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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与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精神

白锡能

摘 要 对 宇宙 和人生的终极性 关怀
,

规定 了西方传统哲学探寻终极存在
、

终极

解释和终极价值的主题
,

产生 了本体论
、

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基本追求
,

形成 了贯 穿西

方哲学史的形而 土学
、

理性主义 和追求真善美统 一与 自由的基本精神
。

关键词 西方哲学史 终极关怀 形 而上学 理性主义 自由精神

一 终极关怀的探求
:

西方哲学史的主题

哲学通常被看作研究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学问
,

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
。

但是
,

哲学又产生于人类特殊的需要
,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 同人类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实践 目的相联系

的
。

人类的生存状态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

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
,

其全部活动的

指向和 目的
,

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 自身的需要
,

创造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条件即真善美统一的

世界
。

人类这一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实践 目的
,

从根本上决定着哲学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追求
。

哲

学思维就其历史整体性和主导方面而言
,

总是从人类实践的需要出发
,

力图在最深刻的意义上

把握和解释整个世界
,

从总体上和深层结构上探明人与世界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
,

奠定人类自

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

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以便给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活动确立根本的价值目标和最终根据
。

因此
,

把握
、

解释世界和定位人生
,

探寻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构成了哲学研究

的主题
,

而探寻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成了理论探求的最高 目标
。

哲学的历史发展
,

也就是在人类实践本性内在要求的推动下和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

人类对世界及其与人类

自身关系的认识
,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的理论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也正是 由实践发展基础上人类

哲学研究的这一深刻主题和最高 目标的历史展开所规定的
。

哲学无论是在把握和解释世界
,

或是在定位人生方面
,

都把自己的思维指向世界和人生的

最深刻
、

最内在的层面
。

哲学只有在逻辑上把握到世界最深刻的根源和基础以及人与世界的最

内在的关系
,

才能奠定人类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

确定人在世界中的真正地位和价值
,

从

而才能给人类独特的生存活动确立根本的价值目标和准则
。

因此
,

哲学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
,

从逻辑上说
,

是一种指向无限性或终极性的探求
,

即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和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

世界
、

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
.

它表现了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终

极性关怀
。

正是这种终极性的关怀形成了哲学研究及其历史发展的主题
。



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终极关怀
,

体现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
,

包含着三重基

本内容
:

对终极存在的关怀
、

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
。

对终极存在的关怀是要

探寻世界的终极根源或最深刻的基础
,

寻求世界的统一性
,

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高的意义上

把握世界
,

它是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基础和根据
。

对终极解释的关怀是要通过对终极存在的

逻辑推演和论证而对一切事物和现象作出最终的说明
,

也就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或根源上解释

整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
。

它表现为追求一切存在和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
,

并归结为探寻知识的

统一性
。

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也就是力图通过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探求
,

确立人类在世界中

的安身立命之本
,

为人类 自身的存在找到 , 个最稳固的支撑点
,

奠定人类生命意义的根基
,

从

而在最深刻的层次上确定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
,

为人类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活动中的一

切相对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提供根本性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

对终极价值的关怀表现为探寻

意义的统一性
,

它是终极关怀的根本指向和目的
,

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
,

都根植于对

人类 自身终极价值的关怀
。

对终极存在
、

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关怀
,

规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主题
,

形成了西方

哲学 史的主导精神
。

从古希腊哲学直到德国古典哲学
,

探寻终极存在
,

寻求世界万物的根源和

基础
,

把握世界的统一性
,

进而探求对世界的合理性和终极性的解释
,

并通过对终极 存在和终

极解释的关怀
,

寻求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

始终是 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取向和思考模式
。

西方哲学史上把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
、

自然哲学 (或物理学 )和精神哲学 (或伦理学 )的三分法
,

正是这种对终极关怀的渴求和思考的集中体现
。

其中
,

逻辑学既是关于终极存在的规定
,

又是

对终极存在的推演和论证
,

从而是对终极解释的阐发
,

而且也是从本体论上对终极价值的定

位 ;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终极解释在经验世界中的展开和证明

,

其中精神哲学又是对终极

价值及其作为世界之最后 目的的确认和证明
,

因而被看作最高的学问
。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
,

不难见出
,

渴求对世界的终极性 的把握和解释
,

是其具有首要意义的主导取向
,

也是其理论探

讨的核心内容
,

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则是西方哲学史的根本主题和最高 目标
,

它形成了西方哲

学史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富有意义的篇章
。

西方哲学史上的其他研究课题
,

其实都是从这一根本

主题中生发和引申出来的
,

都不过是这一主题的展开和具体化
。

二 追寻终极存在
:

