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人类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正在遭遇各种逆

全球化尧反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袁但在平等而普遍

的交往中不断建构日益完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依托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塑造袁 由此才能在

平等的话语交融中不断推进和谐共在的社会发展

历史进程遥 在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以建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过程中袁 通过制定抽象原则来寻求放之

四海而皆准之普遍适用性的普世价值必须遭到根

本性批判袁 这样人类共同价值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才能得到更加明确的彰显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建才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价值支撑遥

一尧存在论奠基院野原子化自我冶
还是野现实的个人冶钥

批判普世价值需要一种前提性反思的向度袁
那就是探寻普世价值形成背后的人性依据及其深

层次的存在论奠基遥 普世价值依托的是资本主义

的抽象人性论院野耶抽象性爷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袁耶抽象的个人爷 成为这个社会

的自然基础袁也成为耶普世价值爷的人性依据遥 冶[1]从
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袁这种野抽象的个人冶就体现

为被奉为资产阶级官方哲学的自由主义的主体预

设要要要野原子化自我冶遥 野原子化自我冶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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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思想建构的逻辑起点袁 也成为普世价值

之所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依据遥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看来袁野原子化自我冶是

自足的袁 是一个永恒的出发点而非生成中的历史

结果袁 不需要假借他者就能实现自我的完善和发

展遥 这根源于现代性启蒙的祛魅追求院伴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崛起袁人类的认知能力一路高歌猛进袁
不可知的不可能性成为了广泛共识袁剥离神性尧驱
逐神秘成为世俗化运动的唯一版本遥 于是袁野伟大

的存在之链冶断裂了袁传统的经验力量再也难以融

入现代性的自我认知之中袁 自我的主体性力量是

唯一的合法性存在和认同根源遥 野它的本质的实现

是主体的自我实现曰 因此它不是根据同某个彼岸

理念秩序的关系来规定自身袁 而是根据从它自身

中展示出来的某物来规定自身袁 它是它自身的实

现袁是在那个实现过程中第一次重大的创造遥 冶[2]这
是一个遮蔽了他者所具有积极构成意义的被普遍

泛化的绝对主体遥 野原子化自我冶祛除了自我存在

的文化差异袁 将无个性的标准化特征镌刻进自由

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机理之中袁 人之多样化的存

在样态被忽视甚至遭到遮蔽袁 消逝了丰富伦理向

度的茕茕孑立的权利承载者成为了现代性序曲的

唯一演绎者遥 这样的野原子化自我冶仅仅具有逻辑

建构的形式合理性袁 在真实历史演绎方面则体现

出了空洞性尧虚假性和抽象性遥 以此来建构的社会

关系和普世价值体系无法充分展现人类社会生活

的丰富性袁 自然也无法容涵和尊重多样化的人类

生活样态遥
由这种野原子化自我冶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是完

全工具理性的袁 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成为人际关系

的唯一模式袁 由此拓展而形成的社会结构是黑格

尔意义上的野需要的体系冶院野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

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袁 使需要得

到中介袁个人得到满足要要要即需要的体系遥 冶[3]这种

平等交换劳动成果以一种普遍的抽象正义营造了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野市民社会的幻象冶袁在其中袁每
个人都是平等的袁都是均质化的现代性主体袁但这

是一种茕茕孑立的野孤独的个体冶袁生存意义的失

落与交换价值的崛起是同步的遥 因为在资本主义

的市民社会中袁 除却利益的权衡与交换再也找不

到其他能够维系人际交往的纽带了遥 自足的野原子

化自我冶祛除了传统社会关系中的脉脉温情袁冷冰

冰的市场交换成为了人际关系建构的主导遥 野我们

不可能摧毁市场袁 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

来组织自己遥 限制市场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曰完全

不限制它们将是致命的遥 冶[4]因此袁必须要对这种社

会关系建构的原则及其价值依托进行根本性的反

思和批判遥 市场所依系的契约精神应该内涵着主

体性自我的伦理决断和责任意识袁野原子化自我冶
及其遮蔽他者的消极自由追求恰恰缺少的就是这

种自我负责的伦理自主能力遥 依靠这种野原子化自

我冶是无法养成真正成熟的市场主体的袁也无法真

正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空间遥
毋庸置疑袁野原子化自我冶的抽象主体建构意味

着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遥 这种价值取向在致

力于挣脱封建等级束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曾经发

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袁然而袁形式上平等的资本逻

辑的确立也意味着社会大脱嵌的开始袁 在马克思

看来袁那就是野一切固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冶遥 可

以说袁 绝对自足的个人本位主义的自由与解放在

消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袁 也陷入了自我

认知的抽象和迷离之中遥 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袁
我们认为袁野原子化自我冶 及其衍生的资本逻辑是

