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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本著作二十多年的出版，经历了从“文化价值
哲学三部曲”到“大道哲学全书”，再到“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过程。
这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
但它不是原地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修订再版。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笔者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追求造成的。
最初写这三本书的动机，是想把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由生物物理领域转向并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领
域，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是怎样建构人的价值意识（包括价值思维悖谬）的。
做此研究，一方面想解决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系列中介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想解
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发展价值意识，成为意识到的存
在者的。
这要比德国古典哲学家从“自我”出发，解决哲学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要现实得多，也生动具体得
多。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二十多年来才一直广受欢迎。

　　研究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建构人的价值意识，自然会涉及文化本体论问题。
但当时所说的文化本体论，仍然是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世界而言的，它并没有涉及形而上学
问题，也没有涉及形上本体论问题。
通过沸沸扬扬、参差驳杂的文化世界，研究人的价值意识的建构与发展，虽然属于文化本体论问题，
但严格地说，各种文化作为现象世界，是不可成为本体论存在的。
特别是通过具体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与生活细节讲文化价值意识建构，实际上是属于价值意识发
生论与发展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存在问题。
文化本体论，实乃文化现象世界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存在，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存在。
由此可知，不涉及形而上学问题，不涉及这个最高本体存在问题，只是以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世界为本体论，研究人的文化价值意识建构，不但不能真正解决哲学本体论问题，而且其价值意识建
构也不能解决国家民族根本精神与信仰信念问题，以及人们于何处安身立命问题。
这正是我的哲学研究由文化价值哲学走向大道哲学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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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云杰，1939年生，河南清丰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业为中国文化哲学及文化社会
学，其为学术，以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
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
已出版的著作有《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
《价值实现论》《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等。
其中，《文化社会学》获1987年度中国图书奖及第二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
等奖，《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分别获第六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大道运行论》获第十届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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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宗教化，还是道德化，都离不开制度，因为宗教、道德最终将以制度形式来保证。
　　当还没有宗教体系的时候，多神的存在及其信仰向人们灌输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情感是
不受限制的。
但是，当宗教体系出现以后，特别是宗教组织成了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之后，它要向人们宣布灌输这
种彼此对立的情感则是不被允许的了。
为了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宗教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于是宗教被制度化了。
　　在还没有道德体系的时候，道德的存在与多神的存在一样，是可以展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的，没有谁把它当做一种原则和手段去规范别人的思想和行为。
但是，当道德体系出现的时候，为了辨别尊卑贵贱之分，而把道德知识归纳为一种社会原则和手段去
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特别是当统治者在道德体系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时候，则宣布
违反道德是不允许的了。
为了维护社会原则、集团利益和权力意志，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制度，于是道德被制度化了。
　　不光这些。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婚姻的与家庭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等等，凡是人类最初对
外部世界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如风俗、习惯、仪式、禁忌以及规则、规定、原则、方式等等，与文
明社会的等级、权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被当时的社会思想家根据现实的原则给予重新解释和
理论上的说明，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于是整个社会生活被制度化了。
　　所谓制度化就是将人类对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价值抽象思维形式即文化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
制性的社会价值准则或价值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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