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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价值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改造客观

世界的对象化活动。现实的 、有生命的个人 ,

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 ,通过物化劳动追求和创

造价值 ,既是人的生命力 、潜能和素质的表现 ,

也是对个体现实外在价值的确证 。据此人生

价值可分为生命价值 、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

个层次 , 这体现了人生价值纵向的过程性

结构。

一 、人生的生命价值 、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人生的生命价值 ,即健全的身体 、健康的

体魄 ,发展的智力 、旺盛的生命力所具有的价

值 。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为人们创造价值提

供了必要前提。马克思 、恩格斯曾说过:“任

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

人的存在”。
①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样一个

前提下进行的: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 。对于人

生个体来说 ,如果失去了生命 ,万事万物对于

他也就失去了意义;保有生命 ,他才能从事实

践活动 ,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 ,才能为自我 、他

人 、社会做出创造和实现意义。对于人类社会

来说 ,个体生命的维持和延续是人类延续和发

展的基础。生命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巨大

的价值。 “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 ,生命是一种

责任 ,任何人都没资格说自己的生命没有价

值!”
②
这是唯物历史观认识和尊重人的生命

价值的正确阐述 。

人生的内在价值 ,也叫潜在价值 ,是一个

人所具有的潜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

力 ,是个人素质和能力的综合统一体 ,包括个

人智能结构和人格系统的总和。一个人在知

识理论基础上 ,有思想 、观念 ,才能与外界沟

通 、表达感情 、交流思想;有人格素养 ,才会尊

重别人 ,同时也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 。正如

一个有一些古典音乐知识的人 ,他多少能够欣

赏一些贝多芬的乐章 ,音乐知识的意义蕴含在

个人组织身心之内 ,他的音乐知识具有内在的

价值 ,而 “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 ,最美的

音乐也毫无意义 。”
③
以智能结构和人格系统

为重要内容的人生内在价值 ,使有生命的个人

逐渐摆脱兽性而向社会新人发展 ,并且使人们

创造新的价值具有可能。人的智能结构和人

格系统等之所以是内在价值 ,就在于它还没有

伴同人类实践转化在物质和精神产品中 ,所以

它的价值是潜在的 。而一切的现实价值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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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

人生的外在价值 ,也叫现实价值 。它是人

生潜在价值的现实化 、对象化和外化 ,是人生

潜在的知识 、才能和品德修养等通过社会实践

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 ,转化为为他人 、集

体和社会作出实际贡献 ,并实际满足自我的合

理需要 。人类的实践活动 ,就在于发现价值 、

创造价值。人生外在价值是人生价值结构的

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明显

特征。人生外在价值由价值社会价值和自我

价值两部分组成 ,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两者是辩

证统一的。

二 、人生价值结构的内部循环机制

从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看 ,生命价值 、内

在价值 、外在价值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 、相互

依赖和相互转化的 ,这三个层次的辨证统一构

成人生价值生动的内部结构。

第一 ,生命价值是人生价值的出发点 ,同

时又是现实人生实现价值的目标和归宿。人

只有生存才能创造各种价值和享受 、利用人所

创造的各种价值 ,才谈得上人生价值的实现。

一切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必须 “从现实的 、有生

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④
。由此 ,生命是人生价

值结构中最基础的一层 ,是实现内在价值和外

在价值的基础。

然而 ,人在这里不仅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

人 ,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 ,是现实的具体

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人生实践活动

的目的 ,是保存 、充实和延续人的个体生命 ,同

时又促进人类的延续和发展 。人从有生命的

个体出发 ,实现价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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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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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处在社会价值关系中具有主体能动

力的人 ,是在多方面能力都得到发展 、不断完

善着的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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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马克思把这样的人称之为 “社会个人 。”

