因的揭示有一致之处，即在人性

中寻求烦恼的原因。于人而言，嗜欲取物而自累固是累己之内因，人与人之间相互连累、拖累于个人则算是不可逃之罗

网。人们通常把虫负蝂与古希腊西西弗斯寓言相比较，两者之同非常明显，不过，两者之异同样值得关注。西西弗斯( Sisy-
phus) 是外在于他的命运使然，命运压倒意志，对己来说是知而不愿; 虫负蝂是内在习性使然，是自加于己，对己来说是愿而

不觉。
许多网是他者有意设置的陷阱，束缚人的网不断收紧，不断扑捉人。如今三纲五常已经被拆除，但人们又制造出新的三纲

五常，编织出新的网罗，又套上新的枷锁。封闭坚硬的自我、未经装饰的赤裸裸的名利，都成为套在忙人头顶的新网罗。
人与轻重的关系，《管子·轻重篇》有精妙论述:“散则轻，聚则重。”( 参见《管子·轻重·国蓄》) 《国蓄》论述的是人以散

聚方式对货物价格的调控，广而言之，物之轻重取决于人之所为，即散之则轻，聚之则重。
俗语“保重”即保持自身之重，所保者乃自身之重，自重而不为他者所移易。然后才有善待自己、保持自己，不被他者所伤

等意思。以此态度所护持者———重———乃是自身，即素朴未分化之真身。
研究者对此章中“轻”与“轻于”有争论。事实上，轻于天下和轻天下实质上没有实质区别，轻于天下和轻天下展现的都是

两者的不平衡，而两者恰恰都是老子所要避免的状况。



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以“仁”为“任”之

“重”首先是修养成就之自重，即有仁德，有仁行。
自身有重，才不致被他者移易。所谓“引重致远，以

利天下。”《易·系辞下》自重而致人，自重亦为人所

重，故所行处皆利。引重才能致远，仁德、仁行就包

含“修己以安人”“成己以成物”双重使命。无重亦

为人轻，为人弃，故所行不远。人不重自身之重，以

致自身常失重。注重身外者，故身外者就有了重。
取有重之物归己，即为此移易。

当代人不再拥道或德自重，而是拥知识技术自

重。天人、物我之间的天枰向人倾斜，人以知识技术

聚集万物①。被聚集的万物被视为自我成就( 力量、
权利) 的象征，被视为自己的地盘、领地，因此人又

不得不承担起照看所属物的重担。人越来越依赖工

具，越来越牵挂大地及大地上的万物，失重之万物源

源不断地聚集到人这里，源源不断地到来，以轻飘飘

的图像、数字的形式到来②。抓住、举起、背上万物。
以工具聚集但以精神在存有保存，万物于物理上没

有失重，在精神上却被看得越来越重。知识技术使

万物显得越来越轻，但知识技术却被人们看得越来

越重，成为我们的重负。
使万物去重被认为是解除累的有效途径，于是

人们极力通过知识技术为万物去重。今日，万物被

图像化、数字化，无重而被人玩于股掌之间。实际

上，人的能力的提高，知识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真正使

万物失重。万物图像化、数字化只是改变了人类感

受、理解、把握、控制万物的方式，万物之重依旧。万

物皆有重，有自身之道，有自身运行矢量，即有方向

与惯性，有自己参与并契入的有重的系统。形式、颜
色、声音、味道、质量、速度、体积、硬度、密度都可以

转化为抗拒之力，都构成了万物自身之重。“去重”
只是拥有知识技术者自我膨胀所产生的幻相③。另

一方面，为天地万物去重的过程乃是为万物加累的

过程。现代人自我张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重: 很

重要、有分量、不可或缺、自命不凡、非自己……不

可，或者坦率直言，我重于万物，重于他者( 相应地，

诸自我之间彼此相轻) 。自我很重，从自我所出者

亦随之重起来，我思我感我欲为世界立法。当人希

望所取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如其所希望的时空样

态( 形式、颜色、声音、味道、成熟之早晚等) 展开，即

将人的目的意志加诸天地万物，即以人累物。
由于自我设限，有“个”无“体”，具体说，知识技

术欲望将自我与他者隔绝开来，自我注定只能成为

一个有限者，其重乃有限之重。以知识技术欲望把

万物变得失重、无重，表现就是将万物带离开天地

间，将万物隔绝于天地，比如，钢筋水泥构筑现代工

厂，以灯光、空调营造出独立于自然的有限空间。以

知识技术构建的自重，注定与万物一起失重、无重

( 远离自然) 。摆脱大地的吸引，无重地飞翔一直是

人类的梦想。借助于知识技术，这个梦想逐渐变成

现实，可是当人摆脱了大地的吸引，人也就在存在论

上失去了自身重量。无重者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不能按照自身性命展开，不能各正性命，只能被他者

