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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辨与思

林 剑

【内容提要】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争论，并不是近几年才凸现的新问题，而是一个很老的

问题。近几年人们关于这一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有些问题仍需分辨与澄清。我们认为，马克思主

义并不是绝对的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否认理念论、理性主义、康德杜林式的将普世价值作永恒

真理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价值领域这种类似“永恒真理”的普世价值即使有，也是极其稀

少的，认为价值是生成的，因而是历史的。反对某些阶级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冒充普世价值。我们认

为，被资产阶级宣布为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范畴并不是普世的，而是历史的。

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否认有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东西的存在，有具体即有抽象，有个别即有一

般，有特殊即有普遍，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方面否认有脱离具体的抽象、脱离个别的一般、脱离

特殊的普遍，另一方面，相对于抽象、普遍、一般的东西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更看重与关注的是

事物的存在及价值的具体性、个别性、特殊性，因为将一事物与它事物、一种价值观与另一种价值

观区别开来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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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内哲学界与伦理学界，一场有关普世价值有无的论争极为

引人注目。参与论争的人数之多，论争程度之激烈，实属近年来少见。不仅如此，在普世价值有无

的问题上，在参与论争的人群中，尽管人们的意见不一，但就其基本观点与主张来看，却鲜明地呈

现出两军对垒的特点，一派对普世价值的存在持坚定的肯定态度，一派对普世价值持坚定的否定态

度，极少见到有游走于二者之间或超出二者之外的观点。那么，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究

竟有没有普世价值的存在? 什么是普世价值? 哪些价值范畴属于普世价值范畴? 虽然人们有关这些

问题的讨论与争论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并表达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值得重视的见解，但仍有一些疑

问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辨与澄清。

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存不存在一种普世性价值? 这并不是近几年才凸现出来的

新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上，它其实是一个很老的问题，人们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与分歧，

也不是始于当下。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理念论者、宗教信仰者、类似于

斯多葛派一类的世界主义者以及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都是普世价值观念的倡导者与笃信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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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诠释各有不同。尤其是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那些认为 “应当

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① 与 “一切都必须

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

度”② 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来说，对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任何追问都既是多余的，也是不合法的，

任何存疑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认知逻辑中，既然理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

本依据，“思维着的知性”是衡量一切是否合理的唯一尺度，那么，符合理性要求的价值观念必然

具有普世的性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理性的，从而具有普世性? 合乎理性与具有普世性的观

念必须具有“永恒真理”的性质。一切与永恒真理相矛盾的东西，都不应享有存在的权利，因而都

应当被铲除。正是依据这样的思考逻辑，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认为，生成于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

国家基础上，并适合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天

赋人权等价值观念具有无可争辩的普世价值的性质，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最符合人的自然本

性，而最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社会制度必然是最合乎人的理性的，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永恒

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既然是一种合理与永恒的自然存在，生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基

础上的，并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需要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念与价值范畴也就必然具有 “永恒真理”与普世的性质。从人的所谓自然本性演绎出资本主义制度

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再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中演绎出生成于并适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具有 “永恒真理”与普世价值性质的结论，并以这种结

论为依据，为自己向外兜售与强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进行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辩护，

这几乎是西方近代以来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思维进路，这种思维进路说

得好听点是他们的“共同智慧”，而实质上是他们的“共同合谋”。

当然，在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视作普世价值的人们中，也不都是试图为资本

主义制度辩护的，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否是一

种普世价值的论争中，也有人试图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为根据，证明上述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人们经常听到有这样一种发问，如果没有

普世价值的存在，如果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不是一种普世价值，那为什么它们既是资本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或者要问，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与

社会主义社会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但为什么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

会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而不愿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

旗帜拱手让人呢?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究竟是否是一种具有 “永恒真理”性质的普世价值? 如果站在马克思

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维度上，答案不仅是否定的，而且是无可争辩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论逻

辑中: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

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

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③ 虽然自由与平等作为规范性的价值范畴并不是西方近代才产生的范

畴，其早在古希腊的哲学与伦理学中就已出现了，但必须看到，在西方近代以前的社会历史中，自

由与平等作为价值规范从未取得过支配地位。“自由人”的桂冠并未授予所有人，能够配称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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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只是属于拥有公民权的雅典的奴隶主贵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平等不

