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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面向存在的沉思中，理性与价值始终是哲学关注的重心之一。
从内涵上看，理性与价值是两个多义而复杂的范畴。
以理性而言，当理性与感性相对时，它既可以指认识的能力与形态，也可以表征区别于个体存在的普
遍本质（相对于感性存在，理性更多地体现了类的普遍本质）；在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维结构
中，理性所指向的便是形而上的对象；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又展现出认知与评价的不同维度；
与之相联系的尚有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
同样，与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应，价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狭义的功利形态，到广义的真善
美，价值体现于不同的存在领域，并蕴涵了多方面的意义。
    作为人的存在与文化创造的相关维度，理性与价值有其交错、互融的一面。
理性的沉思往往关联着价值的关怀，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的互动、价值理性中理性与价值的交融，
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价值的眷注也常常内含着理性之维，这不仅在于理性本身亦具有
价值的意义，而且表现在以价值为内容的评价过程，总是处处渗入了理性的关照。
从终极的层面看，价值总是与需要相联系。
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
善是一种肯定的价值，欲则涉及人的需要，它既可引申为感性的欲望，又在广义上包括理性的追求；
从后一意义上看，理性的向度便构成了价值关怀的本然内容。
    当然，在相对的意义上，理性与价值亦有各自侧重的一面。
如果说，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过程，那么，价值的关怀则较多地关联着向善的过程。
就求真过程而言，问题总是涉及心与物、能知与所知、知与行、客体与主体间，以及思维方式、认知
环节、逻辑推论等等；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往往以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形态出现。
事实上，从康德开始，理性的批判便与认识过程的考察联系在一起。
作为指向事实领域的过程，认识主要以得其真为内容。
相形之下，以善的寻求为对象的价值关怀，往往难以回避行为规范、评价准则、人生理想、人格境界
等问题，后者首先涉及广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
从理论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来规定评价的准则。
在广义上，价值可以区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形态。
形式的伦理学或义务论强调一定的规范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本身就是善），因而只要行为合乎一定
的规范，则它就具有善的性质；实质的伦理学有不同的形式，其中的目的论较多地突出了外在价值，
强调由行为的外在结果来判定行为的意义。
合理的思路在于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
就价值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
    自哲学思维萌发之日起，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之维便与智慧的探索结下了不解之缘。
哲学史上，哲学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从各自的特定视域，对真与善、理性与价值作了不同的
考察和定位。
一些哲学家较多地强调了理性的认知之维，并将认知理性引入事实领域，从而使求其真成为哲学关注
的中心；另一些哲学家则更注重善的追求及价值层面的终极关切，而所谓善，又有外在效用价值与内
在的美德之分。
对理性与价值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及真与善的分野，在近代逐渐引发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紧张与对
峙。
科学主义较多地注目于事实界，但同时往往以事实的认知拒斥了价值的关怀；人本主义以价值界为主
要的关注之点，但亦常常由此而导向以善消解真。
如何合理地定位真与善、理性与价值，构成了哲学史中的恒久难题。
    哲学的问题往往是古老而常新的。
尽管提问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理路可以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各自的特点，但面对的问题或问题的
内涵却常常又有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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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中，我们可以一再注意到对理性的种种反叛。
从哲学到广义的文化领域，在反本质主义、解构逻各斯中心、告别现代性等旗帜下，非理性之维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理性的贬抑和批判似乎已浸浸然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另一方面，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社会的逐渐形成，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挑战：在技
术理性的凯歌行进中，人似乎渐渐失去了其主体性而趋于对象化乃至工具化，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
存在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
这种具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表明，历史中的问题并没有成为过去。
    哲学不能归结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可以将如何在事实界求其真作为其
主要的考察对象，但哲学作为智慧的学说，却以终极存在（being）与人自身之“在”（existence）的
双重追问为题中之义，因而难以超越价值的关切。
同样，哲学也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与知识悬绝的超验玄思或非理性的神秘体悟。
如前所述，就其本来形态而言，知识与智慧、理性与价值、真与善并非彼此分离，历史过程中出现的
紧张与对峙，不应当被永恒化。
从哲学史上看，在真与善、理性与价值相分的历史现象之外，始终存在着融合二者的思维趋向，后者
同时亦为今天重建理性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真与善的统一，提供了历史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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