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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生个体以其能动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生的价值 , 人生价值又在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不断实现和升华。

人生对个体 、 群体和社会生存的积极意义是人生价值最初层的本质;人生对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积极意义 , 是

人生价值最深层的本质 , 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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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价值的根据和本质 , 是人生科学中价值观

体系的基础理论 。本文以唯物史观 、辩证发展观和

科学实践观 , 对人生价值的根据和本质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探讨 。

一 、价值基础和人生价值

(一)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客体对主体

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义

首先 , 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 , 是客体

对主体的积极效应关系。客观世界当中 , 主客体之

间除了物质作用 (实践)、信息作用(认识)的关系

之外 , 还有效应关系 , 即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被满

足关系 。 “客体属性和作用对主体合理需要的满足

关系就是价值关系。”
[ 1] 122-123

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

动 ,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取某种价值。

人作为主体 , 在实践中具有多种多样的需要 。

客体的某一方面功能和属性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

要 , 才被认为是具有某种价值 。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 , 人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 , 既有种类和层次的区

别 , 又有合理正当的需要与不合理不正当的需要之

间的不同。对于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需要的满足 ,

显然不具有价值 , 而是一种反价值或负价值。比

方 , 海洛因能满足瘾君子吸食的需要 , 贪污 、盗窃

等能满足一些人不劳而获的需要 , 如果这些不正当

不合理的需要泛滥的话 , 难以想象社会会变成什么

样。因此 , 客体对主体的效应 , 必须强调它对主体

的积极意义和正向性 , 主体的需要必须是有利于提

供主体生存发展条件 , 有利于促进主体发展 、完

善 , 才是合理与正当的。所以 , 客体只有满足主体

人的正当合理的需要的时候 , 它才是有价值的 。

其次 , 人的实践是价值形成的基础。价值的形

成和现实存在 , 离不开价值主体 、价值客体和主客

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等基本要素。人类实践活动的出

现 , 作为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人就成为创造价值的

主体 , 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改变周围环境 ,

使实践对象和认识对象不断地明确 , 从而也形成了

价值认识和价值活动的客体 。但是如果主体和客体

孤立存在着 , 不发生关系 , 是不可能有价值形成和

价值存在的 。沟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还是社会实

践。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
[ 2] 445
它体现

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 实践中主体有意识有目的

性 , 总是以客体的某种属性和功能为对象 , 这就决

定了在实践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必然发生着物质性的

双向作用 。一方面 , 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影响客体 ,

使之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 , 客体在实践活动

过程中又影响和作用着主体 , 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和

功能满足主体的需要 , 并不断改变着主体的需要。

正是在实践基础上 , 客体和主体之间发生了相互影

响 、相互作用的价值关系 , 使价值形成 , 并现实存

在着 。

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统一 , 是在实践基础上客



　第 4期 彭伟忠:人生价值的根据和本质探析 7　　　　

体对主体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义。

(二)人生价值是个体人对主体人和社

会所具有的价值

人为万物之灵 , 一切价值都是对作为主体的人

的价值 , 没有主体 , 没有作为主体的人 , 就无所谓

价值。而价值客体可概括为物的客体和人的客体 ,

当人作为客体对满足主体具有价值时 , 它就区别于

物对主体的价值 , 我们称之为人的价值 。

人的价值是人作为客体对主体的价值 。作为客

体的人 , 有个人 、集体或群体 , 社会或人类之分 ,

这样从人的分类来看 , 人的价值也可以相应地从不

同层面区别为个人价值 、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 。社

会价值是社会作为客体对人的价值 , 群体价值是群

体作为客体对人的价值 , 而个人价值则是指客体为

个人对主体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从一般或总体的意

义上说的 , 即一般的共性的人的价值 , 或作为总体

的人类价值 。个人价值是具有个别性和个体性 , 是

个体的人在其具体的一生中所具有的价值 。

个人在其一生中通过劳动创造对自我 、他人 、

集体 、社会的价值 , 称之为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内

涵与个人价值内涵是同一的 , 其区别在于 , 人生价

值是强调个体人的一生所具有的价值 , 是个人一生

的所作所为对自我 、他人 、集体和社会生存和发展

的积极意义和效应。人生价值是通过人一生的劳动

创造来实现的 , 尽管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不一

样 , 但都具有一定的劳动创造力 , 只要他积极工

作 , 就能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 并且从社会中得

到对自己的一定报偿和肯定 。这样 , 既满足了社

会 、集体和他人需要 ,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又满足了自我的需要 , 促进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人