仅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反而是个否定性概念，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

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

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 ( 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 ，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

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①

民主也属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范畴。民主的价值取向生成于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民主制度并不

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是 “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

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②，即民主制只有对于现代的社会

条件来说才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对于近代以前的社会条件来说并非是必然的。一个不容否认的

历史事实是，民主制只是在希腊城邦中有过短暂的存在，而且雅典的民主制灭亡之后，在以后的近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没有再出现过与复制过。对这一历史现象的可

能解释只能是，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然是以贵族为主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在以贵族

为主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政治结构必然是等级制，而等级制占支配地位的

政治制度必然是专制，而不是民主。

至于“天赋人权”问题，则更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捏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和谎话。人作为人存

在，当然应当享有并且也真实地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人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

根据自然的原则确定的，人的权利是在社会历史中产生的，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任何权

利都是一种历史权利，具有历史性，“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

的文化发展”③。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价值范畴虽然并不是西方近代才产生的，但是可以确认的一个事

实是，只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们才取得了支配人们价值取向的地位，成为社会

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并成为评价与度量社会是否正义的尺度与坐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自

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范畴受到西方近代以来的人们的关注与看重，并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核

心价值观念呢? 其答案只能是，它们适应了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没有人的自由，无论是商品

生产，还是商品交换，都是不可能进行的。要进行商品生产，资本家必须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到进行

生产的劳动力与原材料，这就要求工人在人身方面是自由的，以及原材料在市场上是可以自由买卖

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生产不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要使商品的

价值得以实现，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卖出去，否则就会变成废物一堆，而要使商品的交换价值

得以顺利实现，贸易必须是自由的。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不仅要求贯彻自由的原则，同时也要求

贯彻平等的原则。在西方近代社会中，自由的观念与平等的观念之所以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

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源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没有人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人的平等，反之

亦然，没有人的平等，也没有人的自由，二者相互支撑，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条件。平等的要求在

本质上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在法律与观念上的反映与表达。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买

者与卖者的地位如果是不平等的，就有可能发生强买强卖的现象，倘若强买强卖现象被允许，等价

交换的原则就不复存在，从而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当人们在法律上要求并获得

自由的身份以及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时，民主制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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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国也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要求。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要求民主，直接的原因在于

人们是想通过民主制捍卫自己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同样，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扬的以生命权、自由权、私有财产权与幸福权为内容的所谓天赋人权，根本不

是什么天赋的，而是历史的，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在意识

形态上的反映与表达。

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不是一种普世价值，那么自由、平等、民主何以既是资产阶级的核心价

值观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市场经

济的存在仍然有必要，要发展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是必然的与必要的价值取向。

二

肯定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范畴是一种历史性生成，因而属于历史范畴，这些范畴所表达

的价值诉求也具有历史性，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或正义性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

到确认，这无异于否定了上述范畴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诉求的普世性质。但这是否意味着一切具有普

遍性意义的或具有普世性意义的范畴与价值都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应对任何有关普世价值的

诉求都应给予彻底的拒斥呢? 当然不是，也不能。否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范畴及其所表达

的价值诉求具有普遍性质，并不意味着具有普遍性质或普世性质的价值诉求在任何意义与维度上都

不存在，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任何肯定普世价值的主张都给予否定与拒斥。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

世价值的“普世”应作何理解与诠释? 对此，无论是从思想史的维度看，还是从现实的维度看，人

们的理解与诠释并不相同。如果赋予“普世”概念以类似于杜林的 “终极真理”“永恒真理”的理

解，或作康德的实践理性中的 “绝对命令”的界说，将普世价值视作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时

代、超越国家与民族而“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并且认为这种原则是普遍适

用的，人人都能接受与同意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必然的有效性，那么，这样的价值原则确实是

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极其稀少的。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有关道德的观点时所指出的，在道德

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 “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①，

“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

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

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人们虽然不能绝对地否定不

变道德原则的存在，但可以确认的是，那种类似于永恒真理的、具有永恒不变性质的道德原则即使

有，也是极其稀少的。

在道德领域如此，一切关涉价值的领域也都如此。价值是与人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一切

