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哲学视野中人的价值内涵和现实表现及其地位（苏文帅）

苏文帅[1] 

【内容提要】人的价值是哲学家以及现实生活思考最多之问题，尤其中国传统文化最

注重人的价值问题，然后对于此问题一直是观点颇多，而往往矛盾分歧颇大。本文试

图从人的价值理论内涵和现实表现两个层次来阐释人的价值问题，并运用中国传统哲

学视野来解读人的价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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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随着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过程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

化心理结构。而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部分，中国的先哲们一直注重对价值问题的

思考和探索，觉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尊崇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

和超越性的精神境界。 

价值观念是人们从自身需要出发而确立的关于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价值选择的

观念，其核心事价值标准。具体地说来，价值观是主体对客体有无价值、价值大小以及主体

根据什么标准和运用什么方式评估、选择和实现的一种稳定的看法、观点和态度。[2]价值

是主体人生存发展完善的需要与客体通过效应而满足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或结果。

价值的主体是人，可以说围绕着人这一主体而展开的。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其中一种类型。在

广义的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价值都是人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人这一主体需要而呈现的。可以

说，人的价值问题是整个价值问题的核心，也是必须回答思考的问题。尤其是重人生、长伦

理的礼乐文化与人生哲学相结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注重思索人的价值问题。整个中国

传统哲学围绕着人的价值问题而展开了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的阐释。 

 

一 人的价值理论内涵 

由于价值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而价值主体必须是人，所以从广义角度来

说，价值也就是人的价值。但一般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现实生活层面上，人的价值概念

都是从价值里面其中一种类型而言的，都是指狭义上的人的价值。但就对其概念的内涵理解

却各学者的观点各有不同。那么要探讨人的价值这一概念必须应该在一般价值规定理论的指

导下进行，必须要与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 

 

（一）       价值的界定 

1 价值的界定 



对价值本质含义理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要有1）“需要”说代表学者李德顺就如

此说：价值这个概念所肯定的内容，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

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 2）“意义”说：代表学者袁贵仁如此定义：价值是客

体对主体的意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意义。３）“属性”说：代表学者

李剑锋的定义：价值就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性。４）“劳动”说：学

者赵守运、邵希梅的定义：哲学的价值凝结着主体改造客体的一切赋出。５）“关系”说：

代表学者李连科：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关系； 

赵馥洁教授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的定义是：价值是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特定关系

的范畴，这种特定关系是指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客体适应、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性的社会关系，它是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价值的客观根据。６） “效应”或“功能”说：王玉梁：价值关系是价

值产生的基础，而价值则是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特定效应。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

需要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功效或效应。价值是主客体价值关系的一种结果，一

种现实效应。价值是价值关系的一种特定效应，是客体对主体的功效。总的而言，更多的学

者倾向于“关系说”，当然在这里面也有诸多的分歧。 

对于价值的本质理解不同，会导致整个价值理论的分歧。所以如何界定价值内涵至关重要。

“价值”一词就其语言本义和现实生活层面来看，这一词都是表示关系的范畴。“价”，指

商品的所值得货币数量；“值”，是两人相遇、碰面，进而引申为物与数相当、一致；二者

皆是解释关系的概念。就现实生活而言，许多价值之词（如好、贵、利、美、善等等），这

些都是人们在“什么对于什么”的关系中使用。也就是说价值首先是一种关系。而价值这一

种关系又是一种主客关系，在这关系中存在着主客之分，有着主导与被主导、决定与被决定

的关系，是主体掌握尺度来衡量客体的关系。而且这种主客关系又与认识、实践这两种主客

关系是不同的，是具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价值是客体走向、符合、接近主体，是客体一致于

主体，掌握标准的是主体。并且也只有具有能动性的人才能够充当主体，其他诸如雨露滋润

禾苗则不存在主客关系。由于人具有着能动性，并且人具有生存发展完善的需要，而这一需

要促使着人寻求某种能够满足此需要的客体，而客体具有着某种属性、功能、效应能够满足

人的需要。那么，价值就是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需要与客体通过效应而满足主体需要之间的

一种关系状态或结果。 

 

2 人的价值是价值的一种类型 

由于主体人及其需要、客体及其属性的多样性，价值往往被区分为很多类型。其中人的价值

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只不过就其主客体来看，在人的价值问题，主体与客体都是人，是作为