普世价值虚幻性和空洞性的根源遥
普世价值观将生成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展现

了不同社会关系的野现实的个人冶抽象化为无差别

的野原子化自我冶袁并将之确立为不容辩驳的价值

主体袁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自我臆想遥 我们显然不能

忽视自然地域尧文化传统尧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

和殊异对价值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影响袁 因为他

们都深深融入到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共同体之中并

时时刻刻地发生着作用遥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野原
子化自我冶及其幻想的野无知之幕冶构思了一种完

美而理想的制度设计袁 但这显然只是一种充满乌

托邦意味的空想袁 由此拓展衍生出来的普世价值

构想自然也不例外遥 在真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袁价
值世界因人的差异而千差万别袁 进行简单形式化

抽象的结果只能是价值世界的意义失落袁查尔斯窑
泰勒将之称为野非文化的现代性冶造成的野社会隐

忧冶遥 这是一种简单线性地理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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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袁看起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袁但其背后的缺陷

和危害却是致命的袁普世主义价值观及其野原子化

自我冶 的论证起点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逻

辑必须要遭到彻底的批判性检视浴 野因为它们把自

己以理性人为依据建构起来的这一冲突模式看作

是终极的和亘古不变的袁因而只是把它看作审视尧
省察和言说的对象袁而不是看作改造的对象袁因为

改造本身就意味着与主体的活动相关的突破和超

越遥 冶[5]要打破这种野原子化自我冶的虚幻想象袁就要

真正进入实践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去考察

处于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之中的野现实的个人冶遥
与野原子化自我冶之个人本位形成根本性对照

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野现实的个人冶遥野现实的个人冶
是处于野生产要要要交往形式冶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

中的野人冶袁是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真正

的自我袁它打破了对人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辨袁彰显

了人在日益普遍化的社会交往中建构自身的成长

性过程遥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和恩格斯

指出院野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袁 它一刻也不离开这

种前提遥 它的前提是人袁但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

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袁而是处于现实的尧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尧 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

展过程中的人遥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袁
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

认为的那样袁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袁也不再像

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袁 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

活动遥 冶[6]野现实的个人冶实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

性之辩证统一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就构成了具体

的尧真实的历史遥 因而袁野现实的个人冶必然是历史

性的存在袁 是一定时空中的有限性存在要要要这与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依托的野原子化自我冶的超历史

性尧抽象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浴 正是这种野现实的

个人冶实现了历史的野剧中人冶和野剧作者冶的完美

统一袁在日益普遍的社会交往中不断打破封闭尧僵
化尧保守的旧世界袁成为建构开放尧包容尧进步的新

世界的创生力量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是扎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动

主体袁处于社会实践所生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之中袁
成长和发展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野真实的共同体冶之
中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展现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真实

构成关系袁这是一种相互确证的正向激励关系袁意
味着对抽象平等的资本逻辑关系的实质性超越袁
意味着人民主体的历史性生成遥 野人民是社会历史

的创造者袁是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耶演出爷的主角遥
人民主体性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袁 也是衡量

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遥 冶[7]可以说袁野现实的个人冶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建构的起

