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存哲学的价值审视
) ) )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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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趋势下, 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 建立在这一语境下的生存哲

学便成为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生存哲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是使人回到人自身, 确定人的本真

性存在。从生存哲学的内涵界定,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进行分

析, 提出解决人类危机的合理路径, 旨在说明生存哲学对于消解和解答生存危机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而唤起人们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和确立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和

作用, 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同生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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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由于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而造成全球化趋势的不

断加强, 使人类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 其自身

的生存与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

空前提高的同时, 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列, 自然

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向人类的生存发出了诘难。要消解这

一矛盾, 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生存困境, 生存哲学无疑给

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新方法论原则, 可以说生存

哲学正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精神的象征之一。

一、生存哲学界说

对于目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惑, 从哲学的角度和视域

来理解, 便形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论域即生存哲学。人

的存在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 自为的生存, 即生活。因此

上就一般意义而言, 人类的所有问题, 都可称之为生存问

题。并必须予以解决生存问题是人类始终要面对, 并要必

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具体地说, 人的生存问题, 实际上是生存方式问题, 即人

/ 何以0 生存和 / 怎样0 生存的问题。

生存哲学的首要范畴是生存, 它集中体现着生存哲学

的核心思想。在西方现代哲学中, 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

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的生存主义 (存在主义) 哲学也可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注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的生存

哲学。这种哲学强调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思维, 它反映的

是西方社会的没落和西方人精神的严重危机, 但是这种非

理性主义哲学对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哲学的建构,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雅斯贝尔斯在 20世纪 30 年代

出版的一本讲演集中书名就叫 5生存哲学6, 在该书 / 导

言0 中, 他写道: 所谓生存哲学虽然不过是唯一古老的哲

学的一种形态, 但目前以 / 生存0 二字当作标示哲学特征

的词语也并非偶然。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

遗忘了的哲学任务: 从本原上观察现实, 并且通过我在思

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 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

/生存0 ( Existenz) 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 它带有克尔

凯郭尔所强调的重点, 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 其对我

们所以为现实, 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

这里, 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 ( DASEIN) , 已被赠予

以作为实现我们本原的基地。在该书 / 后记0 中, 他又指

出 / 生存哲学0 , 这个字眼特别一联系到存在主义哲学创始

人海德格尔, 就总被当成标明当代哲学的非运算性、非传

统性印记, 而且这个印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112可

以说西方 /生存哲学0 正是作为对西方人特有生存境遇的

一场反省性活动而兴起的, 它根源于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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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思0。

然而要理解和把握中国语境中的 / 生存哲学0 , 我们不

能限于引进西方的理论学说和建构一般性的理论形态。更

重要的是积极地去寻求 / 生存哲学0 与中国特有语境中的

内在契合点, 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和掌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生存问题。事实上,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出现的 /生存哲学0

