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存价值观探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存价值观探析>>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2338

10位ISBN编号：750970233X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社科文献

作者：王德军

页数：325

字数：27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存价值观探析>>

内容概要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物，人不仅存在，而且对自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有所认识、有所反思、有所
选择。
生存价值观就是人们对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综合的、整体的认识和反思。
人的生存蕴含着价值，人的活动以价值为核心，人的生存价值主要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不同生存价值的追求和选择形成不同的生存价值观、不同的生存状态。
人是特定的存在物，人的生存是靠后天的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来维持的，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发展是
人生存的永恒主题。
人是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具有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人的生存都需要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
精神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是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多层次需要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生存特性，人永远行走
在自我生成的路上。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由地域性向“世界历史”转变，生存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形成所谓的现代性生存价值观。
在人的生存三大基本问题上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而忽视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关系，表现为主客对立的逻辑分析理性思维方式、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享乐主义的生活观。
这种生存价值观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福利和便捷，并一直被启蒙思想家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文明，
而且这种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对全球非西方的传统生存价值观形成冲击，迫
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生存价值观而选择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现代性使全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呈趋同化的
趋势。
然而，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
恶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和人的自我失落、生存意义和价值迷失，致使人类面临生存困境。
因此，反思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寻找新的生存价值观是现代人面对的时代主题。
    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生存价值观向现代生存价值观的转型期，中国传统生存价值观与西方现代性的生
存价值观具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在人生的三大基本问题上，注重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注重人
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表现为主客统一、整体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知足乐道
的审美主义生活观。
这种生存价值观形成了华夏文化的民族性特征，长期以来融合周围其他民族，维系着中国人的生活。
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现代性生存价值观的入侵，传统生存价值观已不能维系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为了
生存，中国人必须学习现代西方的生存价值观，而西方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又存在很多问题。
这样，中国现代性的生存价值观建构就陷入了两难选择的悖论性困境。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为现代中国人寻找生存出路的过程中，从西方引来了对
西方现代生存价值观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生存价值观，表现为“和而不同”的文化建构原则、“注重过程”
的生存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生存价值取向和“求富乐道”的生活观。
在这种生存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创造出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生存状态。
中国特色的生存价值观将对人类未来生存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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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在作为存在者而非单纯的认识主体时，其价值特性才能得以彰显。
人对价值的追求与探寻，与人的存在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
当人是一个认识者时，他关心的是他所认识的对象，也关心人的认识能力、经验的或理智的能力，因
而人是理性的动物。
追求自在性的真理或客观真理是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也是人的价值性所在；价值性依附在真理性之
上，价值追求与真理追求是合二为一的。
价值是内蕴于人的生存之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方式本身，造就了人的价值。
从这点来说生存即是价值或意义，考察人的生存状态就是追问人的价值和意义。
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
⋯⋯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
”生存价值观是与人对自我的认识分不开的。
人作为“类”的存在，已经是现今时代不可逆转的人类自我理解方式之一。
正是在这种理解方式下，人类才有共同性和交流理解的可能性。
然而，在不同的哲学分析范式中，这种自我理解的基础和阿基米得支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世俗化的神学观、先验的理性主义到自然主义等不同的分析，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有不同的内涵，但
是这些单一、抽象性的本质主义理解都是一种脱离当下历史现实的解释方式，缺乏对日常生活实践的
具体分析，即缺乏对分析范式自身的前提条件的反思。
而生存论价值观就是对这些分析范式合理性前提进行反思性批判和重建而提出的，它从生存论的自我
理解、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三个层面来认识人类总体性生存特征。
　 一 生存中的自我　生存论的自我规定性是在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重建的
。
传统的本体论有其特定的含义： “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
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
学。
”它是一种超验性、思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理解方式。
这种本体论哲学的目标是建构一个思辨的、终极性的范畴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来解释自我确定性的
内在结构。
它遵循的是本质主义的路线，即把在历史和现实中多样性的自我还原为一种单一性的、精神性的存在
，并认为这种存在是永恒的，超历史的，是自我真理性的规定和现实展开的最后根据。
而认识论的自我则完全变成了抽象性的主体，无论自我是一种先验的理性结构还是当下的行动者，在
认识论的分析范式中，它都是一种具有构造强力者的主观意志。