这个 “社会个人 ”必定就把寻求和培养丰富的

知识 、高尚的精神和情感当作内在的需要 ,把

创造财富和价值作为现实的需要 ,把追求 、提

升人的生命价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第二 ,内在价值只有转化为外在的社会价

值和自我价值 ,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意义 。人生

的现实外在价值是人生的内在价值的现实化 ,

一个人潜在的人生价值是外在的人生价值的

基础 。有着潜在价值的生命必然外化为现实

价值 。蕴含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才干 ,有着创造

出外在价值物的确定不移的趋向 ,而人格系统

则不断地发挥出净化个人和社会的功能 。人

生的实践 ,就是一个人不断发挥智能系统和人

格系统功能 、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 、从而

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历程 。人生

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创造 ,在于促进社会和个人

的发展。一个人即使有很高的知识 、才干 ,高

尚的人格和强壮的体魄 ,如果没有在现实中劳

动创造 ,其效用是显示不出来的 ,既不能满足

社会 、集体 、他人的需要 ,也不能满足自我的需

要。所以一个人内在的人生价值若不能转化

为现实的价值 ,对他自己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事情 ,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不幸。高尚的人生

应该是不断丰富 、充实自己 ,在现实中积极创

造价值 、实现自我和贡献社会的人生。

第三 ,人生现实的自我满足和贡献社会 ,

不断地提升人生的生命价值。人生现实价值

反馈人的生命 ,体现了人生实践活动的目的 ,

也是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

现实中 ,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 ,需要一

定的物质资料 ,否则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人生

现实中的自我价值 ,是对自我生命存在和发展

的反馈。而人生的社会价值 ,则是社会 、他人

对个人创造价值的确认 ,社会价值实质上为个

人生存 、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前提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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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不断创造自我和社会的价值 ,使生命得以

维持和延续 ,生而不息的。而生命的维持和延

续 ,又不单纯是生存的维持和延续 ,更重要的

是在现实价值实现中 ,锻炼和提高了自我各方

面的素质和能力 ,从而使人生的潜能不断增

强 、提高。人生实现现实价值的过程 ,不断增

强了生命力 ,充实和发展了人生的内在价值。

综上所述 ,人生价值是一个生动的循环结

构 。生命价值是人生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

推动人生实践和创造价值的基础和原动力;内

在价值是创造价值的必要的环节;而人生实现

价值必须通过外在价值来表现 。人生追求和

创造价值 ,从有生命的个体出发 ,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 ,经过后天的塑造 、训练

以及有意识的具有社会规定性的活动的陶冶 ,

逐渐形成存在于肉体组织中适合于一切活动

方式的潜能和素质 ,人生个体具有了潜在价值

的因素 。而潜能和素质作为个体实践活动的

本质力量 ,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 ,把自己的能

力和素质灌注到对象当中 ,使对象本身成为人

的需要和一定目的的实现 ,具有潜能和素质的

生命也就创造了人生现实的外在价值。而人

生现实的外在价值又增强了人的生命力 ,充实

和发展了人生的内在价值。任何一项对象化

劳动产品都是人的生命价值 、内在价值和外在

价值的综合体现 。人生价值这三个基本因素

互相依存 ,在人生实践的基础上有机整合 ,在

改造客观世界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展示和外化 ,

构成人生价值结构生动的内部循环机制。人

生价值的 “生命价值 、内在价值 、外在社会价

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 再到新的生命价值

……”这种内部结构形式 ,循环往复 、螺旋上

升 ,使人生价值一步步深化和提高。 “生命不

息 ,奋斗不止 ”,人生追求和创造价值在实践

活动中不断提升 。

但是 ,人生价值结构的循环状态和水平是

有所不同的。我们认为 ,人生价值结构的循环

呈现出良性和受阻两种状态。在私有制条件

下 ,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关系和生活资料关系中

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不可能顺利地

展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者价值结构的

循环受到某种阻碍的原因在于经济 、政治等体

制存在不完善的方面 ,以及个人主观上的懒

惰 、守旧 、懦弱等等。而当一个人能充分地受

到学校教育 、能在社会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其才

能 ,并为社会需要 、肯定和承认 ,他就较好地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结构的循环水

平是历史发展着的 ,呈现出代代向上的趋向 。

这种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内在价值的高低

和外在价值的多寡上 。较低的文化水平 ,较少

的劳动产品 ,较贫乏的生活 ,形成较低水平的

循环;较高的智能水平 ,较多较优的劳动产品 ,

较富裕的生活 ,形成较高水平的循环。循环的

总水平是依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可以

预见 ,到共产主义社会 ,它将达到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崭新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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