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二）       人的价值包含的关系 

人的价值是指在主客体关系中，人是主客体的统一，主体是人，客体仍然是人。而此能够主

客体统一也只能是人，其他万物无法成为主客体的统一。那么由于人存在着多重外延性，既



有个体的人，也有群体的人，以及泛指整个人类，所以人的价值这一主客体统一关系所包含

的关系也是多维性、交织性，其内在的关系多重而复杂。 

 

             人类－————————人类 

    主体     群体（社会）—————群体（社会）    客体 

（人）      个体 —————————个体           （人） 

 

在人的价值这一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皆分为：人类主体、社会群体主体、个体主体；人类客

体、社会群体客体、个体客体。从而也互相形成了九对关系。那么总的而言，整个人的价值

关系区分为两大类，一是人与“他人”的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互为客体，包含了两个方面的

内容：1）“我”能满足“他人”的需要、我对“他人”的贡献；2）“他人”能满足“我”

的需要，“他人”对“我”的认可和尊重。二是自己与自己的价值关系，人自己即主又客，

包括两方面内容：1）自己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完善需要；2）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满意。这两

大类也可以归结为“人际融洽、身心和谐”。 

 

（三）       自我价值的含义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在谈到人的价值问题时，多注重自我价值且对此理解也有所不同。

而自我价值可以说是人的价值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含义也具有着多维性。 

由于人的价值中包含的关系呈现多维交织性，主体分为人类、群体、个体，所以自我价值也

是有着不同，人类、群体、个体皆有自我。不同的自我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既

指各种自我与“非自我”的价值关系，在这层次上自我价值是强调的是“他人”能满足

“我”的需要和“他人”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同时也可以是指各自我包含自己满足自己

需要的关系。总的说来是指各种客体满足“自我”的价值关系。 

 

综之，人的价值是指人既作主体又作为客体而统一的价值关系，其包含的关系呈现着多维交

织性，内容是多重而丰富的，总的表现为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人本身的各种满足与

被满足的关系状态。 

 

二 人的价值的现实表现 

人的价值内涵丰富，关系多维。在抽象意义层面上说人的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与人的一种

价值关系。但这种价值关系在现实生活层面是如何表现的，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

题，人们关注思考较多，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优越性和超越



性，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

天地之心”，都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优越性，而此说法往往被学者认为是归结“属性说”并认

为人的价值的界定应该用“属性说”。但就实际理解而言，突出强调人的优越性是人的主体

性的表现。先哲们阐释的是人的价值在现实层面的表现，也是把人的价值由抽象的主客关系

走向现实层面的表现。 

 

（一）       人的价值分类 

    人的价值包含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客体之间形成的关系。但就整体而言人是一切价值

的判断者，也是人的价值的判断者；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也是自我价值的创造者。与其

他存在的价值不同，人的价值是自我相关的。人既是价值主体也是价值客体。所谓“人的价

值”表达的是人关于人自身存在方式的理想。人的价值有三个层面，一是人类的价值；二是

群体的价值；三是个体的价值。 

人类的价值，是对人类作为主体的价值关系。它表达的是人对自己作为一个类在宇宙中的责

任的理解，关涉的是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界、如何对待自然界其他的生命、如何成为宇宙中

一个负责的存在。它是人类对人类之尊严的肯定，是人类在超越了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对一种

更高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人类的价值，既是人类对宇宙的价值，更是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在

对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守护和贡献中，人类将体验到人之为人的尊严。群体的价值，是群体

和人类、群体、个体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承担着对社会的独特的责

任，都有可能对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群体的价值，一方面是根据群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贡献的判断。个体的价值是个体主体与人类、群

体、个体（包括“我”与非“我）的价值关系。这一关系义既是对社会和他人的，又是对自

己的。而且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个体的价值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生命价值；其二是

人格价值；其三是人生价值。 

而所有的这些都包含着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注重“为我”，二是强调“为他”，也就

是人的价值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通。一方面在人的价值关系中，依人、用人；另一方

面在人的价值关系中，为人、达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价值又可以分为价值性和工具

性。其中最根本的应该是价值性，工具性最终需要回归于价值性。 

 

（二）       人的价值现实表现 

由于人的价值既有价值理性的一面，又有工具理性的一面，同时还包含着人类价值、社会群

体价值、人生价值、人格价值、生命价值等等。那么就现实层面而言，人的价值其表现一方

面既是反映了价值性与工具性，是为人与用人的统一，依人与达人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是要

体现整个人类价值，凸显人类的优越性，同时也注重人伦社会价值、人格修养，从而达到人

生愉悦。那么人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应为全方位的展示如此的特点。 

 



