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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社会的发展，当代大学生是在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西方哲学文化中的“人

本”、“相对”、“多元”、“解释”、“无本”等思潮在现实世界中广为存在，它对"-3代大学生价值观

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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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西方文化思潮在神州大地潮流涌动，特别

是在高等校园可谓波涛澎湃，相继出现了“萨特

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随着东西方文

化的融合、裂变，西方哲学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

确立和变化影响深远，值得每一位学生工作者关

注和研究。

一、西方主要文化思潮解读

西方文化，灿若星河，本文仅撷取对当代中国

乃至世界都具有较大影响的以“人本、相对、多

元、解释、无本”等哲学观念为核心的文化思潮作

概述性探讨，以管窥西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

观的影响。

1．以“人本”观念为核心的哲学文化思潮

人本观念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从

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到被誉为西方人本主义始祖的苏格拉底提出“认

识你自己”；从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

人是万物的主人，可以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人就

是人的上帝到系统论证了人的主题性，人在世间

的中心地位，指出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围绕着自我

这个中心而旋转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直至德国哲学

家费尔巴哈建立的完整的人本主义哲学体系，其

理论的中心就是作为生活和实践主体的人。“只

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

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

度”⋯。进入现代以来，“人本”观念抛弃了近代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倾向，投向了唯心主义的怀

抱，反对理性主义，而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

等作为领悟世界的途径，对人生充满怀疑，对社会

保持观望，强调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非理性精神、

个人的行动和创造、个人的自由的观念。主要流

派有三：(1)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

义观点。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意志。¨2o他

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把生

存意志看作人和世界的本质，主张用意志理解世

界的万事万物。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打倒偶

像”、“重估一切价值”等著名口号。这些口号是

对个人价值和人本观念的高扬。尼采认为世界就

是权力意志，并从其权力意志论引出了要求自我

超越、创造的“超人哲学”L3 J。(2)以皮尔士、詹姆

士、杜威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实用主义

强调人生贵在行动，行动贵在有效用。实用主义

哲学以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为宗旨，被广泛地融

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被奉

为美国的时代精神和官方哲学。实用主义摒弃了

追求终极实在的传统哲学，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研

究人生事务，是一种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哲学；

(3)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为代表的

存在主义观点。“存在先于本质”【41是存在主义

的根本观点。存在主义强调，由于人的存在先于

本质，人就能选择自己，创造自己，超越自身的存

在而成为某一类型的人，存在主义抬高了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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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给人以尊严，激励人去追求、创造。

2．以“相对”观念为核心的哲学文化思潮

美国哲学家宾克莱曾这样描述当代的西方思

想：在20世纪，“在各种自然科学范同内，有许多

人提出了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其中爱因斯坦居首

要地位”。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

主义时代哺】。”奠定现代“相对”观念的权威、科学

依据的是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其影

响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一切都是相对的”

成了相对论的同义语，成为当代西方的一个决定

性观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

对的“实体”，物只是相对于人的观察系统的性质

的集合【61；相对主义既承认了统一，又承认了多

样性，既避免了绝对主义，又避免了虚无主义¨J。

罗素的逻辑实在相对论认为，一切实在都是相对

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实在”或不变的物资“实

体”，真正的实在是处于一定观察系统中的性质

的集合旧J。相对主义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有用

的特征的假设，它是相对的，变化的。詹姆士指出

没有一种真理绝对是实在的副本，真理都处在不

断变化中。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一切科学

理论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们都是试

探性假说没，都是可错的，可以批判的。科学在本

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科学的发展就是人们不

断提出新理论，又不断发现和纠正其错误，用新的

理论来代替它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归J。

3．以“多元”观念为核心的哲学文化思潮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现代西方哲

学的基本倾向由绝对性观念、一元论转变为相对

性观念、多元论。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

现代西方哲学朝向相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多元论者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绝

对的、唯一的实体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多元

的。多元论者用相对性观念和多元论的观点分析

一切，认为世界是多元的，社会历史是多元的，理

论和真理是多元的，解释也是多元的。

主要代表观点有：罗素认为绝对的整体是不

真实的，世界是多元的，是一个多样性的复杂的世

界。否定内在关系说，坚持外在关系学说，是多元

论的理论基础。它使哲学家们看到～个多样性的

世界，看到了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以及绝对整体的

不真实性，由重视整体、绝对真理，转而重视具体、

部分和相对的东西。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库

恩、拉卡托斯都主张科学理论是多元的，而现代美

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又进一步发展了多元论

思想，提出了多元方法论。费耶阿本德认为在科

学上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规则可以遵循。

“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

一切阶段上都可以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

么都行。”¨驯科学研究采取多元方法论，就应当吸

收、改造其他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而不是

简单地排斥和抛弃他们。

实用主义从真理的相对性进一步推出真理的

多元性。杜威把多元论的观点用于分析社会历

史，坚持多元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多元

事件的综合，没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作为集

合名词的社会，指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社会群体、社

会组织，除此之外，没有“一般的社会”【11。。他认

为社会发展的动因也是多元的，没有一种起决定

作用的动因。应当具体地、全面地探求历史发展

的原因，而应当从一时一地具体发生的事件出发，

探求其发生的具体的、特殊的原因。历史变化的

动因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

4．以“解释”观念为核心的哲学文化思潮

解释学是专门研究理解问题的学问，理解和

解释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

理解的对象是文本。解释是对理解的理解。现代

的解释观是追求创造的解释观。主张解释者带着

自己的成见进入解释对象的领域，通过将自己和

解释对象融合创造出新的视野。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解释，每个人的解释都是一种创造。没有绝对