点和导引袁 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思想的逻

辑起点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之所以是野现实的冶就在于其不

断地寻求打破僵化现存的积极行动袁 内涵着对于

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审慎判断和理性筹

划袁 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动态平衡中不断达成自我

实现的有限性存在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拒绝绝对完美

的自我设定和不容缺陷的社会规范袁 而是尊重人

类认知的有限理性和人类行动的渐次优化遥 在这

样一层意义上袁野现实的个人冶 是包容个体差异性

的社会性存在袁是处于历史生成中的文化性存在袁
是在普遍社会交往中不断建构自我的成长性存

在遥 人类在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开

创一种富有弹性尧 充满张力的价值空间的新时代

已经来临遥 人类共同价值所依托的正是这种野现实

的个人冶的真实社会实践活动袁反映的是在普遍交

往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基于平等的话语交流所达成

的生存共识袁 在其中差异化的价值诉求将得到体

现袁 基于实践理性的人类合作行动将成为建构人

类和谐共在状态的积极力量遥
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关系生成的 野现实的个

人冶实现了对抽象逻辑推演的野原子化自我冶的批

判性超越遥 可以说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普世价值

规划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创造力面

前黯然失色遥 从野现实的个人冶入手袁我们才能对普

世价值及其野原子化自我冶展开真正的批判袁才能

找准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理论切入点袁 才能夯实

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实践基础遥 基于 野现实的个

人冶 及其社会实践活动而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

一种富有成长性的哲学方法论袁 能够既唯物又辩

证地将不断发展的历史境遇自觉纳入到自身的研

究视域之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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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认识论澄清院野独断论冶
还是野生成论冶钥

野原子化自我冶存在认识论上的白板问题袁带
有强烈的机械经验论意味袁 由此得出的认识结果

或者知识判断必然是封闭的尧独断论的遥 这是一种

看起来确定不疑的尧绝对理性主义的袁实则带有非

常强的主观武断性的尧 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观

点遥 作为这样一种认识论过程之结果的知识判断

或结论遮蔽了伽达默尔所说的构成人类认识起点

和前提的野合法的前见冶的积极构成性作用袁否认

了话语交流所能带来的认知主体的价值观念变

革遥 独断论的价值认知所依托的自足的野原子化自

我冶 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虚构的逻

辑起点袁 不符合真实社会生活世界的实际运行过

程袁而且会肢解人类可能形成的价值共识袁由此价

值理念来指导的实践行动无助于和谐共在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塑造和建构遥 野个体并非单子袁也不

是自足的袁而是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多袁包括全球

网络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联系遥 自足个体这一观念袁
最终意味着一切相互义务的消失袁 这就是新自由

主义必然危及福利国家的缘故遥 冶[8]西方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的普世价值观信奉的恰恰就是这种基于

自足的野原子化自我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信

条袁它超越具体国家尧阶级和历史进程袁适应于所

有的族群尧社会和时代袁并得到全人类完全无异议

的高度认同和普遍接受袁 由此默认了一种终极真

理的存在袁 其实质是一种带有话语霸权性质的哲

学独断论遥
那种超历史尧超时空的野原子化自我冶是一种

纯粹虚幻的想象的存在袁 与之相适应的那种力求

排除所有的主观因素影响的尧 推崇绝对客观主义

的理性主义认识论观点也必然是独断论的袁 无法

对丰富多样的人类生活世界做出恰当的认知和评

价遥 自我默认的先天优势地位与知识话语的独占

垄断是滋生独断论的温床遥 独断论意味着失语与

缺席袁意味着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袁意味着贬抑与

压制的存在遥 更为可怕的是袁独断论存在对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漠视袁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不是僵死的冰冷铁律袁 而是处于社会生活

实践中的野现实的个人冶交互作用的结果袁展现着

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充盈张力院野现实的个人冶 正是

在认识必然中达成的自由存在袁 并在自由的肯认

和捍卫中展现着必然的约束和规制遥 恩格斯提出

的野平行四边形法则冶向我们证明的正是人创造历

史活动所实现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

一遥 独断论对此不以为然袁而是顽固地以片面的自

我认知和价值判断来取代人类认识世界的丰富多

样性和高度复杂性遥 普世价值之简单形式化的抽

象价值标准蕴含着这种认识论上的独断倾向和对

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漠视与无知遥
因此袁 普世价值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和现实袁注定也仅仅是镜中花尧水中月遥 所谓

