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值选择与人类生存 ——第二届国际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在生活过程中遇到的
人本身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矛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人类根本的生存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
哲学上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方式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价值原则。围绕“价值选择与人类生存”这一主
题，由湖北大学哲学系主办、国际价值研究 
会协办的第二届国际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6月12日—16日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美、俄、日、印度等15个国家地区
和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代表对哲学和价值研究的历史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价值论研究的方法问题；价
值论研究的视角转换问题。尽管存在着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并列和以价值论为核心重建哲学这两种处理价值论和哲学之
间关系的方式，但学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把哲学研究和价值论研究内在地统一起来，这是哲学和价值论研究创新
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要克服局限在价值基本理论本身层面的状况，深入到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层面，这样才能进一步解
决包括价值的本质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关于研究的方法，有的学者主张用实践价值哲学的方法克服和超越西方主观价值论和
客观价值论的局限；有的主张进一步完善主客体关系范式、需要范式、规范理论范式和元理论范式，在看到其局限性的同时不
能轻言超越；有的主张采用多维主义的方法，把价值选择中包含的态度、社会期望和对未来的理性设计等纳入到主体经验和客
体的关系之中进行分析；有的学者则分析了价值论研究方法的“拟科学”、认识论误区，认为要批判地运用认识论的思路研究
价值问题，把价值问题纳入到人学方法的范畴中，作为一种人学或人文科学来研究，突出人们价值生活实践的方法论维度。方
法论的反思是和研究主题的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反思的共同点是要求价值论的研究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生活实践来
探讨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关于研究主题的转换，有的学者主张应把研究的视角转换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上来，借助价值论实现哲学与政治学、
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积极对话；有的基于社会对于美德的迫切需要呼唤美德伦理学；有的从发展观的反思角度思考这一问
题，认为“价值”就是以人为本，人是价值的主体，是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有的学者从价值基本理论的角度认为人
是元价值，是纯粹的、本质的、自决自明的、自由的和先在的价值。主办单位的学者则明确地提出了价值论研究主题转换的主
张，认为国际价值探讨运动应突出人类生存方式问题的研究，对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生存目标、理想状态进行价值分析，对
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分析，对人类现行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及其实现方式进行价值评论。 
本着关怀人类生存的主旨，学者们在生态伦理的框架内进一步就人应具有的对自然的价值态度问题展开了讨论。社会发展状况
既是个人的生存环境，同时又是地区、国家和人类的一种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是一个价值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对发展观
的价值审视是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基本的共识。学者们还探讨了以往文化成果在建设合理的生存方式
中发挥的作用。如有的学者分析了宗教对于提升人的人格和文化创造的价值；有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道家“无用之
用”对于拓展当代人价值视野、合理利用资源、发现审美价值、克服价值判断上的独断论的意义；有的分析了儒家对人与世界
的价值的生成论的看法，和基于身体之利的价值和心灵完善的善的价值以及与本体世界和谐的本体价值的现代意义；有的学者
分析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对于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问题的积极意义。 
在当代，人逐步由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存在，人同时是自然性、个体性、家庭性、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和
人类性的人。全球化的发展在逐步使人更加成为人类的同时，也交织着上述人的生存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
价值选择的冲突。与会学者分析了全球化与人的价值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中东西方价值的交互作用，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中心和
多元、共同利益和局部利益、文化的特性和共性的价值碰撞等。研讨会的召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全球的学者
共同去探讨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问题，并在人类相对合理的价值观构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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