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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元价值》

前言

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心理上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极易导致神经功能
失调，进而诱发精神上的疾病。显然，让精神始终保持在一种健康状态就成为当今医学、心理学和社
会学共同关心且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产生于古老印度的瑜伽在现代得到了
人们的充分注意。瑜伽是一种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的身心灵联结和整合的修炼方式。通过瑜伽的学
习与练习可以有效地塑造形体、增进身心健康和培养创造力。现代瑜伽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界，而是
广泛地进入医学界、心理学界、艺术、体育等等。现代瑜伽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背景共同的健康需求和审美需求之上的，其核心是满足当代人强身健体、塑造形体、缓解心理压力等
需求。因此，对于大众健身及大学生体育而言，开辟瑜伽课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相对于其他体育
项目来说，瑜伽的学习和练习对场地和教师的要求比较高，它的个性要求也比较高，最理想的情况是
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学习进展状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练习教程。显然，采用传统的录像、
图片、书籍等制作的瑜伽教学系统不能满足教学要求，给普及带来一定的困难。显然，探索和开发一
种既可以在教师指导下集体学习与练习，又可以课后供学生自己练习的教学系统具有较大的意义。计
算机的使用为瑜伽的教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采用专家系统开发瑜伽教学系统不仅可以提高瑜伽知识
的学习效率，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练习情况自己设计练习项目。既可以在教师指导下集体学习
与练习，又可以课后供学生自己练习。采用专家系统开发瑜伽教学系统的关键是构建瑜伽知识库，其
核心是知识的获取和表示。由于瑜伽知识中隐性知识和过程知识数量较多，采用传统的基于谓词的、
基于实例的和基于本体的等知识表示很难满足要求，因此本文采用一种面向问题分析与决策专家系
统(Problem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cision Expert System, POADES)的知识库构建方法，它以问题为核心
，采用与人类思维相一致的方式获取和表示知识，可以快速有效地构建瑜伽知识库。本书综合了国内
外瑜伽研究精华，以瑜伽训练为核心，将瑜伽的基本理论和姿势练习转化成面向问题分析与决策的知
识，构建了瑜伽智能学习与训练系统。作为瑜伽学习与训练课程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探索，作者希
望能为广大的瑜伽练习者提供深入学习和自主练习有力的工具。本书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
助及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2012WQN036）资助。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部领导和同
事，正是他们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全体同志对
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是难以完成和出版的。特别感
谢我的先生尹文生，他给予我以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不仅提供了面向问题分析与决策专家系统的内核
，而且大力协助我完成了瑜伽知识系统的构建。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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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元价值》

内容概要

《人是元价值:人本价值哲学》内容简介：没有人就没有价值，说明人是价值之源或元价值，所以必预
设“元价值”范畴，才有可能说清楚价值及各种价值问题。从元价值出发，可知价值是人赋予对象的
好坏意义，价值意识是有好坏内涵的意识，价值之在是被赋予好坏意义的存在者，价值语言是可还原
为好坏的词语⋯⋯由于人赋好坏意义于对象是基于对象作用于人之需求的事实，所以从实然可以推出
应然。
每个人都是万物的赋义者意味价值必然是多元的，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可用公开讨论与民主抉择相结
合的方法达成价值共识。由于终极价值是统领所有具体价值的价值和标准，所以我们只要就终极价值
达成共识，基本上就能为社会中的所有价值争端找到统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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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元价值》

作者简介

韩东屏，男，生于辽宁大连。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伦理学、价值
哲学、人生哲学、文化哲学、制度哲学的研究。创建元价值范畴，并对价值本质、价值评价、实然与
应然这三大价值哲学难题给出了全新解决；创立文化工具论、制度安排后发优势理论和以克隆转忆方
式实现人之永生的理论构想；还与肖雪慧女士共创主体论的伦理学和主体论的人生哲学。主要著作有
：《克隆转忆人——供人类思考的思考》《市场经济与人生》《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与
肖雪慧等人合著）。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
》《江汉论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理论随笔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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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元价值》