生价值具体体现在人的一生实践中。

二 、人生价值的根据

人生价值是个体人生对主体人和社会所具有的

价值。人生价值的根据在于人生主体的个人在社会

价值关系中 , 以其能动的劳动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生

的价值 , 而且人生的价值在人(类)的全面发展进程

中不断实现和升华。

(一)在人生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主客

体的联结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

这一生产过程中 , 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 又体

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而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

价值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 , 人类在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

人关系 , 都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物的共同占有和需要

的满足 , 实质是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

的满足。个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 既是主体 , 又

是客体。作为客体 , 他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支出

既满足自己 , 又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作为主

体 , 他的物质以及精神上的需要的满足 , 又依赖于

自己的创造 , 并且依赖于他人和社会。因此 , 在现

实社会关系中 , 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

品来满足;反过来也一样 , 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

人所需的物品;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客体

而出现。这一切都表明 , 社会每个人会超出他自己

的特殊需要 , 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 。个人

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 , 无论是他的生产还是需要的

满足 , 都离不开社会和他人 , “个人的直接产品不

是为个人的产品 ”,
[ 3]
而是既有自己的需要 , 也为

社会和他人的需要。所以 , 现实人生个体的实践 ,

总是处在人类历史的价值关系当中 , 所创造的物质

价值物或精神价值物 , 既满足自己同时又满足他人

和社会。个人与他人和社会之间 , 是互为对象性的

价值关系 。社会需要个人做出贡献 , 是个人能力和

智慧的发挥和展现;而个人的需要的满足 , 又需要

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生命和发展能力的肯定。人的一

生 , 如果离开现实的人类历史 , 脱离日益更新的社

会关系 , 就没有真正的人生价值 , 也根本谈不上自

身和社会的发展 、更新 , 人生价值关系的形成 , 既

是历史的 , 又是现实的 。人生价值始终是一个现实

发展的社会关系范畴。

(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人能动地创

造人生价值的过程

社会中个体人生有自然力 、生命力 , 是能动的

“自然存在物” , 又是依赖于他的需要的对象而存在

的。他的生命和本质力量要通过所需要的对象来确

定和表现。马克思曾指出:“饥饿是自然的需要 ,

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 , 得到温饱 , 他需要在他

之外的自然界 , 在他之外的对象 。 ……这个对象存

在于我们的身体之外 , 是我们的身体为了充实自

己 , 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 。”
[ 4] 368
这一形

象的比喻 , 深刻地阐明了作为人在社会中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人的自然力 、生命力是人的能

动的潜在价值表现 , 而人的生命力 、创造力要借助

于他之外的对象来展示 。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人生个

体 , 与人生价值的主客体关系 , 实际运作是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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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从自然存在物到对象化存在物的转变 , 是从

事创造性对象化劳动的过程。在对象化过程中 , 个

体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灌注到对象当中 , 使对象本

身成为人的需要和一定目的的实现。体力和智力的

物化过程 , 就是个人对社会 、他人的贡献形态 。而

体力和智力是存在于人身上的潜能 , 潜能体现了个

体的潜在价值 。人的物化劳动 , 生产出产品 , 既是

人的潜在价值的表现 , 也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确

证 。所以任何一项对象化劳动产品都是人的个人潜

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体现 , 人生价值的实现是

劳动的对象化过程。

人生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 , 最突出的特征是对

象化劳动中的创造性 。马克思曾把人的体力 、智力

为社会和他人的贡献 , 把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物化

劳动过程称之为 “是积极的 、创造性的活动”。
[ 5] 116

在对象化劳动中实现人的创造能力的物质转化 , 是

实现人自身价值的重要尺度 , 是人的对象化劳动的

本质。实现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人的需要 , 而且在于

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在于除满足自己需要外 , 为社

会进行再生产活动。这种再生产活动又集中表现为

智力的能动性和体力的延续性 。人们这一特点正是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 证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