1 人道得以推行 

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实追求人道的推行。人于世间，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此过

程必有信念予以支撑促动。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兼爱天下”皆是为推行人道而奋斗，

人的价值也是基于此而展现于此。 

人道实质强调人的主体性，弘扬人是价值主体，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公平正义”，

都是承认人是价值主体，也凸现人贵于物之处，所以要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以及爱人。

追求人道，是为了彰显人超越于物的高贵，也是弘扬人的价值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正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从而建立人的价值之根据，显现人的主体超越的根本表现。 

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表现，如果不推行人道，就难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也难以使

人与物得以区分，人的价值也就无所表现，更无从谈起，所以说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在

现实层面最根本最首先的表现。 

 

2 人性得以向善 

人性是人的价值问题的核心，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关于人本质的问题，

先哲们都十分注意研究和探索。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性善”、荀子

“性恶”以及后来的“性三品”、“性二元”等等，几乎每一思想家都对此作了探讨。 

人性是关系到人的价值的主体人本质的问题，是说明人应当如何生活，怎么样生活才是对错

与善恶，由于人有七情六欲和对生存发展完善等需要，对资源资料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容

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而滑入“负价值”的深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人的价值最基础的

表现，只有安其人性，变恶为善，去恶存善，对人性进行充分的认识，既不强求压制人的需

要追求，也不过度膨胀人的欲望。应该使得人能够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

的的生活。人性得以向善，利人利己，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处理好

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只有这样，人的价值才有基础保证。人性得以向善是人的

价值最基本的现实表现。 

 

3人伦得以正位 

人的价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既包括自己与自己，同时也包含人与他人的关

系。而人伦一词正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的是人之秩序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长期相处和交往过程

中，经过习惯成自然地积淀，久而久之，每种关系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适宜于保持或处理这

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从而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秩序

固定下来。 

价值就是一种关系，也是在关系所产生，而关系又要有准则和秩序来维持。人的价值关系在

现实生活中往往所表现的也就是人与自己周围联系密切或具有某种关联的人有着关系，价值



也正是在这些关系中产生呈现，而这些关系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伦所维持的父子、兄弟、夫

妇、朋友以及君臣（现在上下级）等社会关系。人伦作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

人的价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的依据。 

现实生活中，人伦得以正位，每个人都需遵守关系秩序，才能处理各种关系，社会也才得以

安定，那么价值也才能在各种关系中产生和呈现。人伦得以正位是人的价值的最首先的表

现。 

 

4 人文得以践行 

人的价值得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文化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卡西尔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

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是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表

现。 

价值的主体是人，而人的价值的主客体都是人，而人具有着不同于物的特殊和卓越的思维方

式，而在人类发展过程形成了系统的文化，并发展成人文精神。而正因为这种人文和思维的

特殊性使得人与物区别开来，并充分的在人文精神指导下发挥着主体意识。思维和精神构成

了知识的基础，而知识又促动了人能够较好发挥主体性，并在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上予以

人文的情怀。 

人的价值包含着人具有超越性和自己满足自身状态的一面，而这一切又需要人文之“思“的

精神，并予以践行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无论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为了追求“修齐治

平”，人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得以实现。人文的践行是人发挥主体意识的过程，也是

充分展现人的优越性的过程，只有人文得以践行，人文精神贯穿于主体之中，人的优越性才

得以充分展现。人文得以践行是人的价值最显要的表现。 

 

5人事得以顺畅 

人的价值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的，而这种关系的进行则是动态的过程，是在日常人事中

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生活中不断建立起来的，是处理各种事务展开的，人们

彼此之间的满足也是通过各种事情和交往所表现的。 

人只有能够融洽处理各种生活中的事务，既能“己欲立而立人”般与人融通，同时又能以

“温良恭俭让”的人生态度去处理好生活中每件事情，事前三思才后行，事中认真执着做好

每一环节，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人的价值之中的关系正是通过各种事务所展现，处理好生活中的事务就是在体现价值，价值

是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而满足和被满足正是在事情过程才能得以体现，人事顺畅就是为了

更好的体现价值，而人的价值正是在顺畅的人事中得以落实。人事得以顺畅是人的价值最真

切的表现。 

 



6人格得以完善 

人的价值的一个首先理论前提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

挥人的主体意识却是表现在人格修养之上。 

人的价值本身就包括人格价值这一方面，人格是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的价值去

向，对主体起导向作用。完善人格修养对于人的价值来说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无论是“内