的普世价值追求要么是一场纯粹乌托邦意义上的

幼稚的情感抒怀袁 要么是特定利益群体别有用心

的意识形态迷惑甚至欺骗遥 正如迈克尔窑桑德尔所

指出的院野把人作为自由选择的尧 独立的自我来对

待袁 可能未能尊重那些为信仰或生活处境所羁绊

的人袁 那些信仰或生活处境不容许自由主义的自

我形象所要求的独立性遥 冶[9]由此来看袁自由主义的

普世情怀并没有所宣扬的那样普世尧那样包容袁所
做出的政治哲学承诺仅仅是部分拥有相同价值观

的群体袁而非最广泛意义上的普罗大众遥 可以说袁
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和宣扬者们以一种所谓绝对的

价值中立的立场来构思和处理复杂多变的人类价

值关系袁 是以一种简单的去文化态度来坚持和维

护自身的价值立场袁 本身就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迷

惑性和欺骗性遥 文化意味着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

养成袁实践意义上的去文化是不可能的袁仅仅是一

种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选择遥 因此袁妄图以遗忘尧
消解甚至有意掩盖和遮蔽文化立场的方式来追求

所谓的普世价值是行不通的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遥
价值认同来自深层次的精神皈依和文化维系而非

话语独断所致的失声尧 沉默带来的形式上的齐一

化袁 价值追求是一种真切的心智付出和实践求索

而非盲目空洞的群体围观与从众喝彩遥
由此来看袁 普世价值的独断论话语霸权是独

白式的袁 认为自身穷尽了对世界的真理性认知并

由此掌握剪裁和指责世界多样性的绝对权力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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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普世价值观没有给予来自其他文化场域的价

值观念以平等的尊重和接纳袁 而是默认和设定了

自身价值话语的先天优越地位袁 并要求其他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予以接受和服从遥 野耶普世价值爷实际

上是将西方自己的特殊说成全人类的普遍袁 并把

这种所谓的 耶普遍爷 当作世界唯一或者最高的标

准袁 并强制要求世界其他国家也向这个标准看

齐遥冶[10]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袁普世价值话语缺少对于

世界多样性的基本尊重和包容袁 将西方文明作为

人类文明形态不可置疑的制高点袁 并以之对各式

各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样态进行高低优劣的

评判和裁决遥 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起点袁在对世

界的实践性改造中人类会修正和完善自身的认

识遥 持有普世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独断论

的认识路线袁在全球化推进的进程中袁将自身默认

为无可动摇的绝对主体袁 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客体

意义上的支配和统治袁 实则是与人类和谐共在的

全球发展趋势格格不入的霸权行径遥 人类文明的

发展取决于不同文化共同体在守护自身文化传统

本真基础上的交流与融合袁 文化样态的多样性及

其协同共荣才是滋养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深层动

力遥 法国学者阿兰窑图海纳指出院野不承认文化的多

样性袁 重新组合世界的思想就将掉进新的普遍主

义的陷阱袁误入虚幻的梦乡遥冶[11]普世价值观恰恰就

是以想当然的标准化普遍主义路径窒息了人类文

化协同发展的可能袁 有碍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

历史发展进程遥
毫无疑问袁 人类无法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穷

尽世界的知识袁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开

放性过程袁 真理性认识也不是超越一切时代境遇

的终极判断袁 必须要站在特定的时代境遇中依托

一定的文化背景来认识和把握包括价值问题在内

的一切社会发展问题遥 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袁作为认

识结果的人类知识是在不断生成中得到增长和积

累的袁因为野现实的个人冶作为一种在场于特定时

空的有限性存在是无法穷尽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袁
而只能成就人类无限认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具体

的环节遥 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袁人类的价值认知是一

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院 要定位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实

践来确定真实而明确的价值关系袁 不能以抽象的

所谓普遍价值信条来取代对丰富多样的价值世界

的多元认知和差异化判断曰 要立足于特定的时代

境遇来反思价值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袁 不能

以简单粗暴的价值独断论来取代生动真实而富有

张力的价值评价遥 野我们有合理的方法解决价值判

断的争议遥 但这种合理的方法仍是历史的尧 相对

的袁是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袁而不是超人类

的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遥 不能将解决价值判断争议

的期望袁寄托于人类已破除的神或其它偶像曰也不

能将这一期望寄于客观世界本身曰 当然也不能将

这一期望寄于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所谓先天具有的

永恒不变的良知或理念遥 我们只能在人类的社会

生活中袁 在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发展中寻找评价

合理性的根据遥冶[12]一言以蔽之袁要在野现实的个人冶
及其实践活动所处的复杂社会历史境遇中实现认

识论与价值论的相互融合与彼此确证遥
价值认知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的前提遥 人