物 , 是类的存在物 , 是社会存在物。人的创造活动

已经超出本能的满足自身的需要 , 且能对人自身及

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需要作出了肯定。这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价值特征。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 , 而人的

生产是全面的 , ”动物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

下生产 , 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

产 。人作为社会的人 , 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过程中 , 不仅仅满足自身 , 而且更主要是为了社会

和他人 。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直接需要而进行某种

生产 , 就是一种片面的生产 , 这种生产还没有摆脱

动物的本能特征 。人不仅为满足自身的需要 , 而且

也为整个社会进行生产;不仅是一般的生产活动 ,

而且是在能动的对象化劳动中 , 进行创造性的生产

活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 , 而且生产精神产品;不

仅为当前生产 , 而且为今后的社会发展生产。只有

从这一意义上进行的生产 , 才能是 “全面的 ”生产 ,

“真正的生产 ”。人生的劳动创造过程 , 正是个人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所在。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 ,

知识 、智力这些存在于人自身的观念价值 , 自觉能

动地转化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 生产出物质文明

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 , 这种转化过程是在一定的客

观物质条件下 , 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来实现的 , 这

是人的创造性价值的实现。人生价值随着人自身实

践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得到升华 , 体现出它的

“全面性 ”。人生创造价值中这种物化的知识力量

的强大作用 , 体现人生实践的全面性和人生价值的

全面性。

(三)人生价值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不断

实现和升华

人生的实践是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 , 人生价值

的实现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的 。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手稿片断》中 ,

曾谈到人的 “解放”的历史意义 , 认为当人们还不能

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

候 ,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

动 , “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 , 是由工业状况 、商业状

况 、农业状况 、交往状况促进的 ”,
[ 4] 168
人的解放是

建立在社会生产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人生价值的实

现是一种历史活动 , 它的实现依赖于社会的全面发

展与进步。这就是说 , 人生价值实现过程 , 一方面

立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进步上 , 另一方面又是人

自己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性发展 , 又是现实的

实践过程 , 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 , 总是在一定

社会关系中 , 不断明确价值取向 , 选择价值目标

的。每个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里 , 发挥自身的

才能和智慧 , 创造财富 、创造价值 , 同时培养提高

自身的实践能力 、认识能力 、技术能力 、适应和改

造环境的能力以及交往的能力。他们在社会实践中

不断更新自己 , 也不断再生产人们的价值关系。处

在社会价值关系中的个人 , 是具有主体能动力的

人 , 是在多方面能力都得到发展 、处于社会价值关

系中的不断完善着的个人 , 马克思把这样的人称之

为 “社会个人 ”。这个 “社会个人 ”在社会实践中的

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 将是摆脱了个人狭隘眼界的

社会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这时 , “人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 , 也就是说 ,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 占有自己

的全面的本质 。”
[ 4] 123

“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 , 将是

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 , 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对自身

本质的占有 , 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础 。正象马

克思在预见未来社会时指出的:“在那里 , 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6] 273
社

会每个人不断追求价值 , 选择价值 , 既是社会发展

的过程 , 又是个体人生的全面 、自由的发展过程。

人生追求价值 、创造价值 ,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 又

在社会进步中 , 自己把人生价值提高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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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生价值的本质