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精神

追寻终极存在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首要特征
。

西方传统哲学对终极解释和终极价

值的关怀
,

是从追 问世界的本原
、

本质或本体
,

即追寻一个时间上或逻辑上的终极存在来展开

和论证的
。

西方传统哲学对世界的本原
、

本质或本体的追问
,

是要达到对整个世界的总体性和

根本性的把握
,

企图从终极根源上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与复归
,

把握世界的统一性
。

这种

本原性的东西是用以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
,

解释具体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
,

因而不能是某种确

定的具体存在物
,

而必须是作为一切具体存在物的共性的普遍者
。

这样一种普遍者
,

亚里士多

德把它规定为
“

作为存在的存在
” ,

即
“
在

”

或
“

存在
”

本身
。 “

在
”
不同于

“

在者
”

即特定的
、

具体的

存在物
,

它是最一般的或总体性的存在
,

是多样性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一切特定存在的根源和基

础或一切现象的本体
,

是说明一切具体存在物的生成变化和复归的根据
。

这种
“

在
”

对于一切存

在物乃至整个世界而言
,

具有终极存在或
“

绝对
”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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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
,

这种研究
“

作为存在的存在
”
即终极存在或本体的学 问

,

被称为本体论或

存在论
,

它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核心内容
。

而由于构成本体论对象的终极存在是普遍的东西或

绝对
,

是被当作经验事物和现象的根源
、

最终根据而把握的
,

因而它在本质上是超经验的存在
,

是现象背后的本体
。

它具有内在性
、

超验性
、

统一性
、

无限性
、

终极性和绝对性
,

是某种
“
形而

上
”

的东西
。

追求终极存在
,

也就是追求这种超经验的
、 “
形而上

”

的
“

存在
”

或本体
。

因此
,

存在

论或本体论的探求
,

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研究
,

它所形成的形而上学精神
,

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

主导精神
。

西方哲学从它产生时起
,

就不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
,

而试图探寻某种本原性的东西或
“

始基
” ,

从原始的来源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复归
,

把握 自然现象的多样性的统一
。

尽管最初

的希腊哲学把某种感性存在物当作万物所由产生和复归的
“

始基
”

或
“
基质

” ,

它对世界本原问

题的探讨还不是一种本体论的研究
,

但它却预示并初步规定 了西方哲学追求终极存在的研究

取向
,

形成了向本体论的过渡
。

尔后对终极存在的探求
,

逐渐超出感性事物的层面而进入思想
、

普遍物的领域
,

通过区分感性的东西和思想所把握住的东西来划分
“
在者

”

与
“

在
” ,

从作为思想

对象的
“
形而上

”

的抽象
“

存在
”

即最一般的或总体的存在
、

本质或共相来把握终极存在的本体
。

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区分了
“

存在
”

与
“
非存在

” ,

认思想所把握的抽象的
、

总体性的
“

存在
”

为唯一

真实的存在
,

感官所感知的多样性的和动变的
“

非存在
”

为不存在
,

第一次对
“
在

”

与
“

在者
”

作出

了区分
,

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
“

在
”
以

“
形而上

”

的意义
,

开启了追求超经验的终极存在的本体论

研究
。

柏拉图的理念论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思想
,

把共相与个别事物看作本质和现象
、

真实

与显现的关系
,

由此确立
“

在
”

与
“

在者
”
的区别及其逻辑关 系

,

把作为具体事物的本质
、

共相的

理性存在物即
“

理念
”

认作世界的绝对基础和终极存在
。

这样
,

柏拉图也就把追求终极存在的本

体论探讨转变为用本质说明现象
,

从本质与现象的逻辑关系来说明
“
在

”
对于

“
在者

”

的本体意

义
。

柏拉图的这一思路
,

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改造和发挥
,

确立起 了从本质对于现象和世界在逻

辑上的在先来说明世界的终极存在
,

论证
“
在

”

对于
“
在者

”
的独立不依性和

“
在者

”
对于

“

在
”
的

逻辑依存性的思维模式
。

这一思维模式成了西方本体论哲学 尤其是近代德国形而上学中占主

导地位的思维模式
。

逻辑在先的思维模式主张本质先于存在
,

其实是一种必然性的决定论
,

是把必然性认作事

物的本体和事物生成发展的决定因素 (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
“

逻各斯
”
)

。

因此
,

对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学探究也就同时引向对事物和世界进程的 内在必然性的把握
,

从事物和

世界的本质及其内在必然进程来说明
“

在者
”
和

“
在者

”

世界的形成与发展
。

而西方传统哲学对

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的本体论追求既是一种理性的探求
,

又是一个通过理性对事物的本质和
必然性的把握而把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转化为理性

,

确立理性为终极存在的过程
。

西方传统哲

学对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学探求
,

因此经历了一个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演变和发展过

程
.

