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当代价值哲学发展的困境及其原因 

王玉操 

 
100年来价值哲学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但从当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价值本质的理论来看，却长期处
于停滞状态，使当代价值哲学陷入困境。在此，我们对当代价值哲学的发展情况作一些剖析。先从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情况人
手。 
一、西方价值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价值哲学初起阶段。这个时期主导的观点是主观价值论，主要是满足需要说、情感愉快
说、欲望对象说等。奥地利价值学派的迈农认为，一个对象使我们喜欢，它便是有价值的。该学派的艾伦菲尔斯也认为，价值
的基础应在欲望或企求的领域中去寻找。我们欲求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们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欲求它们。这
个阶段也有客观价值论思想，但影响不大。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对峙并存的阶段。除了上述主观价值论观点，又产生了
培里的兴趣价值说，认为凡是兴趣所在的对象便自然具有价值。还产生了心灵赋予说，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认为，我
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 
这个时期，西方价值哲学还产生了客观主义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如英国伦理学家摩尔在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中提出
的直觉主义价值论，认为许多不同的事物本身就是善的或恶的；认为价值是客观的，价值不能定义，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
1913年，德国哲学家舍勒又提出了现象学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独立于其载体和评价主体之外的、客观的、绝对的、先验的性
质；价值是自明的，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这两种观点都肯定价值的客观性，但都忽视主体的作用，是一种机械论或先验客观
论，不能解释价值因人而异的现象。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过程哲学价值论，但它在很长时间里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过程哲学价值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系统价值论的前
身。 
第三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是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客观价值
论由于其机械论和独断论，在与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斗争中，逐渐衰落、消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价值哲学
成为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一统天下。情感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价值论，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价值论。情感主义的流行进一
步强化了主观价值论对西方价值哲学的统治。 
二、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也出版了一些新的价值哲学著作，发表了一些新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功能价值
论、系统价值论、环境伦理学中的自然价值论等见解，但这些见解的影响都不大。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特
别是关于价值本质的理论，虽有某些形式上的改进和变化，却无实质性的突破，一直受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统
治，因而使西方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对此，各国学者已多有论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拉蒙特就
说，西方价值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好或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拉蒙特，第3页)1981年，美国伦
理学家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认为，当代西方道德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由情感主义所代表的，情感主义“力图把道德变
形为个人的爱好”(麦金太尔，第26-27页)。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其1988年出版的《环境伦理学》中说：在占统治地
位的理论范式看来，没有作为体验主体的评价者，就没有价值。评价过程是一个被意识到的偏好的选择过程，价值是这个过程
的产物。(罗尔斯顿，第149—150页)芬兰著名哲学家冯·赖特于 1993年著文说：在西方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价值判断不同于
事实判断，它只是情感态度的一种表达。(赖特，第17—18页)当代西方流行的观点是情感主义的价值论。美国哲学家芬柏格在
他1995年出版的《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中说，西方现代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认为，与建立在因果作用的知识基础之上
的技术不同，价值仅仅表达了主观偏好。(芬柏格，第16页)阿根廷哲学家方迪启批评西方的主观价值论说：如果价值只不过是
主体愉快、欲望或兴趣的投射，一定会造成价值的混乱，因为欲望和兴趣因人、因地而有不同。 (方迪启，第95页)主观价值
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把价值视为人们的“主观偏好”，使西方价值哲学陷入理论上的混乱，因而导致西方道德和道德理论
的危机。 
三、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情况具有普遍性 
西方价值哲学发展的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苏联、东欧和中国近 20多年的价值哲学，主导的观点也都是
以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苏联学者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是人为了满足其需要和利益所需要的东西。 (图加林诺夫，第
10—11页)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大都是以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界定价值；中国哲学界的学者也大都持这一
观点。 
四、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崇拜自发性 
所谓崇拜自发性，就是受本能支配，不认识价值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远大的价值追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受本能支配、受
自发心态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未能把握价值的本质。西方价值哲学中的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
观点，都是以是否使自己情感愉快，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否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是否符合自己
的态度去理解价值。这些都反映了主体的自发心态，是人们不假思索的自发倾向，因而不可能认识价值的本质。 
第二，忽视逻辑一贯性。例如，西方学者认为价值是兴趣的对象，但兴趣有多种，有健康的兴趣，也有不健康的兴趣；认为价
值是欲望的满足，但欲望也有多种，其中不少欲望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认为价值是需要的满足，但需要也有有益与有害之分；
认为价值是使人愉快的东西，但使人愉快的东西并非都有价值。这样就使西方价值哲学陷入理论上的混乱。 
第三，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从主观价值论出发，人们很自然地就首先追求符合自己兴趣、爱好，使自己快乐，符合
自己欲望、需要的东西，首先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快乐，追求眼前的、直接的工具价值、手段价值、功利价值，忽视长远的、
根本的、整体的目的价值，忽视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感主义缺乏任何终极标准，使“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宾克
莱，第10页)的实用主义思潮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广为流行。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论上说，认识过程总是从自发到自觉。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一开始