通过对人生价值根据的分析 , 人生价值是个体

人生对主体需要满足的积极效应和意义 , 是个体的

人在一生中通过劳动创造对自我 、他人和社会的合

理需要的满足和意义 。人生价值的根据可以说是从

人生价值的源泉上揭示了人生价值的本质 , 揭示了

人生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 , 不断从事能动的实践活

动 , 从而满足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人生价值的本

质 。人生实践的历程 , 是能动地满足包括自我 、他

人和社会这一人类主体发展与进步的历程 。从满足

的结果或功效上看 , 人生对主体的价值有不断深入

的层次 。

(一)人生价值的本质是对主体发展 、完

善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义

人生价值是个体对主体具有的效应和积极意

义 , 其效应的多层次 、多方面 , 是由主体需要的多

层次 、多方面所决定的。而客体地位的人生对主体

的各种效应最终要体现在对主体生存 、发展和完善

的作用和影响中 。

生存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 、最低层的状态 , 是

人的全部需要的基础 , 也是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为了

维持生命 , 过正常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

和精神生活条件 。人生价值对主体的意义 , 既要满

足个体主体 , 即自我的维护生命 、生命安全 、人身

自由 、人格尊严的需要 , 同时 , 又要满足他人即群

体 、社会主体的需要 , 也就是通过自己的能动实

践 , 为别人提供物质 、精神的产品 , 体现为别人的

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人们常说的既要热爱自己的

生命 , 又要爱惜别人的生命 、尊重别人人格 , 也是

这一道理。社会中的人对主体生存的意义 , 是人类

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 。

人的活动 、生产劳动 , 原初的 、基础性的是为

了满足生存的需要 , 这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然

而 , 人的需要并不局限于此 , 随着人类历史的前

进 , 追求发展和完善就逐渐上升为更重要的需要 ,

这是人类主体最高层次的需要 , 它体现了人的本

质 。主体在生存 、享受需要的基础上 , 产生更高层

次的需要 , 即发展 , 这是人的存在基础上的前进 。

在当代 ,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 , 人口与资源 、环境的

矛盾日益突出 ,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不断追求社

会的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 就必须不断地学习科学

知识 , 发展科学技术 , 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

改变劳动组织 , 从而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社会中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负责 , 都需要对人类

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 创造人生价值 。在价值主体的

发展中 , 会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 , 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 , 弥补发展中的不足 , 就是使主体更加完善。完

善是主体发展基础上更高的状态 。特别是在现实社

会生存方式中 , 随着生产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 人们

的社会关系就会越来越复杂 , 社会就会出现利益分

配不平衡 、阶级问题 、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等 , 矛

盾有时会日益激烈 。社会需要在不断协调 、完善中

发展 ,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就要不断适应社会的要

求 , 从事积极的实践 ,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而完

善又是相对的 , 完善中又有不完善之处 , 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是完善的 , 条件变化了 , 又会暴露出问