并不等于现代西方的生存哲学, 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

代西方的 / 生存哲学0 对话与交流的结果, 也是马克思实

践哲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和与时俱进的品

质的体现。是关照人类现实生活探求人的本真存在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生存哲学。

有关学者认为,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而

言, 是较早出现也是更具理论彻底性和思想洞察力的生存

哲学。马克思不仅首先指出了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

过程,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的生存实践特质并据此透析了

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 他的哲学是以批判地说

明人的生存异化及扬弃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马克思哲

学就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 以人的生存的辩证法为核

心, 以人的自觉自由的生存为鹄的和宗旨而建构起来的。122

而人类在当下时代所面临的种种生存问题, 在原则上并未

飘逸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界。但是今天人类生存领域所

凸显的新情况, 新问题, 诸如, 人类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内

的一体化趋势和人类自身的异化,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

关系的矛盾冲突, 高科技条件下所带来的虚拟生存对人的

现实生存的挑战, ,等等, 要从根本上理解和解答这些人

的生存矛盾与困惑, 只有将其整合到马克思的生存实践哲

学中, 才能真正的给予消除和化解。

而从马克思主义生存实践哲学的视界看, 当代人类所

面临的诸多严重的生存问题, 仍然是由于人类未能真正的

理解其自身的生存悖论并自觉地给予实践解答, 结果使人

的主体性在不同侧面地分裂、疏离和失衡。因此通过我们

对生存哲学的展示和研究, 主旨在唤起人的自我意识的觉

醒和对人的本质的 / 思0 引导人类踏上一条自我生成, 自

我超越的漫长之路。同时又认为, 生存哲学还是一种反本

质主义的历史运动, 生存哲学与任何本质主义的形而上理

性有别, 它反对以任何终极性的理性来对人揭密, 反对以

任何超历史, 非历史的东西对人诠释, 而主张人应摆脱任

何外在的依凭, 尤其应摆脱任何理性的虚妄, 去回归自己

的本质存在, 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生命。人根本就不

应该允许有任何理性存在物在场, 否则, 生成就失去了价

值, 并且将成为无意义的和多余的, 人的自我生成用不着

借助任何理性来表达。132由此可见, 人的价值的自我生成,

人的本质的自我塑造, 不仅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且依赖于人的历史性的意识的觉醒。人只有彻悟自己是

历史性的存在即历史性的有待完成者, 才能真正摆脱各种

理性的纠缠和各种物欲的牵绊而获得真实的存在。

就总体性而言, 人类的生存问题无疑属于一类有意义,

有价值的哲学问题, 探讨生存问题的哲学我们可以把它看

作生存哲学。之所以在哲学前面加上 / 生存0 二字, 就表

明了某种特殊的旨趣和某种特殊的限制, 也表明了当代哲

学的主体性转向。可以说, 生存哲学的当代旨趣, 就在于

关注人的生活实情和面对当代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危机, 使

人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与自我批判, 使人回到人的本质存在

的哲学话语中。生存哲学的核心是 / 生存0 问题, 它关注

的是一个时代的, 当下的最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

出: / 问题是公开的, 无畏的, 左右一切个人时代的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

呼声。0 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和任何内容上是正当的因

而是合理的问题, 有着共同命运,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因而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对生存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主要是通

过人类目前面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

胁的这一严重问题来确立合理的参照系的, 进而说明生存

哲学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对于解答和消解人类生存困境的

积极意义。

二、全球生态危机与生存困境

全球化的发生与发展给人类不仅带来了的是物质上的

享受, 同时也造成了令我们难以想象的灾祸, 人类将在这

二重性的情景中应对生存与发展。目前对于全球化的界定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表述。其最简单的意义是指的是

相互联系的扩大, 深化以及加速, 而一种更精确的全球化

定义是: / 指一个 (或者一组) 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

间组织变革的过程 ) ) ) 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 速度以

及影响来加以衡量 ) ) ) 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

及活动, 交往及权力实施的网络0142。由此可见, 全球化是

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 是资源、能源、科技、文化等全

球范围内的交流, 消费与流通。而面对全球化的这一新词

语, 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产生的深层根源, 即科技革命的推

动, 技术理性的扩张。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数

量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它的发展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人

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然而由于技术理性的作用, 人类改

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空间的提高, 也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

的全球性问题, 诸如环境问题, 这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最大问题。这一问题是人类为其自身的发展, 在利用和

改造自然过程中,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

人类生存的各种反馈效应, 追其根源, 一是不合理地开发

和利用资源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生

态效应, 即通常所说的生态破坏问题, 二是因工农业发展

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污染即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 环

境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发展相伴相生的基本问题之一,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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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主要因素。当代社会所遇到的生

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土地沙漠化。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沙漠化面积占