牵着走，按照他者的节奏走，这是迷失天道、迷失自

我的具体表现，也是累的根源。由此，忙人为名累、
为利累、为物累、为聪明累……

真正自重者，不是弃天地而独行者，不是拥有知

识经验( 也就是权力) 意志欲望以拥有万物而重者。
我们的重量首先来自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与天地万

物通，自觉追随天地万物的节奏，自觉契入天地万物

的节奏，一己之身因此拥有天地一般的重量。今日

自重者，将自我拔高于天地万物之外，隔绝于天地万

物之外，以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从不顾及自

身在天地万物中的位置与真实重量。今日之数字化

让万物无重，也让财富无重，这本是一个很好让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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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文言》:“学以聚之”，即以知识经验将万物聚集到我这里，以掌控之。不过，《乾·文言》继而以“宽”、“仁”( “宽以据

之，仁以行之”) 态度稀释了对万物的聚集、掌控，今人缺少宽、仁，便沦为赤裸裸的“把握”。
万物图像化、数字化乃是视觉思想的最近成就。以相、数( 笛卡尔打通了数与相) 为万物本质，人类瞬间便把万物从各自的

世界拔出，把万物化作无时空、无重的图像与数字。
一些经济学家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讨论“无重性”现象，比如黛安·科伊尔立足经济价值非物质化、小型化，断言“我

们生活在一个无重的世界。”( 黛安·科伊尔:《无重的世界》，第 1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大部分行业的工作是与

人而不是工作地点发生联系。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无法找到工作，而是他们无法从工作、从工作对他们的

时间的需求压力中解脱出来。”( 黛安·科伊尔:《无重的世界》，第 51 页) 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能够不断克服自身身体之

重，从而为人们从万物之重中脱身提供了前提。货币从金银等重金属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货币，数字化使价值无重，但

数字化并没有减轻其在人们心中的重量，人为此虚拟之物羁绊得无法脱身。或者说，经济价值非物质化、小型化、知识化

只是降低了同等价值物的物理重量，但并没有降低经济物之物理重量; 另一方面，对经济价值的无限膨胀的欲望使我们自

身更轻，世界因此更重。



看透名利的好机会。但无重者却依旧重压着世人，

包括腰缠万贯者，人们聪明得随时将数字折换为事

物，随时将无重者还原为有重者，扛之在肩，藏之在

心。
谁让我们如此累? 现代知识技术已经解除了繁

重的体力，万物于人类已经不复是主宰。财富越来

越轻，人们本应看破，但却在价值上将之看得更重，

世界于是越来越重①，我们因此陷入更沉重的尘网

之中。不承受则无法在这个世界确立自身，而承受

太多，又使我们生命不堪。物已去，仍然在对人起作

用，仍如在身，压迫着身，换言之，物很重，身很轻。
奇妙的循环: 重己轻物，取物归己，物成为己，物重己

轻。
人类一直梦想着无重力的世界降临，世界无重、

自身无重，就可以如神仙般无牵挂地活着。借助于

知识技术，人的能力越来越强，移山填海都不在话

下，飞船带人克服重力，带离地球。力气越来越大，

人、物的重量显得越来越轻。追求轻，但更在乎重。
追求无拘束的自由，但更在乎奔腾的欲望的满足。
在轻与重之间游移不定，怕累而追求轻保留了得救

的希望，更在乎重则让人陷入束缚，失去自由。当代

人的真正困境是既想要自由，又希冀欲望的满足，二

者在个人主义中实现统一。于是，不断地在重己与

重物之间摇摆，或者只重己不重物，或者只重物而轻

己。在轻与重之间无从取舍，遂一起压在心头②。
我们一直希望累像风一样飘来飘去，一直希望

能像少年人一样享受片刻的劳累与相应能量释放所

带来的欢愉，可是累却如影随形般随时侵袭，无力摆

脱，甚而认命:“活着真累”、“活着就是累”、“受苦受

累的命”，仿佛我们就是为了受累而活着，累就是我

们的日常生活与宿命。

三、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

外物之重既累外又累内，无重之物内累外不累。
表面上看来，外物只累外不累内，无重世界只累内不

累外。实际上，无重者累外亦累内，如人情世故之应

酬，如知识分子内累外亦累。象山谓“才有一些子

意，便沉重了。”所谓“意”指人之私意，具体说就是

以己为中心思量、聚集、把握、处理物。“在意于物”
实质是心在物、系属于物、取物归己，身负物而“使

物重”，有“意”即“重”。在此意义上，轻重既关乎万

物自身之重力，亦关乎人之意。
轻重 问 题 之 所 以 重 要，是 因 为 它 关 涉 取 舍

( “意”) 问题，累正是随取舍而来的在世状态。儒道

各家都强调辨轻重，儒家以仁义为重，从仁义则既重

己又重人。道家以自然之性为重，从道则既重人又

重物。“众人重利，廉士重名。”( 《庄子·刻意》) 重

利者取利归己，重名者沽名钓誉，重仁义者舍生取

义，重生者轻名利，视仁义为多余。重利者嗜欲多

累，重名者多为名所累。名利乃身外者，“物之所

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 《庄子·山木》)