题 , 又需要进一步使之完善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迂

回曲折地不断发展 、完善 , 不断向前推进的。

主体的生存 、发展 、完善是相互联系的。要发

展首先必须生存 , 而要更好地生存 , 必须发展 、完

善。主体生存是发展完善的前提 , 发展 、完善又内

在地包含着生存。在人生的创造价值历程中 , 凡是

有利于价值主体发展完善的 , 必然有利于价值主体

生存 , 或能使人类社会增加光彩;但并非有利于生

存享受的东西 , 都有利于主体的发展完善 。人的一

生 , 有些价值有利于个体或群体的生存 、享受 , 或

者是满足了个体 、群体的需要 , 但有些是不利于社

会主体的发展 、完善的。如人的滥伐森林 、破坏生

态资源等行为 , 对社会主体来说是负价值 , 不能对

社会主体起发展完善的作用 。所以人生价值是人生

对主体 , 包括自我 、他人 、社会的生存 、发展 、完善

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义 。

(二)对社会主体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

义是人生价值最深层次的本质

主体是多层次的 , 有社会主体 、群体主体 、个

体主体等层次 , 也即是平常所讲的社会 、群体 、个

人的层次 , 在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之间 , 其利益和需

要有一些是相同的或相似的 , 有些是不同的 , 有的

甚至相反。在阶级社会中 , 对立阶级之间 , 即不同

群体之间 , 其根本利益和需要往往互相对立 , 互相

冲突 。即使是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群体或个体

之间 , 其利益和需要也往往存在着不少差别甚至存

在着一定的矛盾。人生的价值行为对一阶级 、群体

或个体是正价值 , 对另一阶级 、群体或个体则可能

是负价值 , 人生价值从总体上看 , 似乎正负相互抵

销 , 甚至价值不大 , 甚至无价值。在这样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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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的价值行为则会显得难以判定。对个体人

的一生的价值如何判定 , 需要把人生价值放在对社

会主体发展 、完善的效应上来确定。 “文化上的每

一个进步 ,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
[ 7] 154
社会主体的

发展完善 , 不是损害各个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的发

展 , 而是为各个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的自由发展创

造条件;各个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的自由发展又是

社会主体发展 、完善的基础 , 而群体主体的发展又

要以群体内多数个体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社会主体

的发展完善 , 最终要体现在使广大个体主体发展完

善上 , 社会主体的发展完善是各个群体主体和个体

主体发展完善的根本条件和根本利益所在 。人生价

值对社会主体的正向效应 , 对社会主体的价值是人

生的最高价值 。所以 , 从根本上说 , 人生价值是人

生对社会主体的积极效应和意义。它的本质存在于

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完善 , 使社会上升到更高的境

界 。在阶级社会中 , 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 , 人生

的价值 , 对个人 、对群体 、对社会是分裂的 , 为社

会生存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劳动者 , 却处于受剥

削 、受压迫的地位 , 被认为 “人生没有价值 ”。这并

不反映人生价值的本质 , 也绝不能把劳动人民当成

没有人生价值的人。只要人的一生能代表广大人民

利益 , 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发展 , 推动社会进

步 , 就是真正有价值;反之 , 凡维护反动的没落阶

级的利益 , 损害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 , 不利于

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发展 , 阻碍社会进步的 , 就是没

有价值 。

人生价值是个体人生对主体的正向效应和积极

意义 , 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

义 。从根本上说 , 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积极意

义 。人生对主体的正向效应包括对社会主体 、群体

主体和个体主体生存 、发展和完善的积极意义上 。

人生对个体 、群体和社会生存的积极意义是人生价

值最初层的本质;人生对自我 、群体 、社会发展完

善的积极意义 , 是人生价值较深层次的本质 。人生

在对自我 、群体 、社会发展完善的积极意义中 , 其

对社会发展 、完善的积极意义 , 是人生价值最深层

的本质 , 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本点。个体人生对社会

发展完善的积极意义 , 是评定人生价值的最高标

准。因此 , 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生价

值 , 就可以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比较典型的人生观

为三种:一是 “他活着 , 别人就活得更好 ”, 这是进

步的人生观 , 它体现了人生价值的最深本质;二是

“他活着 , 对别人既不益 、也不害 ”, 这是只利己 ,

不利人 , 但也不害人的人生观 , 它仅仅是停留在人

生对自我生存价值的层面上 , 并不是进步的人生

观;三是 “他活着 , 别人就活得不好 , 或者别人就不

能活 ”, 这是极端的损人利己的人生观 , 这种人连

人生价值的最初层也达不到 , 可以说 , 人生不具有

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张伯钦.绵延人生路———人生学初探 [ M].广州:广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 , 1993.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卷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0.

[ 3] 　陈耀彬.试论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观 [ J].河北大学学报(哲

社版), 1996(4):97-101.

[ 4] 　马克思 ,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 [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9.

[ 5] 　马克思 ,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 M] .北

京:人民出版社 , 1979.

[ 6] 　马克思 ,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 [ M] .北京:人

民出版社 , 1979.

[ 7] 　马克思 ,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 M] .北京:人

民出版社 , 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