书籍目录

一、代序：价值研究——哲学的目的域——从什么是哲学说起 1.哲学能否定义？ 2.哲学是否需要统一
定义？ 3.参照科学说哲学 4.哲学史的证明 5.哲学仍有作为的证明 6.解释力的证明 7.余论 上篇 元价值生
发价值 二、价值能否定义？ 1.摩尔的价值不可定义论 2.别尔嘉耶夫的价值不可定义论 3.对价值不可定
义论的评析 三、价值是否属人？ 1.两种回答 2.关于纯客观主义确证的驳论 3.关于泛主体论确证的驳论
4.结论 四、价值究竟是什么？ 1.价值定义困境 2.困境成因 3.元价值 4.价值是人赋予对象的好坏意义 中
篇 价值的谱系 五、价值之在 1.价值之在的含义与性质 2.价值之在的类型 3.价值之在的等级 4.价值之在
的始源 5.价值之在的转化 六、价值语言 1.价值语言的性质 2.价值语言的功能 3.价值语言的类型 4.价值
语言的级别 5.价值语言的逻辑 七、价值意识 1.意识与价值意识 2.非理性价值意识 3.理性价值意识 4.普
世价值 下篇 实践中的价值问题 八、实践：问题、知识、标准 1.实践的问题 2.知识的标准 3.实践的标准
九、价值评价 1.价值评价即评价 2.评价的根据 3.评价的性质 4.评价所表达的意义 5.评价的效用 6.评价
的结构与类型 7.评价的方法及其合理性 8.对物的评价及方法 9.对事的评价及方法 10.对人的评价及方法 
十、价值选择 1.选择与价值选择 2.选择的先决条件 3.选择的责任 4.现实中的选择方式 5.各种实有选择
方式的长短与功用 6.选择的实质 7.选择的困境及其成因 8.摆脱价值困境的路径与方法 十一、推论“应
然”的逻辑⋯ 1.问题的由来及意谓 2.对休谟问题的各种回答 3.评析休谟问题的各种解 4.推论“应然”
的充要条件 5.可然与实然 6.“应然”的推导 十二、达成价值共识的方法 1.金规则法 2.康德的普遍法则
立法法 3.黑尔的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 4.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法 5.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法 6.罗尔斯的重
叠共识法 7.创构新的方法 十三、终极价值及其确立 1.终极价值的含义和问题 2.历史中的个人终极价值
主张 3.人本终极价值的理论确认 4.人本终极价值的指标及相互关系 5.确立终极价值目标于社会的意义
6.对一些诘难的回应 十四、价值原则与价值规范系统 1.道德原则是最基本的价值规范 2.对中外主流道
德原则的反省 3.对思想家主张的道德原则的反省 4.合理道德原则的必备条件 5.人本道德原则的合理性
6.人本道德原则对个人的衍生规范 7.人本道德原则对社会的衍生规范 8.人本道德规范系统的基本构架
及充实方法 十五、价值维度：共产主义不遥远 1.制度维度的“天堂式解读” 2.价值维度的“人本式解
读” 3.两种解读：两种前途 4.进一步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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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元价值》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无逻辑矛盾或内在悖论的价值定义不一定就是确当的价值定义。元价值概念的确立，不仅
让价值属人论的三大派别的价值定义从此摆脱了遗漏主体的逻辑厄运，而且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价值提
供了新的可能。而这一点，也是确立元价值概念的一个理论意义。 元价值作为比价值更基本的范畴，
不是涵盖价值，而是生发价值；不是价值的属概念，而是价值的发祥地。那么，只有纯粹的好这一种
含义的元价值又是如何将含有好和坏这两种含义的价值生发出来的呢？过程是这样的，人作为元价值
，通过对象性活动即实践，会将那些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对象称为“好”；会将那些悖逆自身需求或危
害自身的对象称为“坏”，因人满足需求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所以危害人自身的对象更要称为“坏
”；还会将那与些自身需求无涉的对象称为“非好非坏”或“不好不坏”。由于“好”即正价值，“
坏”即负价值，“非好非坏”或“不好不坏”就是“无价值”，因而上述过程就是元价值生发价值的
过程，同时也是元价值生发无价值并将价值与无价值相区别的过程。 据此在我看来，“价值”这个范
畴，一不是价值客体主义所说的什么“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或其属性”，二不是什么价值主体主义所
说的“人的需要本身”或“人的需要的满足”，三不是什么价值关系主义所说的“主客体的关系”或
“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而是人根据对象于自身及其需求的肯定效应或否定效应，用可还原为
“好”或“坏”的词语赋予对象的意义。简之，价值就是人赋予对象的好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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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是元价值:人本价值哲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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