“非己”即非真正属于自己者。“非己”对于自己，取

之，于己为“人益”，即自己性分之多余者。取非己

而益于己，此即“盗”、“窃”。非己为“外”，“己”为

“内”，外重则内失。“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

内拙。”( 《庄子·达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

其生，又况他物乎!”( 《庄子·让王》) 生乃在内者，

重生即重内。重内而内重外轻③，所谓“重生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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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物去重，聚集物，当物被聚集之后，万物的重量再次释放，形式、颜色、声音、味道、成熟之早晚等使万物重获重量。无重、
失重者必将重返大地，重返天地之间，重获得万物之重。重获重量的天地万物在跷跷板的另一端重重压下，自重者之重变

得微不足道，如鸿毛般被跷起。作为聚集者的人因而不仅在照看有重的万物，也因此被卷入重压之下。
米兰·昆德拉形象地揭示出人们对轻重领悟的暧昧性:“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
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的缘故吧。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

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

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

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变得比

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

么，到底选择什么? 是重还是轻? ……巴门尼德答道: 轻者为正，重者为负……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

糊的。”(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 5 － 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 在中国思想世界中，天清轻而尊，

地浊重而卑，所谓“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这与巴门尼德“轻者为正，重者为负”说法有一致之

处。天空一直是自由的符号，大地则是镣铐，这是追求自由者的默识。
邵雍曰:“人必内重，内重则外轻。苟内轻必外重，好利好名无所不至。”( 《邵雍集》第 168 页，中华书局 2010 年) 内外归根

到底是“义利”问题，故曰:“义重则内重，利重则外重。”( 《邵雍集》第 167 页)



轻”( 《庄子·让王》) ，内重外轻则安性。以性为安，

故不会累。不强主宰物以我的方式展开，不带有预

期的目的要求物，意不逐物，智不随物起，情不随物

兴，则内不累。此物以此物方式展开，此人以此人方

式展开，内重外亦重，内外均重，则彼此不慕，于人，

则外不累。
儒家之去累，用力于轻物、去意: “非是科举累

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

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

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

举，然岂能累孔子邪! 自有天资不累于物，不须多用

力以治之者。某于科举，自小便见得轻，初亦非有所

见而轻之也。……今或未能如此，须用力胜治方

可。”［1］( P246 － 247)“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

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彻骨彻髓，见得超然，于一

身自然 轻 清，自 然 灵。”［2］( P468) 用 力 胜 治 就 是 用 力

“见得轻”，“一些子意”即看重名利。于名利见得轻

则内外无所累，见得重则万事皆累人。
道家之去累则是将加于己身心性之上之重物搬

除。《庄子》曰:“无为而尊者，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

人道也。”( 《庄子·在宥》) 有为之累在于人不断以

己加于物，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展开; 同时取物归于

己，人背负着物，无法按照自性展开自身，只能被束

缚，依照身上之物的方式展开。转人道而至天道，方

能不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庄

子·山木》) 物物不是统治物，主宰物，而是把物还

给物，使物按照其性自然展开; 不物于物，人按照自

性而不是物之性展开①。物我各依其性展开，人不

加于物，物不加于人，故物不累人，人不累物②。广

而言之，物与物之间相互牵制、束缚，屈从于他者的

节奏，不 能 按 照 自 身 之 道 展 开 自 身，此 亦 被 称 作

“累”。《庄子》曰: “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 《山

木》)