它是一种孤立、封闭和独断的存在，并造成了在现实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强制性割裂。
它的不足在于，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构成的。
当强调人的肉体的时候，生存就被理解为动物性的存活，人的“类”规定性和整体性存在被简单地等
同于动物性的群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确证堕落为兽与兽之问的对立；当强调人的灵魂的时候，生存
被理解为精神性的生存，人的生命中的超越性的一面得到了强调。
但是，这种超越是没有根基的无限拔高，最后成为绝对和永恒的领域和王国，成为现实的人根本无法
达到的乌托邦。
它导致了人与世界的疏离和割裂，现实生活中丰富多样的自我内涵被忽略或抛弃。
生存论的自我规定性要求放弃用超验、终极、外在的审视和裁定所谓人的本质规定性，放弃用超历史
的普遍性、一般性、永恒性和必然性抹杀和否定个体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当然，它也继承了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对人的理想、道德等精神内涵，继承了人对内在价值和崇高的
追求，继承了人对自我人格审美和生存意义的探讨。
不同的是，它要求将这些人类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放在丰富多样的现实世界中来探讨，因为道德精
神层面的自我规定性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多样性的形式和结构，它不再是单一抽象的整体形式，而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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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多样的个体性存在。
所以生存论的自我理解，要求重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在现实
中而不是在理论中实现自我的完满和自由，使人的生存活动真正成为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生存论自我理解和实现与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现实、历史的存在
等观点有着内在一致性。
从这一立场出发，生存论的自我就是现实中的自我，自我的理解和规定性的获得是人在现实生活中，
与自然、历史、社会共同实践完成的。
所以，自我不再是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精神与肉体的割裂，而是二者融通、统一的有机整体。
生存论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将人的自然存在与精神存在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统一起来，从而有效地避
免了传统理解中灵与肉的对立和冲突及其带来的人的自我理解的分离和割裂。
它的生活实践观也有机地将技术理性分析范式与价值理性分析范式统一起来。
这种自我理解的具体表现如下：其一，人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分别处在不同领域，不能互相还原。
生存论要分析的就是以现在的人为起点，在与动物的比较中找到他生存的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同起点
，存在的不同结构。
一方面，它强调身体这种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的起源就与这种自然属性的活动和实践相
关，人与动物之间具有自然属性的连续性，即人是自然进化所产生的高级动物。
但另一方面，人的自我规定性并不能因为起源于这一自然属性，就可以还原为自然的存在，因为人与
动物的根本性区别是，当他自然属性的身体使生命得以依托之后，他的生活实践却又使生命获得了精
神价值的规定性。
而这种价值属性是人独特性存在的根本性体现。
正是人的价值属性，使人从单纯的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中解脱出来，进入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历史
和社会中来。
人是自然生命的存在并非人的本质性理解，人也并非是单纯的生命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对自然进化
的否定性超越。
也就是说，人从自然意义的起源开始，其价值属性的规定性就在实践中发生作用，具体体现就是自我
的筹划。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在具有价值属性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展开的，他的自我理解也不再是技术理性
分析范式中唯一的、精确性的规定，而是生存实践中“去是”，自我的规定性就是一种可能性的筹划
，是向未来的展开，它的本质总是体现为动态性质的“有待去是”，而不是现成的存在。
人的价值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经由人的行为不断生成的。
不存在先验的人的价值，人是什么，是由人的行为来说明的。
柏格森以“生成”（becoming）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存在”，表明人是正在进行的或尚
未完成的存在物，即“生成”本身作为世界的本体，生命就是建立在这种生成性上的。
柏格森注重人的自我及其价值的生成性，他将这种生成状态，这种无形的运动称为“生命之流”或“
绵延”。
但他将“生成”作为世界的本体来对待，在思维走向上仍有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
人的生存这个事实，在一些哲学家那里被用来说明并对抗着那种先在或终极的价值，如海德格尔等存
在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人的被抛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人（此在、生存）的基本存在方式是“被抛入的设计”，人是被抛入（投入、扔进）世
界的，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论点之一。
他们认为：“我们找不出我们所以存在的任何理由和原因，这个理由不可能是上帝——上帝已死，也
不可能是人的本质——生存先于本质，因此我们是没有本质的存在。
”物在是其所是，人的存在非其所是。
人的出生就如同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中，成为一个“在世之在”的“此在”，开始了他的“繁忙”以及
其他的一切。
人的这种被抛性是他从事其他一切的前提。
生存是先于思想的，先在的人和先在的价值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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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强调的也是这个道理。
人不是某种先在的或终极的东西；“⋯⋯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是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
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到自己在这样做”。
人被扔进世界的同时，在不停地自我选择，自我创造。
存在变动不居，流转不息，人们很难抛下一个定身的锚。
人在一定的境遇中，基于其存在可能，不断地设计自己的未来。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不断设计自己的同时不断领会（个体意识）世界，凭借领会设计自己。
其二，人的自我和价值的生成性，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自由和创造。
萨特认为，作为人的本体论的构造的自由是一切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在他看来，物是其存在本身，即“其所是”的存在，叫做自在的存在；人则不是其存在本身，不是“
其所是”的存在，叫做自为的存在。
人始终是向未来超越的、脱自（超脱自己）的生存，这是由人的意识构造决定的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
。
人的意识对具体存在进行“虚无化”，这种可能性就是自由。
这在人的行为方式上表现为选择，我们每一瞬间都进行选择，而选择一种可能性就是对另外可能性的
否定和虚无化，这就是自由。
自由是自为存在（意识）对存在进行虚无化的可能性，也就是选择、设计、超越的存在方式。
因此，人是自己选择和自我决定的结果，你是你自己创造的。
正如鲁道夫-奥伊肯所说：“倘若生活要有意义，自由便是必不可少的。
”他提倡生活的自主性，排斥那种由自然和命运指派给人的生活。
也就是说，生活首先是我要过的生活，价值也首先是我要的价值。
在反对先在的价值意义上，人的自由是必要的，无可选择的，这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
利。
人总会是什么，人总得成为什么，他并不拒绝成为什么或是什么，他拒绝的只是别人要他是的那样或
他没有选择的不得不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成为一种自主的选择和自主决定的行为和能力。
所以，人类起源的自然属性原则并不必然地是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
自然进化论使人找到了自己的起源，确定了人类在生物界的位置，但是如果把生物界的进化原则搬到
人类社会生活中来，无疑是让人类社会返回到一般动物界，把人类看做是和猿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动物