省”、“慎独”还是“坐忘”、“心斋”都是为了追求达到“圣人”、“君子”和“神人”

的人格层次。人追求完善的人格，是为了保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体现人的价值的自

觉活动。通过一些修养方式来确立人的主体意识。 

人的价值关系皆需要确定“自我”这一主体，而“自我”的优越性的地位是需要通过人格所

促动并表现的。人格修养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功能的过程。人的价值在一定的层面

上就是通过人格来展现主体性的。也只有完善人格才能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增强人的主体自

觉能力，也才能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完善是人的价值最主要的表现。 

 

   7人生得以愉悦 

   人的价值是以人为主客体的价值，尽管这里人有群体和个体之分，但都是由个人所组

成。无论人的价值如何分类，最终都表现在个人的价值之人。而个人的价值由最突出的表现

于人生价值上。人就其时间性而言，人在世上是历经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人生。人

生是最能反映人的价值，也是人的价值的历程体现。人生价值是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有人的价值最终都表现为人生价值。 

人在世界之中，一方面是需求自己的生存发展完善之需要，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所处的状态感

知是否满意的过程。人最珍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是一切价值的载体，生命是价值的前提，

离开生命，所有的价值都无从谈起。人的价值最终表现于人生当中，不管是人类高贵于万

物，还是对社会贡献，而这些都离不开人生。 

人的本质是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人生能得以愉悦，生活幸福。人的价值不管是注重贡献

也好还是强调也罢，但都是在追求人生的愉悦和幸福感，也就是人生得以愉悦是人的价值最

目的的表现。 

 

人的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和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主客体的一种关系，里面包含的关

系多维复杂，人类、群体、个体互相交叉。就其总的而言，人的价值又无外乎包含两大层

次，一是注重“为人”的价值性，二是强调“依人”的工具性。但不管如何，人的价值是人

之需要而与自己、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而就其现实表现而言，是从人道、人

性、人伦、人文、人事、人格、人生等七个方面所展现的。也正是这七个方面的推行以及落

实才使得人的价值得以真正实现。在人们现实生活中衡量人的价值也往往基于这七个方面出

发。也使得在注重人生伦理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人的价值问题的思考有着特殊的地位。 



 

三 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价值问题的地位 

中华民族文化历时悠长，自远古时代人面对自然时就渐渐刻上了文化的印痕。人在世界上，

需要处理三重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自己身与心的三对关系。随着社会的

发展，文化的进步，自夏商敬神事鬼道周“以德配天”转变，注重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开始延

伸。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思想各争奇艳，各自的思想迥异，但在人的地位问题上却

趋于一致，都强调人高贵的地位，所探讨的是人的地位问题，追求人的价值。礼乐文化和人

生哲学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洋溢着人的气息，关注的是人

文情怀，凸显的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之核心。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所积淀的精神所在，诸先哲们在社会实践中对人生进行

长足的思考，也使得中国的传统哲学印上了人生的痕迹。 

 

1重人生，长伦理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

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

影响了此后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

依托，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无论是汉代的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

之心，“天生五谷以养人”，还是宋代程朱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

辨，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

更是渗透了伦理精神。以“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完全是以对道

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道家希望不为物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

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

为本，普渡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法家高唱“人皆以计算之

心以相待”， 被人评为“非道德主义”，而实际上，“醇儒”董仲舒倡扬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却源于大法家韩非。“三纲”与“五常”（仁、义、

礼、智、信）相配，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精神的核心。可见，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且与

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交融，最终

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 

 

2重人事，为现实。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儒家对“克己复

礼”的提倡和实践，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

成仁” 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封建统治“传之罔极”。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存天

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天太平”。墨家学

派忧世风日下，患民生艰难，要遵道理民，最终尚同于天子。这些都反映出哲学家们热心政

治，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道家的老聃和庄周，向往小国寡民，绝圣弃智，视功名

为粪土，希望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是以消极的形式，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

关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

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较量，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宣扬诸如

“孝子报恩”之类的思想，为现实政治效力。经过历史的淘洗，出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

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反

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3弘主体，显地位。 

中国哲学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把发挥主体能力，以便与“天”一致，看作精神境界

的升华和完善。以人为核心，天地人相参是哲学家一贯的主张和理想。儒家“三纲八目”的

修养论，“正己”就能“正人”，“成己”就能“成物”的言行，都是事在人为的一种哲学

表现。孔子讲“为仁由己”，“人能弘道”，相信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成就仁的品格。从主

