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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基础的中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比较

（一）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特点

西 方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起 源 于 笛 卡 尔 的 “ 我 思 故 我

在”命题，强调个体自由、自我构建、人格塑造、思想

解放以及科学和文化创新。这种主体性哲学为科学认识

的确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推动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思

潮。在价值层面，它追求的是“自由本身”，即个体自

由的实现。但是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缺点如下：

一是过度强调个体而忽视集体：主体性哲学可能过

于关注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忽视了集体利益和社会责

任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社会分裂、人际关系紧张以及

集体行动的困难。

二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虽然理性思维在科学

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可能忽视了

人的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另

外，理性主义可能导致对复杂社会现象和人文价值的简

化处理。

三 是 容 易 产 生 对 自 由 本 身 的 误 解 ： 主 体 性 哲 学 对

自由的追求有时可能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自由与责任、

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可能导致个体在追求自

由的过程中忽视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从而引发社会问

题。

四是忽视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作用：主体性哲学往往

忽视了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个体自由和社会价值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这可能导致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解

和冲突，影响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因此，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在推动个体自由、科学

进步和社会运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性。在理解和评价这一哲学体系时，我们需要全面考察

其优缺点，并寻求在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实现个体自

由与社会和谐的平衡之道。

（二）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则源于儒家的“尊德性而道问

学”，①呈现出独特的哲学特点，其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内

容。

1、道德自我构建

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强调道德在个人成长和社会构

建中的核心地位。儒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通过道德修养和实践，可以实现个人的内在超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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