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的价值冲突和人文精神 

——“中国第六届价值哲学暨中韩第一届价值哲学研讨会”综述 
姜锡润 

“中国第六届价值哲学暨中韩第一届价值哲学研讨会” 于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云南玉溪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价值理论研究室、《哲学研究》编辑部、韩国道德教育研究会、云南玉溪师范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
学哲学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学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联
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党校、科研机构及韩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世纪的价值冲突和人文精神”这一大会主题，展
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论题及基本观点综述如下。 

一、全球化中的价值、价值观冲突及其调适 
全球化中价值冲突的内涵和现实表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玉梁研究员认为，价值冲突是人们利益的冲突，是价值目标、价

值追求、价值观念的冲突。它包括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物质利益冲突和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文化冲突、观念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孙伟平博士认为，价值冲突是认同不同价值的主体或同一主体内心之中，在价值评价、选择、取向、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和
谐、不一致甚至碰撞与争斗。王玉梁认为，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全球化经济发展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世界政治单极化与政治多极化、霸权主义与主权国家的冲突，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多元
化、多样化的冲突。 

全球化中价值冲突的根源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刘秀芬教授认为，经济上的不均衡性是全球化中价值冲突的根基。西方发达国
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经济上的不平衡造成了南北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不平等的交
换、不平等的发展，推动了中心和边缘价值冲突的深化。经济上的不平衡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价值冲突的最终根源，是文
化霸权、文化冲突和主体间冲突的经济根源。王玉梁认为，经济全球化中经济西方化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实现超阶段发展的价值冲
突，霸权主义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冲突，是当代一切价值冲突的最主要的根源；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最主要
的根源。孙伟平认为，当前世界上文化价值的冲突，主要根源于价值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根源于具体主体之“主体尺度”的不
同。 

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    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认为，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通过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
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全球化以某种价值认同
为前提和基础。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两种形式，其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
化扩张。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往往
是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是价值认同的必然结果，人们对西方价值这种特殊价值的
认同亦即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扩张是全球化中各种价值观冲突的直接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认为，当今全球化中的价值观念冲突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色彩在淡化，而民族主义、民族传统的特点在加强和突出。第二，不同民族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展现，
冲突也在多方面展开。第三，各种价值观念与它的跨国主体及其活动结合在一起，更具有了实践性力量的特征。第四，文化经济化
和经济文化化的倾向为国外的价值观念扩展自己的影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西北大学周树智教授认为，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价值观与经济民族化价值观的冲突、在政治领域美国的单边主义与政治多极
化价值观的冲突、在文化领域西方文化价值观与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是全球化中价值观冲突的主要表现。全球化中价值观的冲
突有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不可避免。 

全球化中的价值、价值观冲突的调适    西安交通大学宋永平副教授认为，价值冲突是价值观进步的动力和契机。价值冲突的
过程本质上是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的过程。当今全球范围内价值冲突的发展趋势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交融，也正是这
种求同存异和相互交融成为各个民族价值观进步的契机。在冲突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通过比较和交流，吸取和排斥，达到取长补
短。也只有在冲突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的优劣才得以彰现，落后的价值观才得以被淘汰。 

汪信砚认为，要消解全球化中价值观的冲突，就必须寻求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认同。所谓普遍价值，就是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遍
意义并因此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或价值原则。这种普遍价值赖以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当代全球化中人类共同生活条件的形
成。当代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应该是对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价值原则的认同。促进当代全球性社会自觉认同这些普遍价值原
则，关键在于加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韩国釜山大学韩舆植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要消解文化价值的冲突，就应当允许信仰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 
全球化中价值观念冲突与民族文化安全    马俊峰认为，文化安全问题也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应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的

问题。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无论是自发的文化影响还是有预谋的文化侵略，结果都是瓦解自己的本土文化结构，所以文化安全的问
题会显得更为突出和急迫。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重视和关注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要理性地看待
和理解全球化过程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理性地分析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合理关系，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建
设性的姿态。积极的态度还要落实为具体而积极的文化政策，以此来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二、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价值冲突、价值危机与价值观重建 
社会转型时期中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核心  解放军军需大学崔秋锁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时期中价值冲突的实质是各种价值观的终

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所谓终极价值是指人们价值追求中的总体价值目的、根本价值目标和最高价值理想。终极价值在价值观中处于
核心地位。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价值冲突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社会群体巩固的终极价值、现代社会个人独立的终极价值、未来社会人
们个性自由实现的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 

西北政法学院刘进田教授认为，人有市民、公民和德民三种身分，故人有市民的价值观、公民的价值观和德民的价值观。市民
价值观是以幸福为核心的价值观，公民价值观是以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德民价值观是以高尚为核心的价值观。社会转型时期中的
价值冲突的核心问题，是这三种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中价值危机的征状和原因  北京理工大学孙美堂博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
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即人们内心深处的耻感和罪感的淡化以至消失。罪感
和耻感是维持底线伦理的两大支柱。道德底线之所以崩溃，不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而是因为传统的“计划体制”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意识形态有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长期、反复地冒犯、亵渎与摧残，导
致我们的道德底线的崩溃。 

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价值观重建和价值观协调   崔秋锁认为，当前我国价值观冲突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是终极价值的综合选