，不能不说是关于人的理解的倒退和遗憾。
生存论的自我理解，运用人存在的价值属性成功克服了这一理论的局限。
因此，与其他存在物相比较，人的生存以其特有的精神属性而从自然存在物中独立出来。
也就是说，在生存的层面上，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动物能够以生存为满足，“活着”就旱
它们的目的，除了保持和延续生命的生存之外，它们别无所求。
而人则不会仅仅以活着为满足，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人活着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命的“超生命”的本性
。
人还要讲究“活法”，追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人的生命与动物相比，动物的生命只有“生存”，人的生命活动才构成了“生活”。
生存和生活都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生存”只是生命的保存和延续；“生活”则
属于创造生存意义的生命活动，是为生命意义可能性的筹划。
动物的生存活动形成了它无意识的“生存世界”，属于自然的本能世界；人的生活活动创造了人的“
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赋有价值内涵的意义世界。
把本能的自然世界提升为价值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的生活内容。
其三，在生存论的自我理解中，生存就是指人的生存，只有人才谈得上生存，人就是生存性的存在，
而不是实存性的存在。
人不是现成的存在者，没有先在的本质，而是在本身。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此在能够这样或那样地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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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
这个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乎实事的‘什么’来进行。
”也就是说，生存是生存的本质规定说明了人不可能是完成了存在，人之生存展现为一个动态的完成
过程。
“此在永不可能从存在论上被把捉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和样本。
”这一自我理解方式揭示出，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它的本质在于强调人的生成性，即自我的规定性
永远是一个动态自我筹划的实践过程。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不是单纯的主体、认识者，小是意志或强力，世界也不是单纯的客体或冷漠的物
，人就是一个“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
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模式，在海德格尔那里可以说取消得最为彻底，人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也不是充满欲望被意志和强力所支配的人，更不是被自然外界所控制的人；在他那里人没有先在性或
实体性或某种固有的属性，人非常简单，它只是被抛入到世界中，沉浸在世界中，在世界中形成着和
超越着自己，简单地说就是人在世界中生存着。
海德格尔没有把人理解为实体性的我，人的我性在他看来是充盈于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场或活动中的。
人就是生存活动本身，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其生存活动中。
因此，海德格尔没有把人引向信仰意义的宗教人，也没有把人引向最高道德意义上的伦理人，他始终
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死亡、畏、烦、有限性、虚无等都是他关心的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价
值。
这是一种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追问。
通过对生存论自我理解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与马克思对人的自我理解的内在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以下方面。
第一，自然属性在人的自我构成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人作为人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
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人存在，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要解决自己的吃、喝、住、穿的问题，即需要一定的生
活资料。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在生存论的自我结构中，自然属性同样是生命得以可能的物质前提。
第二，自然与精神有机结合的整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生存特性是在其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
动物所不同的特性。
“这种特性主要指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
的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
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完整地表征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人。
”这一论断与生存论的自我理解建构中所提到的关于自我是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是一致的。
第三，精神属性对自然属性的超越。
人的存在，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的存在，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而且具有精神属性，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
人的精神包括人的活动目的性、自觉性，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等。
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
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
着。
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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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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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存价值观探析》对关心人的生活意义问题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生存价值观探析》从价值观视角反思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生存价值观的理论内
涵、历史演化、现代蜕变、当代指向以及建构路径，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李景源作者立意新颖，思路清晰，分析具体深入，在分析和论
述中有创新性的见解，如关于价值与生存内在关联的分析、关于生存价值观基本问题的理解、关于功
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关系的阐述等。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充分注意吸收和挖掘中外哲学史上有关人的问题研究材料和思想资源，同时
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作者比较深厚的哲学底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生存价值观探析》的选题和论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
《生存价值观探析》对生存价值观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揭示，对传统生存价值观在现代条件
下的困境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倡导一种和谐生存价
值理念，走向审美的生存方式，这些论述很有启发意义。
《生存价值观探析》资料丰富，取舍得当，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论证比较充分，结论可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马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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