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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

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

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

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

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

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

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

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

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 “文无第一，武

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

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

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

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

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

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

选著作都是 “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

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

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 “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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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

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

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

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

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

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

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

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

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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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版前言

拙作 《价值论》一书能够译成英文出版，是我和一些中外朋友

多年的夙愿。因为，此书原本就是一部与西方学界对话的学术著作。

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传统，习惯于以 “天、地、人”的关系为
出发点，以构建种种关于社会、国家的伦理政治体系为目标来进行
理论思考。作为这一传统证据的是：历来在各家学说中，最重要的
概念和范畴，往往是诸如 “道德”、“仁义”、“善恶”、“美丑”、“贵
贱”、“吉凶”、“祸福”等这类价值范畴，而不是欧洲哲学中最常见
的 “存在”、“实体”、“理性”、“经验”、“知识”、“真理”等存在论
和知识论范畴。也就是说，与欧洲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更具有
一种以价值哲学为主要线索的传统。由这一传统训练出来的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往往更重视事情的 “应然”方面，并为此而积累了做
人做事的丰富智慧；相比而言，我们以往对事情的 “实然”方面进
行更加系统的追究和构建，则显得少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中国
传统哲学的这些智慧，曾长期停留于规范思考的层面，而缺少某些
元理论的自我批判和逻辑化的梳理，这导致了它在一向注重理性和
逻辑的西方哲学面前，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甚至不被
看作是一种 “哲学”。

如今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这不仅是因为，哲学上的价值问题
已经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价值研究的哲学地位明显上升了；还因
为，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哲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也发生
了转变。我们通过引进和吸收西方哲学的一些长处，已经能够在新
的理性批判和反思高度，整理和表达中国人自己的当代哲学。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正是力求表达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

并运用新的哲学方法所进行的思考。这种新的方法，简单说就是以
“关系思维”代替传统的 “实体思维”，将人的社会存在和人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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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体性权利与责任，当作理解价值现象和价值观念的客观依据，

并力求通过对实践和主体性的分析，来回答有关价值的各种问题。

这一方法最初来自马克思创立的 “实践的唯物主义”。由于种种原
因，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解、

应用和检验，因此它还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本书思考的出发点，是尽可能立足于人类的实际生活本身，而
非某种既有的、封闭的话语模式。在我看来，价值和价值关系，是
与人的存在和实践相联系的一种普遍性、根本性的现象，决不应该
把它仅仅局限于道德或文化领域中的 “意向”、 “规范”等特定的狭
隘范围。从人在一切对象性活动领域中承担的权利与责任入手，才
更有助于充分理解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现实性和复杂性。当然，由于
本书以这种广义的价值为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论证时，势必要涉
及许多现实的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既要自我论证，又要与别
人对话和沟通，因此本书不得不说了很多看似重新解释常识的东西。

这一点还请读者有所准备。

本书思考的一个落脚点，是与西方已经很有影响的观点和结论
进行对话。在与价值有关的话题上，本书选择的对话目标和伙伴，

主要是分析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大学派。我认为，

在如何理解和对待价值的问题上，这两派代表了两种各自都相当彻
底，但却彼此完全不同的思路。不容忽视的是，它们之间的分歧和
争论，使价值与真理各自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作为一个普
遍性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从而使价值论的研究具有了现
时代的高度。事实上，正是罗素、杜威等人的许多分析和论证，成
为我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和研究的起点。当然，我的观点并不是简单
地认同和归属于其中某一方或其他现成结论，而是就它们之间的公
共问题进行自己独立探索的尝试。

在长期以西方话语为母语的哲学圈子内，有中国人加入哲学前
沿问题的讨论，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记得哈贝马
斯教授应邀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９日访问中国期间，曾当面与我
谈到了他的一点感受。据他的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与西
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中，事实上存在着 “严重的不平等”。这就是，西
方学者对中国学界的了解，远远不如中国学者对西方学界的了解那
样多。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了解和对话的愿
望，使这本 《价值论》于１９８７年初版后不久，即受到来自德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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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和日本等国几位前辈学者的关注。他们曾先后表示要用本国的语
言加以译介。但当时以及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这绝非一件易事。
除了翻译中必然会遇到的语言对应性和其他技术性困难之外，在当
代中外学术界之间存在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使这
类交流往往难以实现。

如今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了。本书以２００７年修订后由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第２版为基础，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后译出。在调整中，我一方面做了些必要的压缩，以使之尽可能适
应西方读者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修订和补充了第２版中一些后来发
现的错误和遗漏。

在此，我必须对促成本书翻译成英文的孙美堂博士、闫琛女士
等人，以及将其纳入出版计划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表示由衷的感
谢和敬佩！

希望本书英译版的出版，能够引来国际学界朋友们的批评和讨
论，以帮助我将研究更深入下去。

李德顺

２０１１年７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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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价值问题与哲学