正确的、永恒不变的理解和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是

相对的，可有多种形态的，而对每一件文本的解释

也永不会完结。理解和解释是人存在的方式，其

最终目的是为揭示人存在的意义，从而将解释提

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是现代

哲学解释学的著名代表。

海德格尔认为，解释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从

理解的前结构出发所进行的再创造。他将人的存

在称为“此在”，此在的本质结构有两个不同的方

面：事实性和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和解释

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它立足于过去，但目光却

是朝着前方，是为了追求创造¨川。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出发，把解释现

象看作人类的世界经验，关注对世界、历史、人生

的基本状况和关系的领悟，他认为解释是一种视

界融合，解释是～种创造，是相对的、无限的。由

于人的历史性无法消除成见也无法消除。由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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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解释要受传统和

文化的影响，因此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解释学

“视界”。“视界”在这里就是指一个人的看法、观

点或见解。理解只能是一个“视界融合”的过程，

即解释者现在的视界与本文所包含的过去视界接

触融合，形成一个扩大、丰富了的世界。这个视界

不是对原有的视界的重新复制，而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二者相互渗透，超越了原有的视界的局限

和问题，形成了新的经验、新的理解¨引。

利科试图将解释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

认结合在一起，认为解释就是使本文的意义为解

释者所同化，它将生成一个扩大的自我。利科认

为，解释学必须从研究语言开始，因为语言是人类

一切经验最基本的条件，语言是存在的揭示。他

提出了解释的同化概念，认为一切解释的目的，都

是要克服本文所属的过去文化和时代与解释者之

间的疏远和距离，使本文的意义为解释者所同化，

使它成为解释者自己的意义，通过对他人的理解，

达到对自己的理解¨“。

5．以“无本”观念为核心的哲学文化思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

速发展，当代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后工业社会，在

思想化领域产生了一场以“后现代主义”命名的

文化运动。核心观念是“无本”，一种是纯否定的

和虚无主义的，也称“自我解构主义”；另一种反

对颠覆一切的虚无主义，主张各种思想文化保持

独立，互相依存、渗透、参与、包容，也称“参与的

后现代主义”。“无本”观念主张反传统、反权威、

强调否定性、非中心性、差异性、破碎性、特殊性、

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等。德

里达、奥塔、罗蒂、哈桑、杰姆逊是代表人物。德里

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存在，使哲

学变成了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只有大胆地否定本

原和中心，人们才能从长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利奥塔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文明的“叙事

危机”、知识“合法化危机”。德里达的思想属于

颠覆一切的“自我解构主义”，利奥塔的思想既有

“自我解构主义”的倾向，又有依存、参与的倾向，

而罗蒂的思想则更倾向于“参与的后现代主义”，

强调依存性和参与性，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是

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破碎性的并存，同时各种

事物之间又相互依存、补充和参与，形成一种包容

个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开放的整合¨51。

无本观念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种哲学

观念，至今仍在思想舞台上唱着重头戏，深深地影

响着学术的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

二、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价值

观的影响

伴随西方社会的观念、文化，政治、法律、艺

术、哲学等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成长起来的当代

大学生以其敏锐的视角和接受力浸淫于西方文化

倡导的价值世界之中，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大学

生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

学生工作者要分析认识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因

势利导，疏堵结合，以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1．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

作用

(1)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当代大学生

的心目中，“自我”、“自我价值”、“自我追求”、

“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这标示

着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格上的独立与

自主，这与西方文化崇尚科学、民主、自由、平等，

主张尊重个体的主体认识，呼唤人的自由、价值和

尊严是密切关联的。代大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强

化，符合当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

更深层次上开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之门，是推动

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无论是西方传

统文化中注重科学理性、多元创新，强调科学的工

具价值、创新的意义，还是后现代思潮中宣扬的反

基础、反本质、反权威、反中心、反理性、反决定性

等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生长在中国传统价

值导向下的当代大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创

新意识的确立大有裨益，这将使得当代大学生的

开拓意识得到进一步激发和强化。

(3)彰显大学生的行动意识。西方文化强调

独立自主，奋斗进取，关注社会中人的生存、关注

人的内心体验，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等理念，使得

当代大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得到进一步凸现，体现

出人的内在尺度的明晰化，更鲜明地体现出人对

自身自由本质的自觉意识，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更

加关注人性的拓展和不断完善，关注人的价值与

尊严，关注人的主体地位与权益，关注人的自由和

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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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