与人的需求无关的利益的存在，对于人的存在来说都不构成现实的与真实的价值关系。人的需求的

多方面性决定着价值体系的复杂性。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与不变的价值原则的存在，需以永恒

不变的需求与不变的利益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客观基础与前提条件。我们不否认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共同的具有普遍性质的需求与共同的具有普遍性质的利益，但我们也必须确

认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需求也好，利益也好，都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成。因而，即使是属于人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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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普遍需求与普遍利益也是历史的与不断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需求，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诉求，即使有，也是极其稀少的。也许人们会认为，人作为人存在，都必须吃、喝、住、穿，这难

道不是一种不变的需求吗? 但问题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吃、喝、住、穿的诉求与满足吃、喝、

住、穿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们同样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历

史领域中，那种适合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与民族、超越历史时空、具有 “永恒真理”性质或永恒不

变性质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原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极其稀少的。人们看到的通常是

恰恰相反的景象，随着人们满足自己需求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革与改变，人们也改变着自己

的价值诉求、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

对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价值原则赋予一种历史的、非永恒真理

的、非普适性的理解与诠释，并不意味着对人们通常所提及与强调的价值共识的否定与拒斥。应该

承认，虽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演进的总趋势是不断发生改变的，

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竞争的，但这不等于说在社会历史中没有任何形式的价值共识存在。无论

是从社会的运行维度上看，还是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维系上看，价值共识是社会及各

种共同体得以生成与维系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社会及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来说，缺乏价值共识的基

础，其存在的可能性是难以想象的。

所谓价值共识，是指价值认识上的一致性与相近性。价值共识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从主体的方

面看，有社会性的价值共识、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少数人之间的价值共识与多数人之间的价值共识。

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生成与延续，都蕴涵有价值共识

的因素。没有价值共识的基础性支撑，社会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的文化传统既不能生成，

也不可能延续。价值共识从生成的原因方面看，有基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及其文化传统的原因，有

基于相同或相似的利益的原因，有基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的原因，有基于相同或相

似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也有基于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原因，甚至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在

价值共识的生成中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归根到底，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通常在社

会价值共识的生成中，尤其是在社会历史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共识的生成中起着主要的与决定性的

作用。为何“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

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①? 唯一可能正确的解释只能是，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及他们

的价值观念都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产物，资产阶级看重的价值观念之所以不同于贵族阶

级看重的价值观念，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赖以生成与代表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价值共识既可以在同一个阶级、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存在，也可以在不同阶级、不同共同体之间，

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阶级与共同体之间存在。同样，价值共识既可以在单一的社会形态中存在，有些

价值共识也可以在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不同的阶级与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可能存在着价值

共识，或因某种文化的、传统的联结因素，或因某种程度的利益联结的因素。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

之所以存在价值共识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是处于同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

或多或少的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联系。价值共识也可以叫作共同价值，但无论是叫作价值共识，还是

叫作共同价值，都不能简单地被视作一种类似于永恒真理的，或类似于康德的 “绝对命令”的普适

或普世价值，即使是那些反映与表达着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的普遍利益的价值，也仍然是一种历史性

的价值，而不是也不应被视作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普世价值。价值共识或共同价值的历史性质决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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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与改变发生变化与改变，这种变化与改变或者表现为原有的价值共

识与共同价值的瓦解与消失，或者表现为新的价值共识与共同价值取代旧的价值共识与共同价值。

原理是历史创造的，而历史不是原理创造的，应该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

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①。任何观念，包括价值观念都是在人的

实践中生成的，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质。遵循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

生成的原则，在思维的逻辑上就意味着超越历史的普世价值存在的不可能。然而，也需指出的是，

任何观念都是通过范畴来表达的，而范畴都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所谓

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方面，概括与反映的是事物与现象的 “共性”“共同点”“共同规定”，所

谓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方面概括与反映的是事物的个性、特殊性、独特规定。有具体必有抽象，

有个别必有一般，有特殊必有普遍，反之亦然。因此从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中概括与归纳

