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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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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当下学界热议的问题之一, 普世价值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与价值自身内涵及特点的复杂性

直接关联, 普世价值也至少具有元价值、人本价值和责任价值三个层面。它们分别构成人们对价值哲学创

建, 对和谐世界诉求,对全球问题共担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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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以元价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价值哲学早已成为显学, 价值、普世价值等

概念也为我们所熟悉,但熟悉未必熟知。学界关于价值、普世价值的理解依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

里,笔者拟从价值所固有的普遍性、主体性和规范性入手,剖析普世价值所具有的元价值、人本价值和责

任价值三层意蕴的价值地位,以就教于方家学仁。

一

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关系的学问, 人与世界的关系便是其特别关注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般可从

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人对于世界 (也包括人自身 )的 /求真 0问题, 形成所谓的事实判断,通常用 /是0与

/不是0的连系词予以表征;二是世界 (也包括人自身 )对于人的意义问题,形成所谓的价值判断, 通常用

/利0与 /不利 0的连系词予以表达。这也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 /休谟问题0: /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

题中通常的 -是 . 与 -不是 .等连系词, 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 -应该 .或 -不应该 . 联系起
来的。0[ 1] 509

在休谟看来,人与世界间的这两重关系不能混淆, 更不能等同, 否则就会违背逻辑法则。这是其深

刻之处。一方面,前者属于事实哲学,倾向于 /求是0、/求真0。后者属于价值哲学, 倾向于 /谋利 0、/谋

福 0。另一方面, 前者又以主体客体化为主, 通常表现为人的 /对象化劳动 0) ) ) 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
会、改造主体能力的劳动活动,并通过这种劳动活动及其劳动对象,使人的本质得到确证

[ 2] 107
。而后者,

则以客体主体化为主,通常表现为人本化、人文化取向: /就是改造世界使之适合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

或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包括人和社会本身 )。0 [ 3 ] 347
通过人自身需要的不断开发

与满足,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然而,人与世界之间的这两重关系并非水火不容, 绝然对立, 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 /求
真 0往往是 /谋利 0的前提与基础,没有 /求真0的 /谋利 0, 是盲目的, 危险的。不择手段,一夜暴富,胜者

为王的人生哲学,遭人唾弃。同样, /谋利0是 /求真 0的结果与归宿, 脱离 /谋利 0的 /求真 0, 又玄虚空

洞,苍白无力。不食人间烟火, 自视清高的处世之道,也不足倡。正确的做法,应是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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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在 /求真0过程中实现 /谋利 0,在 /谋利 0过程中检验 /求真 0。诚如马斯洛所见: /从根本上说, 一

个人要弄清楚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

决定、达到聪明的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 -是 .、经过事实、真实、现实而发现的, 是经过特定的人

的本性而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

么能使他真正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就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0所以, /发现一个人

的真实本性既是一个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0 [ 4] 112
。

/求真0的 /真 0,即是指 /真理 0, 意味着主体对于客体的正确把握与运用。真理既有普遍性, 即普

遍真理,也具有特殊性,即具体真理。 /谋利0的 /利 0, 往往就是 /价值 0的代名词。广义的利, 本身就包

含义。孔孟倡言: /杀身成仁0, /舍生取义 0,即是指仁义是一种大利, 一种比人的生命价值更珍贵的价

值。价值不是别的,正是事实对于人的意义。既然价值与真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那么

与真理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样,价值也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的普遍性, 也就是普遍价值。它一

般是指价值的广泛性、本根性、融摄性。这一意义的普世价值,实质就是元价值。它是价值哲学研究的

对象, 构成价值哲学的逻辑起点,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地位。

能否具有特定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根基。价值哲学不可能也无必要面面俱到,对各种

具体价值作包罗无遗的研究,它只能以作为价值一般的 /元价值 0为研究对象。正如 5简明不列颠百科

全书6所定位的: 价值哲学是 /对于最为广义的善或价值的哲学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 1.扩充了价值

一词的意义; 2.对于经济、道德、美学以至逻辑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了统一的研究,这些问题以

往常常是被孤立开来考虑的0
[ 5] 306
。李凯尔特则更加明确倡导: 价值哲学 /把价值领域留给自己, 它认

为价值领域是自己真正的领地,哲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些作为价值的价值 0 [ 6] 174
。所谓 /作为价值的价

值 0,无疑是指 /元价值 0。

它作为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洛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迈农等一批西方价值哲学的创始人