类的价值认知活动当然不是如普世价值论者所认

为的那样在一块白板上进行简单尧直观尧机械的投

射袁而是一个复杂的尧历史的尧社会性生成过程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生长和发展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

之中袁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探索和开辟社会交

往的空间与可能袁 从事不断实现自我的社会化重

构遥 野自我可能并非预先给定的遥 它并不是什么隐

藏的东西袁非得我们去找到它袁而是必须去塑造的

东西遥 因此袁自我这种东西就是要和其他人一起袁
通过能提供有关自我形成的技术的协同活动和共

享观念袁创造出来遥 噎噎我们寻找自身的地方袁基
本上就是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袁 而不是我们通过反

思自己的所思所感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遥 冶[13]人
类的价值认知势必受到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

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在其中与之发生社会交往

关系的野有意义的他者冶成为了建构其价值认知和

价值认同的重要力量遥
普世价值的去语境化将独断论观点提升为人

类认识与实践的普遍遵循袁 看不到人类社会实践

交互中生成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巨大创造作用

与意义遥 被普世价值无视的客观规律恰恰是人类

共同价值建构的前提遥 对人类共同价值而言袁尊重

客观规律就是尊重野现实的个人冶的创造作用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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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尊重社会生活共同体所赋予每一个 野现实的个

人冶的野合法前见冶袁就是尊重自我与他者在存在论

意义上所达成的视域融合遥 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袁人
类共同价值的包容与接纳与普世价值的独断与排

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 这尤其体现于对客观规律

的认识差异之中院对于普遍价值而言袁客观规律意

味着高高在上的尧不容置疑的话语独断曰而对于人

类共同价值而言袁 客观规律则意味着扎根生活世

界的人类认识与实践在自由与必然之间达成了更

高层次上的和解与统一遥
由此来看袁 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有关人类价值

的认识与判断是出于不断生成之中的袁 要扎根现

实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袁要体现不同时代的特点袁要
体现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遥 人类共

同价值反对将部分人拥有的某种先入为主的价值

标准设定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信条袁 主张成长于

不同文化场域中的价值主体之间围绕共同关心的

价值问题展开平等对话与交流由此而达成的价值

共识遥 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处于平等地位

的文化主体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袁 相关各方的意

见和主张都能得到表达和确认袁 在此无所谓主客

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袁也不存在征服尧控制尧支配等

强制关系袁有的仅仅是彼此之间的宽容尧谅解以及

由此达成的话语和解和基本共识遥 也正是在这样

一种意义上袁 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真正的共享价

值袁因为它充分融合了各方的意见和诉求袁展现了

一个充满活力与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富有成

长性的价值关系遥

三尧历史观归旨院野终结论冶
还是野过程论冶钥

普世价值论者将他们赞同和拥护的西方自由

民主制度及其社会形态设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完

美状态和所有国家尧 民族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必

须予以参照的范本和最终发展的归宿遥 弗朗西斯窑
福山在那本著名的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曳中自

豪地宣称院野科耶夫相信袁 历史本身最终将证明自

己的合理性袁 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马车驶入城镇

这一情景会使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后都不得不承

认只有一条路袁且只有一个终点遥 毋庸置疑袁我们

现在就处在这个目的地上袁 因为无论近年来自由

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如何蓬勃兴起袁 我们现在

所能得到的关于马车迷失方向的证据仍然不能具

有结论性遥冶[14]在福山看来袁野历史的终结冶是美国自

由民主制度之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胜利的

基本呈现袁尽管野有的马车冶退回沙漠荒野袁野有的

马车冶还在犹豫徘徊袁但通往城镇将是所有马车无

可选择的宿命遥 野历史终结论冶以一种简单线性化

的社会发展观来度量和剪裁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

世界袁 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背后充斥着意识形态的

狂妄自大遥 这是一种极其自负的所谓美国自由民

主制度的宣言袁 其背后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之高度复杂性的漠视遥
普世价值论及其历史终结信条蕴含着西方自

