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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征服，而是通过内心的修炼和道

德实践，达到个人品德的提升。例如，孔子强调“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 ②即道是由人发扬光大的，人的超

凡入圣在于人对道的发扬光大。这种道德自我构建的过

程，既是对个人品德的锤炼，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2、政治秩序构建

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不仅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还

注重政治秩序的构建。儒家思想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

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引

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而维护政治秩

序的稳定。同时，儒家还强调君子的作用，认为君子应

该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来影响他

人，推动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政治秩序的完善。

3、宗法制度构建

在 中 国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中 ， 宗 法 制 度 被 视 为 维 护

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制度。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

位，通过血缘关系来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在儒家

思想中，家族是社会的基石，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

谐社会的缩影。通过家族内部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

可以培养家族成员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进而推动整个

社会的道德风尚的提升。

4、追求内在超越

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追求的是“内在超越”，即通

过道德实践实现个人修养的提升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这

种超越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或改变，而是通过内心的

修炼和道德实践，达到个人品德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和

谐。这种内在超越性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观念，即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通过

道德修养和实践，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强调价值理性

在价值层面，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强调的是道德实

践的内在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不仅体现在个人品德的提

升上，还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和谐上。通过道德实践，人

们可以超越个人的私利和欲望，实现与他人的和谐相处

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这种价值理性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

“仁爱”观念，即要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帮助他人，

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具

有道德自我构建、政治秩序构建、宗法制度构建、内在

价值构建等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主体性

哲学的独特魅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中西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对比分析

从近代哲学的视角出发，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与中

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在主体价值建构上确实呈现出显著的

不同理路，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各自的核心命题及所追求

的价值上。以下是对这两种哲学体系的对比分析。

1、两者的核心命题不同

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的核心命题“我思故我在”，

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自我蕴含的分析命题。它强调个体

的思维（我思）是存在（我在）的基础和证明。这种命

题 侧 重 于 逻 辑 分 析 和 个 体 主 体 的 独 立 性 ， 将 思 维 与 存

在 、 主 体 与 客 体 分 离 开 来 ， 通 过 思 维 来 认 识 和 把 握 世

界。由此，西方主体性哲学追求的自由主体价值，是通

过对个体理性的强调和发挥来实现的。这种自由更多地

体现在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以及对个人权利的

捍卫上。

中 国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的 核 心 命 题 “ 尊 德 性 而 道 问

学”，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统合的综合命题。它强调道德

品性的重要性（尊德性），并通过学问之道（道问学）

来实现道德的提升和完善。这种命题侧重于整体和谐和

道德实践，将个体置于社会、家庭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

行考量。由此，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追求的道德主体价

值，是通过对道德品性的修炼和提升来实现的。这种道

德更多地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人际关系的和谐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上。

2、两者的主体价值建构的理路不同

西 方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属 于 分 析 理 路 ， 强 调 个 体 主

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通过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来认识

和把握世界。它追求的是个体自由、科学真理和个人权

利的捍卫，这些价值都是通过分析命题的逻辑推理得出

的。这种分析理路使得西方主体性哲学在科学认知、理

性思维和个体权利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可能

导致个体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疏离和冲突。

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属于综合理路，强调整体和谐

和道德实践，将个体置于社会、家庭和文化的大背景下

进行考量。它追求的是道德品性的修炼和提升、社会责

任的担当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些价值都是通过综合

命题的整合和实践得出的。这种综合理路使得中国传统

主体性哲学在道德伦理、社会和谐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

深厚底蕴，但也可能因过于强调整体和谐而忽视个体差

异和个性发展。

3、中西传统文化在主体价值建构上具有互补性

尽 管 西 方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与 中 国 传 统 主 体 性 哲 学

在主体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优

势和价值。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分析理路有助于推动科学

认知、理性思维；而中国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综合理路则

有助于维护道德伦理、社会和谐和文化传承。在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