陆地总面积 16% , 还有 43%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威胁, 四

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沙漠化现象更为严重。这是过度垦殖

后大自然的报复。而世界森林面积则在不断的减少, 从

5000年前的约 76 亿公顷减少到 1975 年 26 亿公顷, 到 1986

年只有23 亿公顷。本世纪 80年代未开始 , 世界森林面积正

以3 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 每年减少约 1100 万顷, 以此速

度推算, 只需 200 年, 地球上的森林就没有了, 届时地球

将完全失去 / 肺0 的功能。

第二, 各种动植物的生存特性被人为破坏, 资源不断

减少。一方面, 人类为了某种需要, 不断地改变动植物的

某些遗传特性, 导致其抗逆境能力降低, 难以适应种族生

存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 被人们认为不是直接有用的动

植物种类, 不但让其自生自灭, 而且还人为地破坏其自然

栖息和生存的条件, 使其种类不断减少。

第三, 工业污染严重。近代工业以来随着工业生产大

量排放的 / 废物, 废液, 废气0 导致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 包括大气污染超标, 温室效应上升, 臭氧层被破

坏, 水资源被污染, 海洋生态危机, 垃圾威胁人类等多个

世界性难题。

严酷的生态环境的现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并告戒了

人类一个基本的事实 ) ) ) 那就是这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人

类自己。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并依赖于自然而存在。人

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发生着关系。说到底, 人始终摆脱不

了自然而独立存在。环境问题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后果,

是人类过度的干预自然而造成的。它表明了人与自然关系

出现了矛盾, 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和谐。人与自

然之间, 人是主动的因素, 因此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在

于调节人的行为, 以此来改善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达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坚持这一条原则也正是为了

能够应对和解答人类目前面临的生存问题, 从人与自然间

的角度来解释生存哲学的一般旨趣, 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哲

学视野, 是由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引发的关于人类生存困境

的深思和探讨。

三、人类生存危机的消解方式

人的存在是超越性的, 总是要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

身来获得生存条件。人在实践活动中, 把人以外的一切存

在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活动的客体; 人则是支配

自己的主体, 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在近代工

业革命后, 人类利用科学来揭示自然的奥秘, 用来征服自

然改造自然, 并极大的满足了人类日益膨胀的物欲。在人

类充分享受文明成果之时, 却也深切体会到了一种生存的

危机。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而自然以其

特有的方式来警示人类, 向人们的生存发出了诘难。要改

变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解答人类的生存问题, 我们

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1 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

密切的。人依赖与自然而生存发展。人既不在自然之上,

也不在自然之外, 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

生命和价值的源泉。人类起源告诉我们人不是某种精神的

产物, 也不是上帝, 神灵的创造物, 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

的结果, 人来自于动物, 来自于生物, 最终来自于自然。

因此上, 自然环境的好坏程度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自然界与人类是同生同存的统一体。一方面, 人是自

然的产物, 并在自然中存在, 自然遭到破坏, 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将会变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另一方面, 没有人

类的生存及其实践活动, 自然界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存在论

意义和生存论价值。这也就决定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存在

着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层关系, 能够使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就必须坚持可持续生存这一条原则。

而可持续生存是指人类在自然中持久的, 更好的生存。这

一条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求解路径。即人在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 充分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

不要把人看作是自然绝对的主人。如同培根所说: / 要命令

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0 一样。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珍惜

自然, 必须与自然保持较为长远的和谐关系, 这才符合人

类自身的根本利益,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1 在全球化语境下以科技发展观为指导使科学沿着正

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科技造福于全人类的幸福事业。

这必然要求我们: 首先, 要转变思想观念, 正确认识科技

的 /双刃剑0 作用。毫无疑问, 科技的作用极大的促进了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这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

面性,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可以说正是

科技的运用不当所带来的恶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科学

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怎样用他而不取决于工具, 全取决于

人自己。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 但它也能用来杀

人0。其次: 我们要合理的利用科技, 始终保持科技的健康

理性的发展。科技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 在实践过程

中如果使用不当, 则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直接威胁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上, 我们要寻求一种健康的理性