出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东西，即事物的共同点、共同规定，不仅是符合辩证思维要求的，也是

可能的与必要的。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关系时所指出的: “生产的一切时代有

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

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

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

［有些］ 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② 但需强调的是，

马克思上面所指的尽管是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关系问题，但作为一种思考的逻辑与方法，对于思

考价值问题无疑是有参照意义的。价值观念也存在着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的区分，价值一般由于表

达的是价值诉求的共同点、共同规定，因此，对于那些属于几个时代共有并适用于几个时代，尤其

是属于一切时代并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共同规定，确有普世的性质，只是我们不应忽视这种共同规定

是抽象掉了具体历史规定的产物，在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没有哪一个价值范畴所表达

的价值诉求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适或普世性质，充其量只是那些作为共同规定存在的因素具有

价值共识与普世价值的性质。

三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作为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无论是对社会

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的理解与把握，还是对历史观念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把握，都是既贯彻着历史

唯物论的原则，同时也贯彻着历史辩证法的原则。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视野与认知逻辑中，

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但

它们的统一又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抽象是对具体的抽象、抽象的可能性是以具体的存在为前提

条件的，没有具体也没有抽象; 一般是相对个别而言的，是对个别的归纳与抽象，没有个别也就没

有一般; 普遍相对特殊而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游离于特殊性之外的普遍性，但抽象的、

一般的、普遍的东西也不同于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它通常所指的是从事物与现象中抽象、

概括、归纳出来的事物与现象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拒斥任何抽象，实际上，

一切概念与范畴都是思维抽象的结果与产物，没有思维的抽象，就没有概念与范畴的生成。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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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经济范畴的产生时，就曾明确指出: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

抽象。”① 实际上，所谓的生产一般、劳动一般都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抽象存在着科学与否、合理

与否的区分。马克思的历史观拒斥的是那些非科学性与非合理性的抽象，以及对社会历史现象仅仅

或单纯地诉诸一种抽象理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中的存在与现象，

大多要么诉诸一种感性直观式的抽象，要么像黑格尔哲学那样诉诸一种纯概念运动的思辨式的抽象，

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通常只是片面地抓住与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抽象的、一般的、普遍性

的因素或方面，并加以夸大。近代西方人道主义关于人性与人的本质观即是这种历史观与方法论的

典型代表。持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家们大多或者像费尔巴哈那样，不是将人性与人的本质

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或者像普鲁东那样不知道 “整个历史也无非

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仅仅对单个的人诉诸单纯性的抽象直观，其结果就是人的 “本质只

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②。西方近

代以来的这种抽象的人性与人的本质观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这是人尽皆知的，遗憾的

是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诠释却是错误的。在不少人的认知中，似乎马克思的历史观

对一切形式的抽象，无论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的直观的抽象，还是像黑格尔那样的思辨的抽象，亦或

是其他形式的抽象都是诉诸否定与拒斥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反对任

何形式的抽象，它否定与拒斥的是对社会历史现象仅仅诉诸单纯的抽象。具体些说，是否定那些游

离于具体的抽象、游离于个别的一般、游离于特殊的普遍的存在。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抽象，并不否认有别于个别性的一般性、有

别于特殊性的普遍性的存在，而是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赋予一种历

史的、辩证的理解。但需强调的是，首先，在把握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

系时，一方面，应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进行正确的区分，防止将历史的存在永

恒化、个别的存在一般化、特殊的存在普遍化。另一方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共同体、

集团、阶级，尤其是对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以自己的特殊利益、特殊价值观念冒充社会的

普遍利益，以特殊的、历史性的价值观念冒充 “永恒真理”与“普世价值”的情况保持警惕。在社

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与集团，为了使自己的阶级统治永恒化与合法化，

将自己的阶级私利赋予普遍性的形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涂上普世价值的色彩，将自己的阶级统治

的历史暂时性永恒化，是他们的惯常做法。其次，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虽然从具体的、

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物与现象中抽象与概括出来的共同点或共同规定，对于人们把握与解释历史

事物与现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马克思的历史观更强调的是对历史事物与现象的具体的、个别