总是自发地从本能、从人们自身的直接体验出发去理解问题，一开始往往是从表面上去看问题，因而往往陷于自发性。从伦理
学历史上看，是受从古希腊快乐主义到近代西方人性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古希腊昔勒尼学派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
就是恶。这种思想被近代西方的人性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所继承，并进而影响到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从文化思想来看，是直接
继承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思想。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批判中世纪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制，主张个性解放，极力论证人的
情感、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寻求快乐是人的本性，试图通过诉诸欲望和激情来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这些思想也影响到当代西方
价值哲学。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还有其社会经济根源。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个人价值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唯我主义，
一切从个人情感、兴趣、爱好、需要、欲望、意志出发。市场经济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使拜金主义泛滥，助长了急功近利倾向，导致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 
崇拜自发性是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局限，也是整个当代价值哲学的局限。 
五、当代价值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从自发转化到自觉 
所谓价值自觉，就是要克服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的倾向，从严肃的理性思维出发，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确立科学的远
大的价值追求。为此需要：第一，以科学的理性思维为指导，把实践引入价值论，从价值的存在、结果、功能、发展出发去理
解价值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
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同样，人也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
从结果出发，就是从实践特别是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即从实效、效益、实绩、效应去理解价值。实践结果具有直接现实
性，更有利于确证价值的客观存在。从功能出发去理解价值，就是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实际功效去理解价值。价值是对事
实的超越，价值具有超越性，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事物发展。从发展出发去理解价值，就是从对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效应，从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效应，从对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效应出发去理解价值。 
第二，坚持逻辑一贯性。一门学科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必须 
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必须坚持理论的严谨性。为此就必须从使价值哲学理论产生混乱的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种
种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代之以能科学揭示价值的本质并能坚持逻辑一贯性的观点。 
第三，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要克服从情感出发，只顾眼前的、局部的、直接的手段价值的倾向，克服急功近利倾
向，把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局部价值与全局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物质功利与真善美的统一结
合起来，把获得现实的物质利益与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结合起来。 
六、实现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转化的条件 
西方价值哲学基本理论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与其长期忽视基本理论研究有很大关系。要使当代价值哲学走出困境，首先必须
克服忽视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倾向，把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努力争取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
有大的突破。 
其次，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式有属性说、实体说如人道说或人学说、关系说、系统说、功
能说等。几种模式各有特点。主客体价值关系说如能引进实践范畴和吸收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或主体间性的思想及系统说、功能
说的合理因素，就不会拒斥或消解人，而且较之属性说和人道说更能科学地解释复杂的价值现象。 
最后，最关键的是要有科学的哲学观作指导。实事求是的哲学观，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价值问题，从实践特别是实
践标准出发去理解价值，拿事实来说话。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使当代价值哲学走出困境，必须摆脱主观价值论、特
别是情感主义的束缚，必须克服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承认客观事实的主观偏见，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的哲学观作指导。只
有这样，价值哲学才能走上繁荣和发展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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