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了形而上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
。

古代发端于巴门尼德
、

经

由柏拉图的创立
,

到亚里士多德所完成的哲学本体论
,

本质上是一种宇宙本体论
,

它企图从宇

宙的本质和必然性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出发探寻宇宙的终极存在
。

尽管这种终极存在被看作

理性的存在物
,

但它毕竟是一种 自在的或客观的宇宙本体
。

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是这种宇宙本

体论的变形
。

由宇宙本体论向理性本体论的过渡
,

是从笛卡尔开始的
,

并且是通过对必然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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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知识论探求这一中介而实现的
。

笛卡尔的
“

我思故我在
”
论题使 自我

、

思维上升为实体
,

并确立起理性为一切真实性和知识的基础
。

而近代以来
,

知识作为对必然性的掌握
,

被看作征

服 自然的力量和通向自由的桥梁
; 知识及其理性主体在改造自然界

、

创造符合理性的本性和 目

的的现实世界中的作用
,

在理性的识见中日益显露出来
。

到了康德
,

理性
、

自我最终确立起在宇

宙中的支配地位和统治权力
,

宇宙本体论由理性本体论所代替的大局终告确定
。

康德通过理性

批判建立 了主体性形而上学
,

把能动的理论理性引入现实的自然界
,

揭示其在建构对象世界中

的主体意义和根源性
,

并把自由的实践理性确立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主体
,

开创了从理性即人

的能动的创造活动和自主活动说明存在和世界的全新的人本主义理性本体论的研究视角
。

康

德所建立 的理性本体论及其所表现出的人本主义精神
,

经过费希特
、

谢林的改造和发扬
,

最后

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系统的发挥和论证
。

黑格尔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康德理性本体论的人本

主义思想
,

把人的理性
、

精神确立为世界的终极存在 ;另一方面克服了康德理性本体论的单纯

主观性的片面性
,

斌予理性以客观性
,

提升为绝对精神
,

从而把人类理性创造世界的活动提到

宇宙本体和客观必然性的层次来把握
,

认作世界内在本质的自我实现
。

三 追寻终极解释
:

知识论与理性主义精神

终极存在是终极解释的根据
。

然而
,

要对世界作出终极解释
,

还要对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

观念加以展开
,

对其进行逻辑论证
,

以表明其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
、

基础或最终根据的意义
。

对

本体观念的展开和逻辑论证
,

既是对世界的终极性解释
,

又是本体的自我证明和解释
。

当本体

对世界作 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

表明了世界是 以本体为根据建立起来的
,

或是 由本体推演出来

的
,

本体也就证明了自己是世界的终极存在或逻辑前提
。

而由于本体观念指向的是世界的终极

存在
,

由本体观念的展开和论证而对世界所作的解释
,

也就具有终极解释的意义
。

对本体观念的展开和逻辑论证
,

也就是使本体观念具体化
,

形成一个关于本体的性质
、

规

定及其各个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概念系统
。

这样一个概念系统是一切存在的共性
,

世界最一

般的
、

本质的规定及其内在联系在逻辑上的展开和综合
。

一切事物的共性
,

世界最一般的
、

本质

的规定
,

由于被认作是决定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和必然性的基础
,

因此本体观念的展开

和具体化
,

在理论形态上便表现为追求和把握一切存在的基本原理
。

这种
“

基本原理
”
因为是对

一切存在的本质
、

共性的把握
,

是关于存在的总体性或总体性的存在的抽象
,

因而它可以使经

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关于现象世界的各种具体知识得到统一的解释
。

这样一来
,

追求一切

存在的基本原理的终极解释也就表现为追求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的统一性
;
对世界的

终极解释就是把人类一切经验和知识中的具体事物引导到知识的基本原理上面
,

在知识的统

一性里来认识和说明它们
。

这样
,

以追求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传统哲学
,

也就把本体论的追求从其

理性源泉上还原为知识论
,

通过追求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来把握一切存在的基本原理
,

由追求

知识的统一性来说明世界的统一性
,

从而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
。

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是对

本体观念的展开和论证
,

因而是一种本体论
,

它要把握的是世界的统一性或一切存在的基本原

理 ;而它又是以知识论的形态为中介而指向终极存在的
,

在其直接的理论形态上表现为追求知

识的统一性或一切知识的基本原理
,

因而又是一种知识论
。

这样一种以知识论为中介和表现形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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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统一
,

在巴门尼德由区分
“

真理之路
”
和

“

意 见之路
”
而提出真实的

“

存

在
”

与虚妄的
“
非存在

”
的区别

,

苏格拉底把存在论 问题转变为对一般概念的知识论探讨
,

柏拉

图通过纯思维规定的辩证法来推演
、

构造其理念世界
,

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是寻求
“
最高原

因的基本原理
”