择和重新定位，重新建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以促进人的独立性、个体主体的生
成为前提和基础，以集体、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实现为形式、途径、手段和中介，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终极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德顺教授认为，价值观的统一不可能在终极价值上实现统一，而只能是起点上的统一。终极的东西并非是最
后、最高的东西，而可能是起点的东西。 

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认为，当代中国主体转型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价值取向、面向现代化的自主性价值取向和
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实现需要创建一个改革开放、鼓励创新和安定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黄斐华认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选择首先是价值理念的选择。这种价值理念就蕴含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之中。它主要包括协和中庸、自由公正和全面发展的理念。 

孙美堂认为，底线伦理的危机是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危机，因此，21世纪中国价值建构的要务之一是唤醒国民的耻感意识和罪感
意识；要务之二是唤醒国民的人性意识。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顾智明教授认为，要重建新的价值观，就必须先改造人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 
刘进田认为，不能从自爱、功利出发或从高尚价值出发来协调三民价值观的冲突，而应当承认三民价值观各自存在的独立性，

并以正义价值建设为重点来协调三者的冲突。 
三、中国入世后的价值观冲突与价值观更新  
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在WTO规则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与小农经济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

么，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呢？ 
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认为，我们在文化上必须接受由WTO规则体现出来的国际公认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两类：

一是作为目的的终极价值观念，它体现为经济福利原则；二是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观念，它体现为自由贸易原则、企业自主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和互利互惠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企业在伦理规范和价值观的建设上主要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自由竞争，二是
公平竞争。要在自由竞争中取胜，企业就必须遵循认真负责、创新进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而为了公平竞争，企业还必须遵循
诚信和双赢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唐志龙教授认为，面对WTO新的历史条件，我们必须自觉地进行价值观范式的转换和创新。其内
容包括：在科学确立全球意识、民族意识和人本意识的基础上，实现由“重义轻利”向“重利轻义”的范式转换，创造出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崭新的“功利价值观”；实现由“等级意识”向“法律意识”的范式转换，创造出符合科学精神的“法律价值观”；实现
由“中庸之道”向“竞争开拓”的范式转换，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自强价值观”；实现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范式转
换，创造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崭新的“生活价值观”；实现由“整体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范式转换，创造出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
求的“人的价值观”。建构新的价值观范式的原则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扬弃与继承：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范式创新。二是借
鉴与熔铸：以世界优秀文化为营养的范式创新。三是回应与超越：以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为切入点的范式创新。 

1．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全球化中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 
价值的人本性与人文精神的本质  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认为，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价值世界的核心，价值世界以人为本性。因

为人的活动是价值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运动方式，人是价值世界的本体。人的本性是实践活动的自由特性。人的本性
的展开就表现为对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对于价值世界本质的观念反映，价值世界以人为本性,因而人文精神反映了人之为人的
本质规定。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自由的追求，体现着以人本身为目的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宋永平认为，人文精神本质上
是一种批判精神，是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 

价值冲突的人文性质与人文生态的重建    北京师范大学晏辉博士认为，价值冲突的人文性质表现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利益冲
突引起文化冲突，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全球化带有侵犯人性的特点。市场把主体性的需要物质化、平面化，故有反人文性。市
场使人秩序化、片面化、消费主义化，故有反人道性。要解决价值冲突所引发的人文危机，需要重建人文生态。重建人文生态的内
容包括：重建主体性的需求体系、信仰体系和信用体系。在制度上和生活形态上，建立人与人相互关爱的机制。    

3．人文精神的弘扬    陈新汉认为，在经济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弘扬的正负效应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既使人从人对人的人格依附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人作为目的的主体地位，又使人产生对物
的崇拜和形成人的片面发展。要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低限度，最主要的是要把“人的原则”作为一个最
基本原则贯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去，以人的原则来建设物的文化世界和交往的文化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来建设精神的文化世
界，在文化世界的建设中，使人文精神得到弘扬。 

广西艺术学院黄海澄教授认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要建构新的文化模式，必须首先确立人文主义目的，即一切为了改善人的
生存状况，满足人的需要，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提高人。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服务于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改革
政治体制，建构民主体制，尊重个人自由，是当前我国制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南林学院汤建荣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儒家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应当得以弘扬。儒家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主要包括仁
爱、仁义原则、贵和、和谐原则、刚健有为原则。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和谐发展，能够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建立普遍
伦理的基础。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爱”可以协调日益紧张的国际间的人际关系，使“地球村”的“村民”和谐相处。从爱一切
人到爱一切物的泛爱主义和“天人合一”观，能够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共进、和谐统一的伦理基础。 

2．深化和拓宽价值哲学研究的思路 
李德顺教授认为，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应当走出就理论谈理论、就概念谈概念、就说法谈说法的思路，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拓

展价值哲学的研究。利用价值理论的优势去解决现实问题，如全球化中的价值问题、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价值问题、道德价值问
题、文化价值问题，等等。价值哲学研究要向现实扩展，向各学科扩展。在扩展中，扩展我们的视野，迎接现实的挑战。解放思
想，关注生活，参与生活，从而显现和发挥价值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 

《哲学研究》编辑部刘奔编审认为，第一，要重视和加强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前提不清可导致虚假的推论。因此，要加强事实
性前提的研究，准确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要加强概念性前提的批判性研究，准确把握基本概念的内涵，避免无谓的争论。第二，
要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各种价值问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去解决各种现实的价值
问题不是极“左”的思路，而是正确的思路。不运用这些正确的方法，我们就要付出大的代价。 

（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