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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竞争的年代，一个生存压力变大的年代，一个生命越来越被忽视而又越来越被呼唤需要
尊重的年代⋯⋯　　对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指
导大学生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进而既活在当下、珍惜此刻，又超越现实、提升生命的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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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与本质　　生命是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更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生命价值观的导引与驱动下进行的。
在人类漫长的求真、求善、求美、求圣的历程中，总是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生命价值
的追求、对已有本我的超越、对自身有限性的突破，正是无数个体对生命价值的寻绎绘就了色彩斑斓
、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画卷。
虽然在不同的时空体验中具有不同的生命价值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能否具有科学的、适时的、
进步的生命价值观，既关系到个体生命的精彩与否，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生命价值观从层次上看，既有原始的、朴素的、零碎的，也有科学的、系统化、理论化的。
前者更多的是感性的、自发的，而后者则更多的是理性的、自觉生成的。
教育是生成科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生命价值观的重要杠杆与路径。
显性或隐性的教育导引着每一个平凡的生命去面对、去感受、去体验生命历程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从而使生命价值观逐渐摆脱自发、感性、零碎的痕迹而超升到理性、系统和科学的境界。
　　对大学生加强生命价值观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大学生珍
惜生命中的每一天，进而既活在当下、珍惜此刻，又超越现实、提升生命的基础性工程。
要在实践中推进生命价值观教育工程，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厘清和探究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本质与内涵，
这是生命价值观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元问题，若不能加以妥善解决，必将从源头上污染和误导生命价
值观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本章以探讨生命的含义、形态和特征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界定价值、生命价值、生命价值观等相关概
念，在此基础上，力图科学揭示生命价值观教育的一般本质和科学内涵。
　　一、生命的多维解读　　（一）生命的本义　　对生命含义的追索无疑是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
理论之基，而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学科介入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因此，学术界的诠释也是仁智互见。
比如，从生物学上看，生命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特有的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生命是指一个人经济收入能力的诞生与存在。
此外，还可以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生命。
其实，对于生命我们不妨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广义看，生命是指一切具有新陈代谢力、繁殖力、生长力和环境适应力的动植物和无机物，《韦伯
百科全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生命的。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生命的，它对生命的定义是：生命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有
机反应的开放系统所组成的。
由此可见，生命的存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命体不能脱离与外界的关系而存在；二是构成生命
的各个系统内部、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能作出有机反应；三是生命的各个组成系统不是封闭
的，而是开放的，正是在开放中才能与外物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实现生命的成长与发展。
因此，从广义上我们可以把一切生命有机体的存在都确证为生命的存在，“生命表现为无数种植物和
动物的形态”。
从狭义上看，生命就专指人的生命。
尉犀淦从狭义上揭示了生命的特质，他认为生命具有三个特质：一是与其他个体密切关联；二是具有
一个内在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因此是一个生物；三是经过不断努力的自我超
越，以达到更高形式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改造。
这三个特质中，前两个特质是一切生命所共有的，第三个特质则是人的生命所特有的，因为其他生命
都不具有自我超越、自我改造、自我实现的特性。
因此，完全符合这三个特质的生命只有人的生命，即狭义上的生命。
它相对于动植物和其他形式的生命而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是指人所具有的、在实践中生成的、不断与生存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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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交换的系统。
这一定义具有四层含义：第一，生命的主体是“人”。
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的人。