作了详细论述,就是前苏联、日本和我国 20世纪 30年代的学者也作如是观。张东荪认为, 大多数学者

不满足于分门别类地研究具体价值, 主张探寻元价值, /即本身价值 0,尽管 /什么是本身价值, 直是一个

哑谜0 [ 7 ] 39
。至于今天的中西学者视元价值为价值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更无异议。哲学 /只有作为具有普

遍意义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价值作为自己的领域0 [ 8] 611
。的确,在探寻

世界本原之 /真0,求索人类认识之 /是 0的同时,必须追问 /真 0与 /是 0的 /妥当0问题。 /妥当与否是属

于价值上的观念,然而价值究竟是甚么。有了这种疑问,对于价值问题又发生极密切的感情,至是,价值

论又成为哲学家研究的对象了。0 [ 9] 2
哲学对元价值的追寻与考量,成为价值哲学生成的契机。

二

价值不仅与事实密不可分,也与人相伴而生,影形相随。价值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而人的本质就

是人具有理性,能够认识世界, 改造社会, 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实现人的价值目的。如果没有人 (即

使有人,但如果人没有思维和意识, 结果也会一样 ) ,那么世界的意义到哪里去寻找? 宇宙万物的价值

又如何体现? / -人的实在 .是价值来到世界上的原因。0[ 10] 232
可见,全部价值的落脚点都毫无例外是对

于人的价值。脱离人追问价值问题, 无异于缘木求鱼。

价值与人之间这一同步性,可以从价值的词源学角度加以考证。 /价值 0 ( va lue)的词源学意义是
/可宝贵、可珍惜、令人喜爱、值得重视、让人敬畏0,它源于古代梵文 wer、wal(围墙、护栏、掩盖、保护、加

固 )和拉丁文 vallum (堤 )、vallo(用堤护住, 加固, 保护 ), 取其 /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 0的含义演化而

成
[ 11] 1
。既然是 /令人喜爱、值得重视、让人敬畏0, 那自然就涉及所谓价值的 /主体0问题。就价值发生

的内在规律而言,价值客体、价值主体都不可或缺。只有客体, 无所谓价值; 只有主体,也无所谓价值。

价值总是某事、某物、某人与人的主体状态之间所构成的某种意义的体验和态度。

价值离不开它的载体,似乎不言而喻。虽然有的论者把价值定义为某事、某物、某人的属性,不见得

就揭示了价值的本质特征,但从另一侧面又揭示了价值对于事、物、人的依附性。没有事、物、人的存在,

就不可能有价值。正像没有脱离事、物、人的纯粹属性一样, 也没有离开事、物、人的纯粹价值。事、物、

人作为价值载体,它们确是价值发生的必要条件,蕴藏着价值发生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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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这一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就必须凸显价值主体的特殊地位。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承

认,价值的发生也同样离不开它的主体。毫无疑问,主体是人,人是价值来到世界上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以人的存在作为价值发生的底线, 而不是以生物, 更不是以万物作为价值的主体, 这就与 /泛价值
论 0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理论坚执价值现象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发生,一切生命体都是价值的主

体,阳光对于树木,雨水对于花草,食物对于飞鸟走兽等等,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价值载体。

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载体 (事、物、人 )中,有 /人 0的要素,在价值主体问题上, 更离不开人。人具

有载体的品格,也具有主体的特质,人既是价值客体,也是价值主体;既是工具理性,也是价值理性;既是

手段, 也是目的。不过在这两种场合中,作为价值载体的人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不能等量齐观。在价

值载体的三大要素 (事、物、人 )中, 人仅仅作为一种载体, 而非全部。易言之, 人可以作为价值载体, 而

价值载体却未必总是人。因此即使撇开它,价值现象也可能照样发生。然而, 在价值主体问题上,情况

就完全不同:不单人可以作为价值主体,价值主体也同时是人。尽管人可以作为价值载体, 但价值的主

体却非人莫属。价值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意味着普世价值不但可以解读为价值的普遍性,也应该

凸显价值的主体性,即人的优先性。关心人,尊重人,尤其是关心、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 直至社会弱

势群体的人本价值,是普世价值的应有之义。人本价值之所以成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 首先是因为它

是一切价值的基础。 /人是价值来到世界的秘密。0 /在今日世界上有价值事物, 论其本质并非自在地有

价值 ) ) ) 本质总是没有价值 ) ) ) 却是一度被赋予和赠与价值的, 而我们就是这赋予者和赠与者。是我

们首先创造了这世界,和人有关系的世界。0我们并不是脱离人本去另外创造什么价值,相反, 我们必须

承认: /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 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

价值; 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评价,生命对价值来说, 才是最终决定的东西。0 [ 12 ] 15

