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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前言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历史科学，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新的学术成果正不断
地涌现出来。赵馥洁同志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即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80年代以来，
中华儿女的理论意趣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文化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深沉的反
思，有人对西方文化重新审度诠析，也有人专注于人的主体性问题，致力于人的价值和价值论的研究
。这种普遍的、全新的文化现象，根源于神州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关注文化问题，
旨在促进四化，振兴中华，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人类的新世纪重新展现自己的青春。中华文化，鎏光
溢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潜移默化于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之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积淀成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
尤为深刻。我们民族的哲人，自古以来就觉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尊视人的价值，追求真善
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价值，反映的当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意义。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群体和
个体所谋求的主体需要，内容不尽相同，这使得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人类历史实践的共性
，使人们似乎都以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为共同目标，但历史上人们对作为认识价值的“真”、道德价值
的“善”、艺术价值的“美”的具体理解，却各有会心，各有见蔽。在中国，儒家重“义”轻“利”
，墨家以“利”为“义”，道家尚“自然”，法家重“权势”，趣向有别，致使儒、墨、道、法诸家
所认定的价值、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选择均有所不同，不同的价值观在传统文化这
一共同体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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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内容概要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是价值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
通过导论、价值原理篇、学派取向篇、范畴系列篇、价值思维篇，系统论述了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基本
原理、儒墨法道四大家的价值论体系、传统哲学价值论的主要范畴和中国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从价
值哲学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构建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全书立论新颖
，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具有原创性，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研究课题，是我国
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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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作者简介

赵馥洁，陕西省富平县人。现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学
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价值论研究室研究员（兼）。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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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书籍目录

序卷首自题导论  一 价值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  二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  三 中国传统
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四 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意义价值原理篇  一 价值本质论    （一）从主体
经验方面理解价值的本质    （二）从客体特性方面理解价值的本质    （三）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理解
价值本质  二 价值分类论    （一）以“天”为本位的价值分类系列    （二）以地为本位的价值分类系列
   （三）以人为本位的价值分类系列  三 价值评价论    （一）关于评价与认知的关系    （二）关于价值
评价的标准    （三）关于价值评价的方式    （四）关于价值评价的主体  四 人类价值论  五 自然价值论  
学派取向篇  一 儒家的道德价值论    （一）“天命”、“人性”的价值根据论    （二）“义以为上”的
价值取向论    （三）“义然后取”的价值选择论    （四）“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的价值理想论   
（五）“人能弘道”的价值实现论  二 墨家的功利价值论    （一）“取法天志”的价值根据论    （二）
“为功”、“利民”的价值取向论    （三）“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价值选择论    （四）“兼士”
人格与“尚同”社会的价值理想论    （五）“赖力者生”的价值创造论  三 法家的权力价值论    （一）
“因情”、“因道”、“因世”的价值根据论    （二）“尊君”、“重权”的价值取向论    （三）“
功利尽举”的价值标准论    （四）“法术之士”和“法治”社会的价值理想论    （五）“尽力务功”
的价值实现论  四 道家的自然价值论    （一）“道法自然”的价值根据论    （二）“有生于无”的价值
形成论    （三）“物无贵贱”的价值标准论    （四）“贵夫无为”的价值取向论    （五）“至人”人
格和“至德之世”的价值理想论范畴系列篇价值思维篇主要参考文献后记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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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章节摘录

插图：自然价值，即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的需要的满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
是人类的创造，其次是自然的赋予。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当“人猿相揖别”，人从自然界分
化出来以后，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具有了崇高的价值地位。他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
化，建设文明，使自身不断发展，日益完善。但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自然，也不会不依赖
自然。大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是永存的。中国古代哲学，尽管高扬人的价值，但并不忽视自然的价值
，而且认为自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南北朝时的何承天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
达生论》），极好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哲人关于自然和人类并重的价值观念。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价值论
，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颇有特色。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的主要价值是：1.“厚生”价值。自然界是人
的生存环境，它能给人类提供广泛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这一点，古代哲学
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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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后记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拙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初版距今已十八年之久了。十八年间，世事变迁
，学术演进，使人颇有今昔之感。李白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1991年，该书初次
面世之时，中国学界对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学术专
著，出版后受到哲学界特别是价值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赞誉。1996年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曾专门就该成果发《成果要报》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通报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和
学术观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哲
学动态》、《人文杂志》、《管子学刊》、《理论导刊》等全国14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报道和书评。张
岱年、萧箑父、李锦全、李德永、周桂钿等中哲史专家都高度评价了该成果“开拓创新”、“填补空
白”的学术价值。张岱年先生还多次来信鼓励。该书1994年获陕西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
年获首届中国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十多年来，很多著作、论文都署名引用了该书
的学术观点，一些中国哲学史学科点也将该书列为研究生的重要阅读著作。但我自知，这些都是对我
的鼓励和鞭策，该书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况且，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价值观，还有
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和发掘。对一个学者来说，必须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继续开拓，不断推进，
才会保持学术上的生命活力。于是，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深化研究，一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传统价值观
的演变历程，这方面的成果，凝结成了《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一书，2006年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是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这方面的心得，相继写成了多
篇论文发表。由于这部分成果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理论领域，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再版时
，我将其予以修改、充实作为该书的“价值思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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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从主体经验方面理解价值的本质价值分类论以“天”为本位的价
值分类系列中国传统“节欲”修养观的价值论意义以理制欲论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的融通重义轻利论
德力论-道德与实力的权衡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
统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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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精彩短评

1、该书论点准确，逻辑严密，内容翔实。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而言，值得一读！读此书，需慢慢
地读，细细地品，从中享受读书之乐！字如其人，其实，还可说，书如其人。通过读书，作者的音容
笑貌跃然纸上。细细品味，可见作者心性之平淡，为人之随和,志向之高远!
2、该书资料翔实，文句优美，义理圆融，意蕴深微，读之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心性之淡如。
3、赵老师数十年如一日，以探求真理的精神、关注现实的情怀和典雅优美的文字，阐释着传统哲学
的精髓和其对现实的重要意义。他“坐拥书城且自豪”的文化眷恋，严谨的学术精神，高尚的人格情
操，感人至深。他对前人的思想积极探索，对古人的言语认真思考，对历史的状况细致分析，对逻辑
的体系周详构思，启人良多。他于古人的文本中“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判析前人之
是非，采撷前人... 阅读更多
4、绝对好书，资料清楚，逻辑清晰值得研读后记中最后一句话，对我非常警醒：“学问乃寂寞之道
，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
曰：耐得寂寞。”作者能耐的住寂寞，是早就听闻过的。著述之严谨和扎实，是现在一位浪得虚名的
全国著名学者来讲，更能对的起自己的读者！
5、书不错，是我们老师写的，教学需要。
6、类似教材的书，中规中矩，亮点不多，有兴趣可以看看张岱年相关的著作
7、这本书挺好的，是我校一位资深老教授写的，希望大家都看看
8、不敢妄言，还没细看
9、阳光灿烂——从03年在图书馆初读此书以来，就盼望着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
！
普世精神与个体心性省查积淀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层意蕴，在对生命、对生活、对世界的体会、解读
中践履“道”的精神，价值——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
春花秋月，寂寞芬芳，芝兰飘香，我已意澜神醉!
10、值得一读的好书，时间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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