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向袁 其实质是对奉行个人权

利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

宣扬和鼓吹袁带有强烈的欺骗性遥 甚至在西方自由

主义阵营内部袁 这种普世论调和终结信奉都遭到

了质疑和批判袁以迈克尔窑桑德尔为代表的西方社

群主义可以看作是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形成的自

我矫正袁 针对的正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普世信

条遥 在西方社群主义看来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基于

自然演化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自我更替而实

现的袁 借助于人为设计的制度规则体系是无法在

短时间内达成一种优良公共生活的袁 以平等与包

容来实现多元磋商和价值共识才符合人类社会的

未来发展趋势遥 尽管西方共同体主义仍无法脱离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阵营袁 但其对自由主义本身

的批判性反思却也代表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之丰富多样性的审慎判断遥 由此来看袁自由主义

的政治制度设计充满了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弹性和

张力的忽视与遏止袁 对文化传统和历史境遇存在

着遗忘和漠视袁 无法容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袁 自由主义的普世论调和终结信奉

仅仅是代表了部分人抑或幼稚无知的政治构想尧
抑或狂妄傲慢的文化诉求尧 抑或别有用心的意识

形态欺骗遥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袁 历史是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与延续袁 历史让每一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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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并展现其存在价值袁 历史在时空中绵延并真实

呈现于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生活世界之中遥 我们无

法隔断与历史的血脉相连袁 我们也无法阻断滚滚

向前的历史洪流袁我们在创造历史中被历史创造袁
我们在推动历史发展中被历史进程所推动遥 人类

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展现于蓬勃向前的历

史进程之中袁 人类历史的延续就是人类社会实践

活动的最真实表达遥 人生的意义恰恰在希望和期

待才能得到体现袁 人类的自由只有在未知和创造

中才能得到实现袁 人类的未来发展依托的正是永

不停歇地开辟前路和大踏步地勇往直前遥 在这样

一层意义上袁 人类历史终结的论调意味着人类社

会实践活动的终结袁 意味着人类不再拥有可以期

待的未来要要要这当然是唯心主义者 野想象的主体

的想象的活动冶浴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永远处于作为社会实践

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创造之中遥 野人民袁只有人民袁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遥 冶[15]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

展袁人民主体论正在不断得到确证和高扬袁社会实

践的普遍参与和社会关系的正向建构表明每一个

人都在成为历史创造的真实主体遥 历史不再是疏

离于真实生活的故纸堆袁不再是野一个任人打扮的

小姑娘冶曰 历史正在成为你我真实生活的延展袁正
在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最有温度的脉动遥 历史在

人民的普遍创造中真实而自然地发生袁 人民主体

论展现的正是野现实的个人冶的世界历史意义遥 人

类共同价值的塑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彰显

的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时代跃迁遥
对于漫长并不断延展的人类历史进程而言袁

人民群众是一种能够自我修正与完善的成长性群

体袁 是一种能够积极吸纳一些社会进步力量的包

容性群体袁 是能够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创造性群

体遥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人民群众袁超越

了意味着英雄没落而大量涌现的野众庶冶袁超越了

意味着个性泯灭的野无名氏冶袁超越了意味着非理

性狂热的躁动的野群氓冶遥 也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

上袁 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在不断开辟着历史发展

的全新时代袁 在推进着人类历史不断迈向新的阶

段遥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袁人类历史进程是

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袁 不可能会出现所谓的 野终

结冶袁因为野历史的终结冶就意味着野人的终结冶袁意
味着马克思意义上的野现实的个人冶丧失了最基本

的规定性遥 由此来看袁野历史终结论冶及其普世论调

看不到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中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过

程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及意义袁 而仅仅是以

一种抽象化的主体来简单线性地描述人类历史发

展的复杂图景遥
与之相对袁 人类共同价值则立足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生存境遇之中袁 坚定地维护人类历史发展