客体关系来考察，便可见到，对主体意识的弘扬，是其理论的立足点。法家沉醉于杀敌报

国，立功受奖，靠个人的努力，争得人生地位，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出对主体能力的确认。

墨家认为，人人发扬兼爱之心，实行互利之法，就可走向天下尚同的正途，充分表现了对人

的能动性的信赖。道家执著于对道的追求，精神的解脱，以对主体意识的承认为根基。佛教

教人六根清净，以无念为宗，一心向佛，如没有对主体能力的信任，是不可能进入涅磐之境

的。 

 

4重人际，倡和谐 

古代哲学家轻视对自然的探求，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之道，以及“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

想，说到底，是为了调解人际关系，在自我克制中求得整体平衡统一的效应。道家要求人们

清心寡欲，不为天下先，是用消极退守的方法来协调人际关系。法家虽然认为君臣利害不

同，但仍可以“以计合”， 可以做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只

有人们“莫争”、“莫讼”、“莫得相伤”，才是理想的治世。至于法术势的交互使用，在

政治生活中的纵横捭阖，则也有调整上下左右关系的意味。总之，传统哲学重视人际关系的

调解，对于造成安定的局面有积极作用。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

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

界。哲学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以便“上因天时，下尽地

财，中用人力”，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君主执政施教，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



中取法于人”，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从整体考虑问题，而不执著于一偏。整体观念表

现于政治领域，便是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感情；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

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战略思想；在伦理领

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二）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3]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而精神，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人性论都在其中有着一席地

位，但就其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和核心而言，却是价值论思想。 

 

     1 从各家哲学的主题来看，价值问题是其核心 

     儒、墨、道、法虽然思想迥异，但却殊途同归，异里求同，都把思虑的取向于人的地

位问题上，归结到追求人生价值中。孔子以“仁”为其核心思想，而“仁者爱人”，无论是

修身还是“达人”都是弘扬人的价值，从“伤人乎？不问马”现实情感到“为政以德”的现

世情理再到“修己安人”的终极情怀，都是始终把人作为主体，寻求的是人的价值；墨翟把

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十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价值而出发，又回归于“兴天下之利”的价值；

法家韩非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哲学，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治理和制度统治；道家老

庄以“道”为其本体，但却赋予了“道”的价值意蕴。各家学派都把价值论放在核心。 

 

2 从哲学的理论体系来看，价值论融通于其他 

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道”，探索本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人事；传

统哲学的认识论是借“知行”以说“道德”，通智践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面对社会；传统

哲学的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言“治平”，思维的提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应对生活；传统

哲学的历史观是以“理势”以论“至治”，总结以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世事。价值论

渗透于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了其他问题的核心和主线。 

 

3 从哲学的总体特征而言，价值论表现最多 

无论是重人生、长伦理还是重人事、为现实以及弘主体、显地位和重人际、倡和谐，这些特

点都是注重价值问题，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本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学问，“元亨利

贞”贯穿着整个中国哲学的始终。 

 

可以看出，价值论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就其形态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

值哲学。[4]当然，此价值哲学与西方的价值哲学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三） 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主导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都离不开关于人的问题，各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围绕人

而展开的，无论是天人关系问题，还是人伦社会问题，以及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等都是紧密

的同人的价值于一体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各思想家思考的都是人的地位如何，在宇宙中

生存的意义，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完善人格修养等等，而这一切皆是人的价值问题在现

实层面的表现，可以说人的价值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的核心和主导。 

 

    1 人的地位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线 

中国古代哲人大多都思考着天人关系问题，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人在宇

宙中的地位如何。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坚持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有着崇高卓越

的地位。最初很明确的说人有卓越高贵地位的是老子，“道大，天、地、人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实在是高出万物之上。荀

子论人的高贵颇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是高贵于物质、植物、动物的，人在宇宙万物中是

最高贵的。《礼记•礼运》中讲人的卓越高贵也很多：“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

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而被色而生者也”人

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是远远高贵于其他万物的。汉代董仲舒更认为人在宇宙中是极其

崇高重要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

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

与人而十者，起于天至于人毕，由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与天地

同为万物之本，人最为天下之贵。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

之贵也”朱熹“人为最灵”戴：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总之，在古代哲

人眼里，人虽一物，身体虽小，但人却是万物之灵、万物之贵，人是贵于物的，人类价值也

在于人贵于物。古代哲学家多数高 度肯定人贵于物，而且就人何以贵于物的问题，各先哲

也多有探索。 

    可以说人的地位问题是先哲们在阐释思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

主线，其他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而展开的。 

 