的科技发展观。所谓 / 健康、理性0 的科技发展观是指既

不因害怕发展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作过分的限制, 甚

至企图实现所谓科技 / 零增长0; 也不能不顾及一切条件,

一切后果的过分发展。要始终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自身的

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理性地规划科技发展的目标,

规模和后果。尽最大的可能把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降低到最低点。所以, 在当下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

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的生存问题, 不应该把这种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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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归咎于科技。科技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

而人类通过利用科技手段改造世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向我

们呈显了一个事实 ) ) ) 人是最终的破坏者。因此上我们只

有规范人的行为, 严格自律, 自控, 合理的使用科技, 将

科技范导到科学的科技发展观上来。那么科技的发展将给

人类带来的是福音而不是灾祸。

31 建构全球生态伦理, 树立全球和谐发展意识, 充分

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危机的实质实际上是人自身的

危机。这种危机已把全人类绑在同一架战车上, 原因在于

/ 自然界的行为是没有国界的0。因此上我们必须选择一种

新的价值观取向来消解生态危机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从而

建立一个共同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合作机制。这就是要求

我们从全球生态系统的大局出发, 树立全球意识, 普及生

态伦理价值。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与一部分, 人的生

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 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服从自然

规律; 同时自然既是人的生活环境, 又是实践活动的对象。

因此面对人与自然价值的二律背反, 人必须做出深刻的反

省与自责并对某些价值观念进行彻底变革。一方面。批判

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识, 克服人类疯狂的物质欲望, 否定

那种不负责任与不顾后果的生存态度。另一方面, 重建人

类的价值坐标, 建构生态意识, 普及全球的生态伦理, 在

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保障环境和人的和谐发展, 共同演

进可持续性的实践方式。

因此, 基于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凸现了人类生存发

展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时期, 人类生存与合作的基本

单位已经从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发展到全球。解决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 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基础已经成为国际社

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立一种全球环境道德, 树立

全球和谐发展意识上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

庭的一员, 规范和调整个人与全人类利益关系, 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 建立新的行为方式, 共同担

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

四、生存哲学的价值论意义

从上述的论述中, 如果从价值层面上讲, 生存哲学作

为一种哲学的新形态, 在其价值选择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新的方法论原则。从人的角度出发, 既要尊重人的生命价

值, 又要肯定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存在方式, 使人真正回

到人自身, 从自然的角度出发, 我们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

值, 以及作为人生存基础的自然生命存在的客观实在性。

这样, 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发, 来认识和把握今天我们面

临的生存危机。从根本上说, 只有通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

实践活动中, 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而最终是

实现对人生存状况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因而在维护人

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上, 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 不论什么时代, 人类为了生存都始终设法控

制与自然的关系。在近代以前, 人在努力控制自然的强大

力量的同时, 更主要的是采取一边约束自己一边去顺应自

然的方式去控制自然和人的关系。近代工业以后, 随着人

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 形成了人类能够支配自然的

观念。但是这只是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一极 ) ) ) 自

然, 忽视了自我控制的另一极, 这恰恰是在控制人与自然

的关系方面的 / 异化0 了的意识, 结果导致了自然环境的

破坏, 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而人与自然共

生的价值观, 仅仅是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 以自觉形成人

与自然正常关系为价值观。恩格斯也说过: / 我们不要过分

的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 自然界都对于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

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0 152。

恩格斯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界的胜利, 但同时也要人们爱护

自然、尊重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价值观对于消除

人类生存危机, 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也是生存哲学研究领域中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生存问题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倍受关注的问题, 而生存

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象征, 肩负着时代的使命, 在人

类的生存困境中不断打磨, 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和觉醒, 使

人真正能够学会生存, 这恐怕也是生存哲学在当代的最高

旨趣了。一个时代的问题需要一种哲学给予关注与解答。

生存哲学这个作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哲学话

语, 能真正体验和洞察人类的生活实情和生活困境, 对于

我们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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