第二，生命的存在需要与人的生存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价值意义的双重交换活动。
这一点是与其他生命的根本区别。
其他形式的生命存在只需要与其生存环境之间进行单一的物质能量交换，现有的大自然就是其家园，
而人的生命存在不但需要与生存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系自然生命的存在；还必须进行价值和
意义交换，不断追求、挖掘世界的意义来超越，改造自身，同时把自己创造的意义与价值留印于世界
，从而用价值和意义建造起属于“人”的家园，不断获取和延续人的文化生命。
第三，生命是人的内在的一种系统，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生命体。
第四，生命作为一个系统是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实践中生成的，离开了实践，就既难以维系
人的自然生命，又不能获得人的文化生命，实践是人获得完整生命的唯一通道。
　　本书中所指认的生命就是这种狭义的生命，即人的生命，这种界定是基于三点考虑：第一，如果
从广义上来谈生命价值观教育，势必将人的生命湮没于物的生命之中而难以凸显人的生命的特殊性，
既缺乏针对性而难免流于空冷，又难以突破传统的以“物”的方式认识“人”的逻辑与方式。
第二，对物的生命价值的认识更多属于科学理性范畴，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追问则更多的是从价值理
性的高度所进行的哲学考量，而价值观正是哲学的重要论域。
第三，人的生命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认和生命价值观的建构，也必
将为树立物的生命价值观奠定基础。
　　与“生命”相关的还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活”，一个是“生存”。
“生活”是人在其一生中所经历的人生事件、人生过程、人生滋味的总和，　“生命”是“生活”的
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生活”是“生命”的表征和显现。
一般而言，生活的存在更多地带有特殊性，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事件、人生过程和体验到的人生滋味
都各不相同；但从生命的存在角度看，则更多地显现出“普遍性”的品格：人的自然生命都源于一种
血缘性存在，都具有相同的生命构成的化合物，人的文化生命都源于人的超越性本能，这可称之为生
命的“大同”。
但是，这种生命的“大同”只是一种基础性存在，由于人的生活的“个性化”倾向和“特殊性”特征
，每一个人所演绎出的现实的生命画卷又驳杂纷呈，这就造就了生命的“大异”，生活就是生命从“
大同”走向大异的中介。
“生存”泛指一切生命的存在，即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存在都可称为“生存”，它是一种物性、感性
的对象性的实存。
对人而言，“生存”是指人的生命的最起码的存活状况。
“生命”是“生存”的前提，也是“生存”始终围绕着展开和旋转的轴心和主体。
为了更准确、全面地把握生命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生命的层次和特征。
　　（二）生命层次的双重诠释　　生命作为人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属性，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本
然意义上是不可泾渭分明地分为若干清晰可辨的层次的。
否则，对生命的认识也就难以称为“奥秘”。
但是，从认知性探索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根据人在现实中生存所面对的各种关系以及生命在这些关
系维度中的体现，将生命划分为若干层次。
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的划分也各具特色，有的将生命划分为两个层次，即种生命和类生命；有的
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生理性的肉体生命；二是超越自然生理性的精神生命；三是关联人的肉体
和精神而又具有某种客观普遍性的社会生命。
有人把人的生命划分为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智慧生命。
也有人把人的生命划分为自然生命、价值生命、智慧生命和超越生命四个层次。
刘济良博士在其《生命教育论》一书中将人的生命进一步划分为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价值生命和智
慧生命。
从上述各种划分来看，其共同点是都认可“自然生命”的层次，其分歧在于对人在自身自觉的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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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基于超越性本能而形成的生命属性的认识各有差异，其实精神生命、智慧生命、价值生命、超越
生命等层次都可称为文化生命，而且将人的自然生命之外的层次称为精神生命、智慧生命、价值生命
或超越生命都不十分准确，它们之间并不构成逻辑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含的关系。
比如，超越生命中就包含价值生命的旨趣，价值生命里也不可缺乏智慧生命，一切智慧生命也都离不
开价值生命的导引，精神生命又广泛渗透于智慧生命、价值生命和超越生命之中，但精神生命、智慧
生命、价值生命、超越生命等都可以用“文化生命”进行统摄。
因此，本书将生命的层次划分为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层次，也可以把自然生命称为人的第一生命
，文化生命是人的第二生命。
　　人的生命从最初的、最基本的意义来看，首先是一种与动物没有太大差异的自然生命。
每个个体从呱呱落地的时刻起，就获得了一种与肉身结为一体的、遵循生物体的运行机理和规律的、
具有有限本能的自在的自然生命。
对于人的自然生命，我们必须把握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自然生命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和基础，漠
视和否认这一点，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幻想抽象。
人的生命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像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一样，是整个大自然的重要组成
部分。
自然生命既是大自然给予的，又必须在与大自然的物质能量的交换中得到完善、发展。
因此，它源于自然、长于自然，最终又归于自然，看不到人的生命的自然层次，就会将人抽象化，把
人等同于具有绝对理念或自我意识的精神实体。
因此，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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