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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价值具有普适性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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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抽象与政治实践不能混为一谈，政治价值不具有普适性 

  关于普世价值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认识论角度上，从价值观的抽象意义(消灭了生产资

料的私有制，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社会具有了共同利益的支撑)上来说，普适性的价

值观是存在的。但价值决不是抽象的共性，普世价值也绝对不能以主观的、抽象的形式存在。在客观

的、具体的价值关系中，在复杂的、尖锐的、激烈的阶级对抗中，普世价值只是看起来很美，实际上

是不存在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当下的世界总体上还是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分

化，存在着集团利益的分化，普适性的客观的价值关系是不存在的。主体的各不相同决定了其利益需

求和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正因为如此，普世价值作为客观的价值关系和利益关系，注定只能是美好

的愿望和虚幻的空中楼阁。因此，不能把哲学抽象与政治实践混为一谈，从而笼统地推崇普世价值，

或者彻底地否定普世价值。 

  政治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分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借助或运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

特定利益的一种社会实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及其群体(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等)既作为主

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为中介相互作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统治、管

理、竞争与合作等关系，即政治交往关系。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形成不同的政

治目标，通过接近或运作国家权力，以期实现自身的各种利益。政治实践中价值关系通过人们之间的

利益关系体现出来。人们的利益需求是政治生活价值性的基本根据。政治实践根源于人们的各种需

要。社会政治实践中的需要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通常被称为利益。政治主体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

说是客观的，是某个集团、某个阶级和某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的、长远的和必然的需要，其具体

内容由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决定。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特殊性决定

了价值关系，尤其是政治价值关系的特殊性。 

  政治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将政治实践抽象化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即建构意识形态的一个趋势，就是占

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用抽

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抽象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抽

象化，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物化的结果是资本

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

被遮蔽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抽象的个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把个人权利抽象

为“人权”，把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抽象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普遍性。随之，资本主义的政治

 



价值也被抽象为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

个极端徘徊，因而产生了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和共性的断裂。因此，普世价值只能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以抽象化的形式存在。 

  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真正实现了哲学抽象和政治实践的统一，从而明确了政

治价值的党性。在政治领域，马克思要实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根本性变

革。在哲学领域，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

历史具体性，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抽象的普遍性，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提供了现实的

实践形式，为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实践的历史主体，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普世

价值提供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从根本上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在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看来，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与资产阶级蓄意制造的自由正义的普遍性幻觉相比，阶级斗争要比它

更具有普遍性，而且这是历史真实的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的存在，政治价值的党性才愈加

鲜明起来。因此，必须用阶级分析取代“普遍正义”的幻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取代形形色色的非无产

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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