“重”与人之取舍内在一致。重物即取物，即将

物系属于意，背负于心。重物而取物即包含把身心

投入其中之趋向，进一步说即按照物的节奏( 物之

性与情) 展开人之存在之趋向，重物之人亦按照物

的方式展开③。重物而人轻，故挟物自重。挟物自

重者是惧怕虚无的人，是自立无望的人，是既自轻又

被人轻的轻者。以物加重，挟物自重，物加于人者为

多余，多余者劳心劳力，牵肠挂肚，占据我心而使我

物化，故“以……为重”时，我们也就获得了一个生

命趋向，所重者是行为的方向标、指路灯。另一方

面，取物加于己，物是物，人是人，人背负物，物压迫

人。人受物而不授物，物属人而不成就人。人把物

拔离天地，把自我当作物圈，以己养养物，物遂皆成

死物，下沉而愈重。所以，古代圣贤都把自重当作修

行的基本目标。
重物非物重，物重而物不迁。从消极意义上说，

物重即不使其屈从于物之外他者的节奏，不将万物

还原为人之利，不将万物还原为数字、图像。从积极

意义上说，物重即按照物的方式展开。自重即尊重

自身，按照自身生命节奏( 自身之性与情) 展开自

身，不使其屈从他者节奏，所以，自重不是将自身置

于他者之上，使他者屈从于己。“重”把身心投入其

中，有所重皆累，重名累，重利累，重身累，重义累，重

爱累。生命被卷入外在事物而失去自在、自身，累遂

不已。为利累者轻身而重利，取利加身，利令身动，

自身屈从于利，被利左右; 为名累者轻身而重名，取

名加心，名令心动，自身屈从于名，为名左右; 为情

累、为爱累者取情爱加于己，情爱充塞，不能自已。
总之，让自身屈从于他者的节奏，重物而轻人，人背

负物展开自身，故不能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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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物物而不物于物”今人多解为“以我役物”( 如钟泰:《庄子发微》第 43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主宰物”( 如陈

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 500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 张默生:《庄子新释》第 443 页，齐鲁书社 1993 年; 曹础基:《庄子浅注》
第 229 页，中华书局 2007 年，等。) ，这些解释浸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显然与庄子持论相左。相较之下，“物不相物”( 成玄

英，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669 页，中华书局 1961 年。) 之疏解更为合理，即不以一物之态度对待他物。具体说就是，

( 人) 不是以人的方式，也不以他物的方式对待、要求此物，同样( 人) 不被他者以物的方式对待、要求。把物从人的知识经

验、态度中释放出来，让物成为物。这不是“主宰”，而是“放手”。把人从物的展开方式中释放出来，让人成为人，让这个

人成为这个人。物以物的方式展开，人以人的方式展开。我不会跟随物的节奏，物也不会跟随我的节奏。
对于如何至于“不累”，《庄子》有大量具体论述，如“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 《庄子·祛箧》) “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庄子·天

道》) “弃世则无累。”( 《庄子·达生》)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 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 《让王》) “谨修而身，慎守其真，

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 《渔夫》) “知天乐”、“弃世”、“知足”即从天道，守素朴之真，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自身。
确切说，是按照重物之人所理解、规定的物之方式展开，即按照属人的方式展开，而这个方式往往是取物而藏之，使之脱离

天空大地、依照欲望规定其存在方式。



古今人皆累，如何才能不累? 累由聚物于心，物

重人轻而起; 不累则反之，散物而使物轻人重，物不

移人，自然轻松。自重而轻人则己不累而人累，自重

而轻物则人不累而物累①。人累、物累则己终不免

乎累。自重而重人，自重而重物，物我、人我则各不

相累，不相连累，不相拖累。
如果能够自觉认命，比如，自认“劳碌的命”，则

麻木不累矣; 认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取系

于天而非为己，压力、挫折等存在之重亦会从自身转

移开，力或不足而心总有余，活着惟觉充实而不会感

到累。有我则所取加于己，故累; 无我则所取无措于

己，故不会累。有纯粹坚定信仰者即无累。依照信

仰而取舍，所取归于所信，自身无所取、无所加，故不

累。一直生活在信仰中，执着于此，自身亦托于所

信，是以不会觉得累。走出信仰，或信仰不坚定，以

自己来承担，取物加于己，累必如影随形。

参考文献:

［1］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陈 萍］

Tiredness: Light and Heavy
Gong Hua-na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Busy man lacks something in his character，so he always takes the others for his own sake． What he
takes controls himself，and causes tiredness． Busy man on the one hand makes himself tired，on the other hand，he
always makes the others tired． As the result，everyone feels tired． In this sense，tiredness becomes modern people’
s fate． Taking objects and putting them on oneself makes objects heavy． Generally speaking，heavy and light are
determined by mind． Light object can’t change people，which are always changed by people． Heavy object chan-
ges people，and makes us tired． Only if both object and man are equally heavy，they can keep them in themselves，
and live in a free way．
Key words: tiredness; heav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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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可区分两类自重: 一类是意念聚己，以自我为中心，其导向的是重己而累己，即“内累”。以自我为重，必视他人、他物

为草芥，视己加于人( 物) 为当然。以己加于人( 物) ，万物被从世界中拔出，并向自身聚集，人( 物) 必为托累。自重的第二

种含义是凝道成德，自身挺立，不为他者移易; 同时慈爱待人( 物) ，不以己加于( 移易) 人( 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