影响

(1)形成了大学生积极与消极缠匝互见的多

元文化。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权威意识形态

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向一个以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

为主导的商品社会转变，因而在西方大众文化大

举进军的过程中，有些大学生思想主轴偏离主体

文化的理性轨迹，表现出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的支离破碎的文化追求和生存方式。他们放弃原

则、无视规范、自由散漫，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伦理

道德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进行调侃式的嘲讽，表

现出政治“无意识”和“反文化”、“反严肃意义”

的倾向，许多青年大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

化，在无意识中借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放弃信念，

没有操守，以反主流文化开始，不断反传统，甚至

出现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等认识模糊、

立场摇摆的问题，青年学生这种政治意识淡化，政

治信念缺乏令人堪忧。

(2)奠定了部分大学生重物质享受、轻精神

追求的思想基石。有些大学生的文化品味渐趋

“世俗化”，政治、国家和民族不再是他们所关注

的焦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艺术和情操品格

在他们身上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和失落，其价值

观中出现实用性、功利性、自我中心等倾向，在物

质生活上崇尚名牌，互相攀比，享乐主义渐成一种

文化意识形态，注重寻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吃苦

耐劳的精神少了，经受不住挫折的人多了。在对

待学业问题上由“社会价值型”转变为“经济价

值型”，既丢失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丧失了民族

进取的精神，内心的深度指向缺失，仅以物质享受

的多寡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凡事从自我出发，不考

虑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热衷于一己私欲的表达和

满足，远离党和人民的期望。

(3)造成了部分大学生精神世界颓废的“三

无”现象。他们从“思想”先锋转化为“时尚”先

锋，读图成为其重要的阅读方式，图形、图像成为

阅读的主体内容，追求形象化的、直观性的体验，

对国家、民族、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等问题

的深度思考严重不足，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呈

现出“平面化”，典型表现就是突出表现为“无兴

趣、无所谓、无意义”的精神疲软现象：“无兴趣”，

即有些大学生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认为什么都没

劲。在行动中表现为整天无精打采，行动萎顿冷

漠；在心态上，对自己要做怎样的一个人、如何去

做稀里糊涂；“无所渭”，就是对一切都采取“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主义态度；“无意义”，即

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社会交往中的一切都是在“演

戏”，“演员”在台上只是为了争名夺利，因而他们

把别人和社会都看得很灰暗，认为周围的一切毫

无意义。这类学生在校学习动力严重不足，社会

责任感严重缺失，自我定位出现严重偏差。

三、高校学生工作者对当代大学生价

值观教育应有的工作取向

针对西方思潮给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带来的消

极影响，高校学生工作者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进

行着手努力，以消解西方文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

观塑造的负面影响。

首先，学生工作者应转变教育理念，解放思

想，克服过去价值观教育中理想化色彩太浓的缺

点，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合理地分析认识西方思

潮，与此同时，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德育教育理论。

如：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把重

点放在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上，坚持在选择

健康的道德内容的同时注重能力的发展，特别是

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提高

道德判断能力；路易斯·拉斯的价值澄清模式理

论，尊重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发展受教育

者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和价值观选择能力，注重现

实生活；集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原理

于一体的新公民教育体系的弗雷德·纽曼的社会

行动德育模式等等。用在工作在实践中努力建立

一种既具有时代特征、以人为本，又具有民族特

色，以人类和平发展为指归的，既是综合多元的，

又是动态发展的更加务实的价值目标体系引导大

学生树立理想与现实完美结合的价值观。

其次，学生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应转变观

念，改进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教育主体——大

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大学生在道德认知、价值澄清

和社会行动中去认识、鉴别、塑造科学正确的价值

观。一是工作实践中既要高屋建瓴有理论高度和

深度，又要为同学所喜闻乐见，让同学在细雨润物

中明白道理，于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二

是在工作中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关心学生的

追求，愿望和需求，乐于和善于为学生真心诚意地

解决具体困难，实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心灵上的

沟通。三是是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体现平等，体现服务，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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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教育从客观普遍教育的层次推进到每一个学

生微观的个体的心理层次。四是充分运用互联网

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工具创新教育方法，通过德育

工作网站，班级主页，电子信箱，留言板，聊天室等

形式对大学生价值观塑造进行正面引导和教育。

最后，学生工作者应充分利用“两课”的主渠

道，党团校等思想教育的主阵地，建立一个宽覆

盖、大范围、多渠道，课内与课外结合，学校与社会

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教师引导与学生

自我教育结合，党政工团学齐抓共管的价值观教

育机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

和占领大学生的头脑。一方面要注重教育的影响

力，加强教育内容研究，从治本的角度，从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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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Thoughts of Western

Culture on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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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the college students are growning up jn the open and containing social environ-

merit．And the thoughts of Humanism，Relative，Multiple，Explanation，Non—existence in western philosophy exist in the real 80．

eiety．They hav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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