     2 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脉 

    人性论是整个研究人的理论的基础，离开人性谈人是无法谈起。中国古代围绕着人性问

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要对人性进行探索和阐释。人性问题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

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

日生论等观点。 

    众先哲对人性的思索也是为了给予人寻求依据，而人性的思想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道德、

伦理、教育等等提供一个基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是作为

一个主脉而出现的。 

 

    3 人伦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 

    人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内容，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西

周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人伦问题的思考也成为

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首先把人伦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赋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的是孔子。孔子以

“仁”为思想指导，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着，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人伦思

想并被后儒把五者称之为“五伦”，韩非、荀子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韩非的思

想被后来董仲舒发展为“三纲”，董仲舒为了适应需要而对先秦思想进行改造，其中突出了

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人伦思想。隋唐韩愈，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

人伦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阐释，使得人伦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4 人文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 

中国哲学的特色就在于人文精神，人文问题是处于主流的地位，人文问题并非凭空而来，是

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演变所致，自周开始，人文精神就贯穿于整个文化。 

孔子的思想集中在人的问题上，相信“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从“学、思”出发，

以“君子九思”般的情怀来达到对人的教育，注重人文教育的实行。《论语》以“学而时习

之”开头到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结束，其中人文教育精神溢满于整个思想之中。 

孟子、荀子也极注重人文教育。无论是孟子主张“性善”而需要“养浩然之气”以人文教育

来达到“尽心、知性、知天”；还是荀子主张“性恶”要“化性起伪”用人文教育来改造人

性进而向善；人文教育在他们思想里都处于主题内容。《大学》《中庸》中人文教育思想极

其系统而集中，无论是“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等七证人文功夫，还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教育理念，都是

以人文教育来为其主题。 

自汉董仲舒到宋明诸儒都极其重视人文教育，朱陆之争也是于致知方式之上，都注重人文教

育。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洋溢着人文气息，人文问题是其主题。 

 



5 人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 

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孔子、老子以来，都重视人格修养，强调人格的完善，都提出了比较丰

富的关于人格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注重提高觉悟，培养完善的人格。整个中国传统

哲学，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所讲的人格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在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的精神

超越上却是一致。 

孔子提出“修己”之说，“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君子”般的人格；老子宣扬“无

为”，但也将“德”与“修”联系于一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

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孟

子提出“养性”、“修身”、“养浩然之气”等方式来达到“信人”、“大丈夫”等理想人

格；荀子讲“性恶”，但主张“养心”以达到“诚”之境界；庄子虽然不满意儒家所谓的圣

人，但他也提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并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达到

理想人格；《大学》《中庸》包含最系统的人格修养方法和理论，讲“正心诚意“，重“慎

独自省”，都是为了追求“至善”和“诚”般的人格。 

宋元明清时期，各思想家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大学》《中庸》等的修养方法，追求自

己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涵养”、“穷理”都是为了寻觅“孔颜乐处，追求圣人般的理想人

格。 

人格问题贯穿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之中，也为了各个思想家提供了导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哲

学的指向。 

 

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哲学，各思想家都是注重研究人生各个层面的

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着手，探索人性，致知人文，思虑人

伦，焦虑人格，追求人生理想，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人的价值问题。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准则，推行正名复归于东周的理想，追求“君子”、

“仁人”的人格；孟子以“性善”为依据，以“义”为目标来进而追求“大丈夫”的情怀；

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价值理念来追求“万善”的道；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等

方式实现“逍遥”的自由，以求达到“真人”、“至人”、“神人”般的自由人格；法家诸

子以现实的政治为目标，追求现实的治世目的，但他们也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因人之

情”；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推行“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情怀。可以说各个先哲

都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人生之原理即是宇宙之原理。 

在他们思想中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一切之核心，并主导着其他思想的发生发展。伊川《明

道行状》一书中便概括如此：“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

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

于礼乐”，二语概括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不离孝弟而至尽性至命，不去礼

乐乃能穷神知化。即孝弟即尽性至命，即礼乐即穷神知化。明道自己亦谓：“道之外无物，

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

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

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此段正是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核心问



发表日期：2007-7-28 浏览人次：247 

题，离开人的价值问题，其哲学思想就难以得以系统的发展。 

    总之，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中的部分，也是各个思想家最首先思虑的问

题，但人的价值问题却又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人的价值问题中尚

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尚有待于发掘，但如果要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从人的价值

问题入手，以人的价值问题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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