可以从 “学科”和 “学说”两个层面来理解价值研究的性质和

意义。

在学科层面上，“价值”问题并不是哲学中一个低层次的、局部
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高层次的、全局性的普遍问题。价值作为人
类生存发展实践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内容，使以它为研究对象的
哲学领域———价值论，业已成为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学说层面上，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价值问题做出自己有理有据、认真负责的回
答，以建立和阐述中国自己的当代价值哲学。

一、“价值”问题的哲学地位

到目前为止，哲学上所说的 “价值”，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既

熟悉又陌生的字眼。说它熟悉，是因为人们每天都在说到它。说它
陌生，是因为 “价值”一词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仔细想来有许多
问题还是不甚了了。例如， “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经常听到的
一个问题。其实 “有用”本身就是一个最浅显的价值概念，而提问
者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人们对自己的提问和回答，就难免
有一种 “身在哲学中，不知哲学味”的尴尬。

再如，“好坏”问题可以说是 “价值”问题的最典型、最通俗的
形式。在人类生活中，恐怕找不出几个比 “好坏”使用得更广泛的
字眼了。无数大大小小、正正反反的事实说明，“好”和 “坏”并不
是那样一目了然、一成不变的。于是人们不得不寻求哲理的启迪。

而 “好坏”的哲学表述，就是 “价值”。生活语言中的 “好”、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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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正价值”、“负价值”。
汉语中的 “价值”一词，对应于英语的ｖａｌｕｅ，法语的ｖａｌｅｕｒ，

德语的 Ｗｅｒｔ，俄语的ценность。马克思曾对它的词源作过考证①，
引用的是一本名为 《试论哲学词源学》的书。按照这本书的解释，
“价值”一词源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的 “堤坝”，含有 “掩盖、保护、
加固”的意思。“价值”是在该词派生的 “尊敬、敬仰、喜爱”意思
之上进一步形成的。 “价值”的本来含义就是 “起掩护和保护作用
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这是一般情况下所用 “价
值”一词的基本含义。

日常生活中的 “好”有极为广泛的含义，它能够用来指是与非
中的 “是”，对与错中的 “对”，善与恶中的 “善”，美与丑中的
“美”，利与弊中的 “利”，吉与凶中的 “吉”，福与祸中的 “福”，优
与劣中的 “优”，得与失中的 “得”，以及 “应该”等。“是、对、
善、美、利、吉、福、优、得、应该”等被叫作 “好”的，是因为
它们对于言之者来说，代表着有积极意义的、可珍贵的、可珍惜的
境况，而被叫作 “坏”的那些则相反。“好”和 “坏”合起来，正是
包含了正、负两种境况的一般 “价值”现象。

作为哲学范畴的 “价值”，是来自人类生活实践的一个理论抽
象。这个理论抽象，客观上正是以人类生活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各个
具体领域的特殊概括为基础而形成的。例如在物质经济生活领域中，
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 “使用价值”概念，它最初用来 “表示物
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②；在实质意义上， “使用价值
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③。

与之相联系，在物与人的关系中还有比使用价值更广泛的价值
关系，如产品的交换价值、物品的审美价值等。此外，在物质经济
生活中还有比物的价值更广泛、更复杂的其他价值关系，如人与人
的经济关系、合作关系、利益关系等。在人和人之间的全面社会关
系中，还有以物质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个人关
系、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等，它们都产生一定的价值观念，如阶级
利益观念、民族利益观念、政治价值观念、道德价值观念等。这是
一个纵横交织的价值关系网络。在这张网的网结上，人们都普遍地

①

② ③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２６卷Ⅲ，３２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４。

同上书，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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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着一定的是非、善恶、得失等价值标准，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具
体价值观念系统。其中包括审美生活中的 “美”和 “丑”、 “雅”和
“俗”等价值观念。

在科学研究领域，科学本身的社会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它把知识、

理论内容的真假当作得失优劣的标准。对于科学来说，“真”是最高
目标、是生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价值。

普遍寓于特殊，抽象来自具体，理论反映现实。正是在社会生
活各个领域存在着共同性的普遍问题和普遍视角的前提下，由人类
的生活实践和理论思考共同推出了一个新的普遍性的研究领域。这
就是价值论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逻辑形成基础。

价值论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历史形成，是哲学经过高度分化之
后，各种具体学科日渐成熟，并在实践中开始走向新的综合的产物。

价值论产生的直接基础，来自哲学两大部门———伦理学和美学的变
革，即 “元伦理学”和美学元理论研究 （“元美学”）的形成。

古代哲学作为当时的知识的总汇，就已经很明确地包含了关于
善、美德和人世生活最佳状态的追求与思考。后来，随着各门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部门先后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去，有关
善、美和最佳社会生活状态的思考也先后形成各种专门的学科，如
伦理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艺学、宗教学
等。其中伦理学和美学仍然作为哲学的部门，它们所探讨的善和美
的问题对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但是在很长时间里，

伦理学、美学和其他学科都主要是致力于各领域具体规范的研究，

因此也未形成彼此间共同的基本理论。

到了１８世纪，先后由休谟和康德提出了 “实然”与 “应然”、

事物的因果性与人的目的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这种区
分后来多用 “存在与价值”或 “事实与价值”来表示。休谟和康德
实际上确立和推广了哲学上的价值概念，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这一确立首先在美学的发展中得到反响。１８世纪中期德国美学
家鲍姆加登把美学界定为 “关于审美价值的科学”，标志着美学从规
范研究的层次进入了元理论研究层次。一般认为，这是美学作为一
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

