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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生命构成都包括三个维度，即自然生命、

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这三个维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同步的、共生的，比如幼年

时期更注重自然生命的养成，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之后则

更注重社会生命的表达，而随着人的年龄增长，精神生命

的力量则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说，每个人终其一生，在其

生 命 的 不 同 维 度 上 有 长 有 短 ， 有 强 有 弱 ， 有 突 出 也 有 消

解。所有这些，都与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和追求的目标有

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党人由于其怀抱着伟大的政治理想，

其生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生命的三维结构是人类的特有属性

从整个生物界物种生命的构成看，其在生命结构上包

含三重维度的，惟人类所独有。

自 然 生 命 主 要 指 物 质 形 态 的 、 生 理 意 义 上 的 生 命 属

性。这一生命特征需要通过吸收自然界的空气、水和食物

来 维 持 其 状 态 ， 这 一 生 命 维 度 的 特 质 是 追 求 生 命 的 “ 长

度”，如健康、长寿等。

社 会 生 命 主 要 指 人 在 社 会 中 因 其 社 会 角 色 、 社 会 地

位和影响力等所形成的社会人格及其价值。社会生命所表

现的是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意义，比如：是为少数人活着

还是为多数人活着？在社会生活中是坚持正义还是支持邪

恶？社会生命的这一维度同时也包含了人的自然生命的存

续或死亡的意义，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就是站在社会生命的意义上对自然生命的再审

视，其更注重生命的社会价值和积极作为。所以，社会生

命的特质在于追求生命的“宽度”，人通过为社会做出更

多贡献把自然生命延伸到了社会领域，从而拓宽了生命的

价值，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

精 神 生 命 就 是 人 的 感 觉 、 知 觉 和 意 识 所 赋 予 人 的 精

神能动性，其内容表现为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对人的境界

的 提 升 。 中 国 古 人 用 “ 世 事 洞 明 皆 学 问 ， 人 情 练 达 即 文

章”来诠释人的实践、涉世深浅等对精神的影响，孔子用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精辟概括人的一生，这都是对

人的精神生命的形成过程的精妙解读。精神生命的特质在

于追求生命的“高度”，人只有通过思想对宇宙万物的把

握，才能显现人在万物中的高度，人越是掌握了宇宙万物

的规律，就越能把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正因为生命三重维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

人所特有的，因此，从生命的三重维度出发去建构人生，

就是人类的重要使命。

生命的三重维度与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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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

在 生 命 的 三 重 维 度 当 中 ， 政 治 生 命 是 引 领 其 他 生 命

属性的最高属性。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

的、天生的政治动物。关于政治，孙中山先生说得好，政

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是为大家做事。他说：“政是众

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治是管理

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所

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

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恰恰凸

显出政治是对世俗世界的终极关怀，其所从事的是人类最

崇高的事业。在世俗世界里，作为管理、调控、服务于社

会 活 动 的 灵 魂 中 枢 ， 任 何 关 怀 都 不 及 政 治 关 怀 来 的 更 彻

底，更广泛，更有效。

因此，从单个人的角度看，人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

是为了向世界展开人的生命的三重维度，而在生命的三重

维度中，政治生命又是最靠前的、最积极的、最崇高的，

是充满人性的光辉的。因而，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

精神生命这三重维度，在其实践的意义上就表现为由政治

生命所统领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在这里，政治生命因为其

对所有的生命属性赋予了崇高和伟大，它便是人类最高的

价值追求。

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为其生命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

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一个人从普

通人转变为共产党员时，他（她）的生命中同时被赋予了

上述政治理想。在这一理想的感召下，他（她）的所有的

生命属性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其一，人生目标由平庸的社会价值目标转变为为全体

人民谋幸福、为整个民族谋复兴的崇高目标。

其二，社会人格由小我变成大我，作为社会生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经常性地受大我支配，用大我的力

量呵护和滋养其社会生命。

其三，普通人转变为共产党人的同时，其也成为有组织

有政治归宿的人，所有共产党人的个体生命也因为被组织在

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命共同体，一个以人民为中心、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使命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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