是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的基本观点遥 因为人类

共同价值包含着对所有生活共同体之价值观的尊

重与接纳袁 强调在平等对话中开辟人类创造价值

的主体间性特征袁差异尧分化尧割裂尧对立是与人类

共同价值的塑造和维护格格不入的遥 在这样一层

意义上袁人类共同价值是面向未来的袁是野将被击

碎的历史碎片以合乎主体价值的结构形式予以重

组遥冶[16]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塑造与维护上袁每一个人

都是在场的当事人袁 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

存在印记袁因为历史没有旁观者袁历史进程的推进

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作为袁 生动而具体的时代境

遇需要每一个人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见证者和捍

卫者遥 人类历史在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袁作为每一

个活跃在真实历史场景中地鲜活地个体袁 都在参

与着历史的创造袁都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袁都在不

断经验着人类共同价值所带来的改变和发展遥 从

更深层次来看袁 人类共同价值的高扬意味着更为

普遍而成熟的主体意识的诞生袁 意味着基于平等

交往的真正的主体间性的实现遥 让缺席远离真正

的历史书写袁让在场成为历史演绎的常态袁这是人

类共同价值的题中之义遥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袁 人类的普遍交

往已经成为最为根本的时代主题袁 如何考量和建

构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和共同生活的价值观

念依托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的理论自觉遥
传统的野中心要边缘冶格局已经被打破袁单方面的

依赖关系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过去时袁 普遍在

场构成了人类基本的生存境遇遥 不同地域尧不同民

族尧不同国家的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袁都在参

与着世界的改变与建构遥 封闭与僵化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尧

窑158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9 年 第 36 卷



全新的社会尧全新的世界遥 尽管当今世界我们依然

面临着不可预知的生存偶然性袁但是野社会的高度

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施予人的压力却出奇地

把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袁 人再也不可能

独自生存袁 而是需要把自己地生存寄托于他人同

样能够生存下去地前提下遥 冶[17]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人面前袁 和谐共在是全球化时

代人类的生存主题袁 必须要在统一性追求和多样

化追求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袁 让每一种文化形态

都走向世界并在交流融合中有所创造袁 这样才能

生长出最为璀璨的人类文明之花遥
基于人类普遍交往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以

和谐共在为主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基

础遥 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耶和平尧发展尧公
平尧正义尧民主尧自由爷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前

提袁从而确立耶共在爷与耶共生爷的伦理理念袁并坚持

以耶共同价值爷引领各个主体成员自身的历史与实

践遥 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在理论上审视

当今世界的多元性价值现实袁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

的价值理念袁回答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袁
而且还要站在耶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爷这一哲学

立场上去指导实践袁从而建构出鲜活的尧深入人心

的共同价值理念袁 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遥 冶[18]惟有在真正生活化的实践中形成的关系理

性彻底取代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袁 在一

种开放包容的世界语境中通过普遍化的平等交往

来塑造一种基于共识的人类共同价值袁 才能真正

推动符合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建构遥 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时代命题遥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袁国
家利益的纷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法隔绝世界人

民生活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普遍发生袁 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依然引领着人类世界交往的历史实

践袁 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积极促成人类

共同价值是时代所需和历史必然遥 西方发达国家

倡导的野普世价值冶反映的是名为全球化尧实为西

方化的野中心要边缘冶旧世界格局的价值秩序袁渗
透其中的依然是对立思维尧工具理性和征服逻辑遥

真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袁 意味着不同社会生活共

同体的共生共在和不同文明的包容发展袁 意味着

一种基于关系理性的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成长性价值话语的生成袁 彰显的是文化自我与文

化他者普遍在场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遥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

规律袁在批判西方野普世价值冶的霸权话语中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凝聚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存共

识符合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生活追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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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on Human Value in Critical Reflection of Universal Value

HAN Sheng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In globalization era, which emphasizes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shaping common human value is the
foundation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haping of human common value
based on equal dialogues can only be realized by criticizing abstract and isolated universal value of discourse hegemony.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野real individual冶 to reflect on the existential theory of 野atomic self冶 as a universal value, thus
laying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human valu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pistemological line of human
common value, the dogmatic cognitive premise of universal value needs to be thoroughly criticized in a generative
consensus based on the fusion of perspectives. The argument that 野history has come to an end冶 ignore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history and is full of arrogant liberal ideology. Only through establishing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as the theme of
globalization era, engaging in instead of staying out of the process, and actively shaping common human value, can we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line with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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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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