价值概念也已被引进了伦理学。德国哲学家洛采根据康德的划
分提出，要把价值和评价放到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他的学生文德
尔班等人为了实现这一想法，试图构造一种 “价值哲学”。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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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英国哲学家摩尔以其 “价值直觉主义”观点和提倡对 “善”的
语言分析而开始了 “元伦理学”的研究。

在此期间，哲学本身也酝酿了价值论的独立。布伦坦诺、尼采
等人纷纷就价值问题发表著述。美国哲学家厄尔本于１９０９年发表的
《评价：其本性和法则》一书正式提出用 “价值学”（ａｘｉｏｌｏｇｙ）来命
名一门与认识论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不同的学说。冯·哈特曼１９１１年
发表的 《价值学纲要》一书，则正式把它用作书名。一般认为，以
上是价值学名称出现最早的记录。由于上述多位价值论的最初阐述
者同时也是伦理学家，他们往往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切入价值论研究
的，所以在西方很多地方，价值论至今还被看作是一种伦理学的形
态，或干脆叫做 “元伦理学”。这足以证明价值论与伦理学的亲缘关
系。但是很明显，由美学和伦理学共同创造的这个新的理论境界，
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它们共同的形上层次———哲学，足以成为 “元哲
学”的一个新分支了。

那么，价值论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分支呢？本书的回答是，从
学科层面看：价值论 （ａｘｉｏｌｏｇｙ）是继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意识论
（ｇｎｏｓｉｏｌｏｇｙ，包含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之后形成且与之在同等层次上并
列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哲学史上，这三大分支获得命名从
而正式形成的大体时间，分别是：１７世纪 （存在论），１８世纪 （意
识论），２０世纪 （价值论）。价值论之所以在晚近才真正形成，是因
为它的内容最为庞杂，有待于前两者及其他具体人文社会学科发展
的相对成熟作为自己的基础。

对象和问题，向来是形成学科的核心和标志。而哲学基本分支
的形成，则更以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 “问题”为标志，以问题的层
次为自身理论结构的层次。因此，当我们注视迄今所形成的三大基
本分支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各自针对着形上层面的一套普遍的、
公共性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之间也有着与历史发展相关的逻辑联
系。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存在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存在和非存在？什么
存在着？怎样存在？”

意识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人的头脑是否能够以及如何
了解和把握存在？”

价值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存在及意识对于人的
意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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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经过多年研究，对整个哲学迄今所形成的几个 “一级问
题”的理解和概括。当然，对于这种概括，对于 “三大分支”及其
名称的确定，甚至对哲学本身是什么的理解，学界都会有许多不同
看法。但我相信，对这些问题及其相互联系的追问、展开、回答、

批判和反思，能够引发和覆盖哲学学科领域的大部分内容，并能给
予各种各样的学说流派以适当的辨识、梳理和包容。至少，它们是
这本价值论研究的书所依据的概念框架和逻辑前提。我在阐述自己
研究价值问题的体会时，感到如此理解和把握价值论的学科定位，

不仅有助于开阔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加强逻辑的清晰度和思维的彻
底性。

关于价值论在哲学上的学科定位还有不少疑问，这是由于对价
值问题的含义理解不同所致。例如西方价值哲学兴起时，它就具有
了 “元伦理学”、 “元美学”的称谓，表明价值论是伦理学和美学基
础理论 （元理论）研究的产物，并且为这些学科提供了新的理念和
方法。事实也是如此。而在我国，很长时期里人们只以知识论的方
式去研究审美，以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去看待伦理道德。这
种偏向曾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理论贫乏和思想僵化。而哲学上价值问
题的研究，显然负有提供深层理论基础和新的思想方法的使命。

在国际上，目前给予价值论以上述哲学定位的表述似乎并不明
朗，更谈不上普遍一致。许多学者把价值论看作仅是伦理学的一个
部分 （元理论）。因此在他们的教科书中往往以伦理学代替价值论。

这种情况也许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这些哲学家大都不强调哲学理
论的体系性和整体结构，而是比较注重实证的和应用的研究。当然，

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必然降低价值论的学科地位。二是他们有将伦理
学泛化的理论传统，其所谓 “伦理学”的领域极其广泛，几乎可与
哲学上的价值论论域相重合。

在国内，有人对前阶段的研究有误解，以为价值论是从属于认
识论的一个部分。这种误解与本书初版时的研究方式和表述形式有
关。实际情况是，我个人当时确实是从认识论角度进入价值领域的，

但进入以后，特别是形成结论的时候，则已经摆脱了这一角度，如
上所说，我坚定地认为价值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最高层次的理论
领域，是与存在论、意识论相并列的三大基础理论分支之一，并不
从属于哲学中的其他任何分支。

针对单纯认识论化的误解，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主张：价值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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