人无论作为理性动物,还是劳动动物、社会动物,都是个体性与群体性兼而有之。作为个体性的存

在,拥有自我价值;作为群体性的一员,当担社会角色, 负有社会价值。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今天,普世

价值的意义正是在于从个体性与群体性结合的视阈中重新审视人类利益,关切全球问题, 实现公平正义

与和处共赢。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睦邻友好,构建和谐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狭隘的民族

主义等价值理念,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呼声与期待, 因而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价

值,尽管各民族间的肤色不同、语言分殊、种族有别、信仰异趣。所谓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0, 早已
超越团结、友谊、参与和进步这一奥林匹克精神,成为人类追求和谐世界、美好未来的时代强音。

三

如果换一个视角,我们便不难发现,与共同的人本价值对应的就是人应该遵循共同的规范,承担相

应的义务,也即共同的责任价值问题。甚至,设计、遵循必要的规范系统,强化责任价值,不仅不是对人

本价值的漠视与遏制,恰恰相反,它既是人本价值的特殊表现,亦是人本价值的制度保障。人是带着各

种需要来到世界,又能够通过劳动满足需要、实现其价值的社会存在物。当然, 人也是永不知足的社会

动物。在满足既往需要的基础上,又将萌生新的需要。从需要到满足, 再到需要,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

穷,而每一次貌似重复的过程, 正好成为提升人本价值的根本路径。无怪乎学界常引用马克思转述瓦格

纳 /如果说, -按照德语的用法 . , 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 .。那就证明, -价值 .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

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0 [ 13] 406
。这一论断, 阐释了价值的哲学意蕴。

主体性地位和规范性要求就是人两种必不可少的需要。满足其主体性地位的需要,即自我价值,满

足其规范性要求的需要,即社会价值。两种价值间相互规定、相互确证和相互补充, 缺一不可。一般认

为,马斯洛提出的五层次需要 (生存、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 )反映了人较为复杂的需要系统。其

实该论顶多只是揭示了人作为主体性地位的需要, 特别是其所谓最高层次的需要 (自我实现 ) ,完全遮

蔽了人作为责任者的社会角色。这无疑是一种不该发生的缺失, 一种对于人同样有着规范性需要的缺

失。虽然康德认定: /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

存在者,能够借助于他的理性, 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0 [ 14] 89
但如前所述,

人未必就是价值主体,人往往也同时扮演着价值客体的角色。在充分享有普世权利的同时,人也始终自

觉和不自觉地要承担起自己的普世责任或普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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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地域条件的不同,每个国家、民族对于人的规范性要求,不可能整齐划一,也难

/天下大同0。诚如恩格斯所见: /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

德 0 [ 15] 133
, /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

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0[ 15] 132
。但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过程中, 约定俗成, 并不断积淀、凝练起

来的共同准则,由世界组织制定并实施的国际公约、联合条例等对于全人类的规范性要求, 却同样是毋

庸置疑的事实。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0等儒家的仁义价值, /道法自然 0等道家的率真价值, /普度众

生 0等佛家的慈悲价值, /爱人如己0等基督教的博爱价值, /世人原是一个民族0等伊斯兰教的平等价
值, /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0等马克思的实践价值, 就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里相近相通的责任

价值。

正是这些相近相通的责任价值, 构成世界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基础和前提。历史

上,由于科技等手段的相对落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几乎不大可能,即使偶尔发生,也极

不平衡。近代以降,由科技革命催生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就超越洲界,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

在信息社会里成为 /地球村 0村民的今天,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 其范围之广, 程度之

深,盛况空前。出现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空前活跃的如是局面,这固然与人类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一

工具理性直接关涉,但如果没有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作为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和尺度, 那么交

流、对话的过程就不再是和平、和谐、共生、共荣的过程, 而很可能就是人类弱肉强食、自相残杀的所谓

/世界末日0。应该说,科技手段的作用仅仅是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对话的潜在可能 (也即普世价

值 )迅速地催化为现实而已。

也正是这些相近相通的责任价值,成为人类共同应对环境恶化、恐怖威胁、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从

而形成平等对待、和谐相处、和平发展、共存双赢的智力支撑和制度保障。世界各民族文化既呈现出五

彩缤纷,百花竞放的态势, 又于日益活跃的交流、对话中彰显出普世价值,自然是世界各民族独特的历史

文化和现实地域条件使然,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所决定: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归

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 ) ) ) 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吸取自己

的道德观念。0 [ 15] 133
因此,不同的文化效力于不同的经济利益,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则通过携手并进, 共

克时艰,破解前述全球问题,以维护人类共同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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