的、特殊的特点与规定的考察与把握。原因在于，历史事物与现象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作为一种思

维抽象的产物，撇开了历史事物与现象生成与存在的历史环境与条件，舍弃了历史事物与现象的个

性与差异。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所指出的: “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

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③ 即

不分辨出最发达的语言与最不发达的语言之间的差别性，仅仅看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一般的、普遍

的“一些规律和规定”，这既不可能了解与掌握语言的历史发展，也不可能懂得最发达的语言与最

不发达的语言本身。因为将最发达的语言与最不发达的语言相互区别开来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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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而不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生产也是这样，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生产之间也有

些共同点与共同规定，这种共同点与共同规定通常构成生产一般。但任何生产 “总是指在一定社会

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①。将一个时代的生产与另一个时代的生产相互区别开来

的、决定各种不同生产特质的不是各种不同生产所共有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而是它们各自具有的

个性与特性。

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事物与现象考察与分析的方法论，也适用于对价值观念的考察

与分析，因为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不妨仍以自由、平等、民主等被一些人视为具

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前面本文已就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究竟是一种历史性的价

值观念，还是适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普世性价值观念进行了澄清，此外则想进一步阐明，自由、平等、

民主等价值要求即使是作为近代以来的一种历史必然性，也还是不能诉诸一种仅仅是抽象的理解与

诠释，而应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理解与诠释。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价值范畴，是对

各种形式的自由、平等、民主共同要求的抽象，因而，它无疑包含着各种形式的自由、平等、民主

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但我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历史诠释虽然不能忽视这些共同点与共同规定，

但更应重视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的阶级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各自不同的具

体要求。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

观，而将二者区别开来的不是有关对自由、平等、民主范畴所包含的共同点与共同规定的认同，而

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的要求。

还需指出的是，在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的理解上，马克思的历史观之

所以一方面反对对历史中的事物与现象仅仅诉诸抽象的理解与诠释，另一方面又肯定对历史中的事

物与现象进行抽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马克思在论及生产一般时所指出的，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 (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

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 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

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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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Value and Ｒealization Path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Xia Yipu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a great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cause of poverty reduc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is th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to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o study the in-
novative valu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explo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realization path
for further poverty alleviation help us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policy，grasp the ori-
en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and formulate feasible measure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li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s the ide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elevates the level of the world anti－poverty theory，and enrich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anti－poverty
cause of the worl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in the tide of new
technology age，an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ifferentiations of and Ｒeflections on Universal Values
Lin Jian

It is a very old issue as whether there are universal values． In recent years，there has been heated de-
bates on this issue，but some aspects still need to be recognized and clarified． The paper holds that Marxism
does not deny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al values absolutely，but it repudiates the kinds of understanding that
take universal values as eternal truth，such as idealism，rationalism，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Kant and
Dühring． For Marxism，that such kinds of universal values similar to eternal truth are extremely rare in the
realm of value，if it exists at all，and believes that value must be produced and is therefore historical． So we
oppose that certain class takes its own value orientation as universa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iversal values
declared by the bourgeois class，such as freedom，equality，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are not universal
but historical． On the one hand，Marx's view of history does not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abstract，universal
and general，since the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crete，specific，and particular． However，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rejects the abstract outside the concrete，the general outside the specific，and the universal
outside the particular． On the other hand，compared with the abstract，universal and general，Marx's view of
histor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and the concreteness，specificity，and particularity of
value，for it is the latter not the former that distinguishes one thing from another，and one value from another．

The Theme of the Epoch and the Future Tr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Upheaval

Zheng Baoguo

Today the world has entered into an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upheaval in a era of peace in human history．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productivity has brought about profound positive changes in human societ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promoting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t the same time，the accumula-
tion of negative effec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ue to the nature of capital is aggravating various contradic-
tions in the world． In particular，the United States moves again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oks China as its chief strategic adversary，and poses threat over the world economy
and global stability． However，the upheavals of the present world do not change the theme and nature of our ep-
och，which are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theme of the epoch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world central issues
to be settled and the world general situation and main reali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continuity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determin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epoch of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and the succ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each of the main contra-
dictions of the world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from one era into another within the ep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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