的见解
,

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尤其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从认识论入手推导或建构本体论中
,

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这种把本体观念知识化而对知识论的探求
,

形成了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另一种基本精神即

理性主义精神
。

它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

与信仰主义相对立
,

追求对世界的理性把握
,

企图

给世界一个合理性的解释
;
诉诸人的理性

,

以理性作为评判一切事物的尺度
,

把思维的确认确

立为真实性的原则
;
从知识统一性的角度来把握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

由认识论到本体论构成哲

学思考及其体系建构的基本途径
;
相信人的理性能把握确定的和最高的真理

,

把握世界的统一

性
,

也唯有理性才能达到最高的真理和世界的统一性
;
把人的意志活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

并把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统一起来
,

力图阐明人的理性对于世界的能动的创造作用和统治权

力
。

以知识论为中介追求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所贯穿和体现 出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精神
,

与其

本体论探讨中所表现出的形而上学精神一样
,

也是随着人类实践所引起的人类与对象世界的

关系及其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演进和深化的
。

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对这一关

系的认识的变化和深化
,

必然引起哲学本体观念的变化和世界解释模式的改变
。

在古代
,

哲学

家们把世界看作 自在存在的总汇
,

人只是其中的一种存在物
,

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是从关于 自然

必然性的知识中探寻宇宙万物的始基或最高原因
,

来形成关于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和复归或

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
。

在近代早期
,

世界被当作认识的客体
,

人被提升为认识的主体
,

主客体的

认识关系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

于是
,

人们便从这一认识关系的层面出发来解释世界
。

而

在近代后期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
,

世界是实践的对象和产物
,

是 自我意识即人的对象化

和扬弃对象化的过程
,

因而是精神的表现形态
,

是人的本质的展现
,

或人的定在
.

人的精神构成

了世界的内在本质
。

对世界的终极解释
,

也就是把人的精神之构成世界的内在本质的规定性及

其内在联系给逻辑地推演出来
。

人与世界的关系
,

由存在关系经过认识关系又 回到了存在关

系
。

但前一个存在关系是从世界的存在来解释人的存在
,

而后一个存在关系则是从人的存在来

解释世界的存在
,

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内在地统一起来 了
。

西方哲学解释世界模式的这一演

变
,

表现了其理性主义精神由自然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发展和演进
。

四 追寻终极价值
:

价值论与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精神

西方传统哲学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
,

导向了对终极价值的关怀
。

所谓终极价值
,

也就是人类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

是人类自身的一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最终根据
。

这样一

种安身立命之本
,

也就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和可靠根基
。

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

它

是人类用以判断
、

说明
、

评价和规范 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终根据和最高标准
,

是人类一

切相对价值和有限意义得以成立的基础和依据
。

西方传统哲学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

形成了价值论哲学
。

它既具体地表现为伦理学或精神哲

学的探讨
,

又同本体论
、

知识论的探求结合在一起
,

成为本体论展开过程的逻辑终点或结论
,

并



构成本体论和知识论的最高原理
,

体现 了本体论
、

知识论和价值论的深刻统一
。

古希腊哲学对

终极价值的探求便是建立在世界观
、

本体论的基础上
,

把它 同整个宇宙的规律联系起来
,

并放

到人类认识的普遍性的形式中去探讨
,

从对整个宇宙的本质和秩序的理性思考中推出终极价

值
,

确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高目标和意义根基
。

如果说
,

毕达哥拉斯从
“

数的和谐关系
”
和宇宙

的
“

和谐
”

与
“
秩序

”

推导出
“

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殉的命题
,

初步表现了古希腊哲学的道德探求

方式的这一特征
,

那么赫拉克利特关于
“

逻各斯
”

的思想则奠定了西方哲学从整个宇宙的普遍

规律和理性原则来确立终极价值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论追求的思考模式的基础
。

而苏格拉底则

第一个确立了善的概念在宇宙中的本体地位和作为终极价值的意义
,

使善不仅具有终极价值

和最高 目的的价值论意义
,

而且具有宇宙万物的主宰和宇宙秩序原因的本体论意义
,

同时又具

有一般概念的知识论意义
.

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
,

从

而最终确立了西方传统哲学中追求本体论
、

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的以 目的论为基本特征的

研究取向和思维模式
。

在古希腊哲学对善的终极关怀中
,

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关于宇宙的完善性

的思想
,

而且也表现出了对真善美统一和自由的最初追求
。

这些也都预示着后来西方哲学探寻

终极价值的思路和 目标
。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
,

那被认作终极价值和宇宙最高 目的的
“

善
”
是一个纯思

想的东西
,

它被赋予神的名称
。

这一观念在中世纪被导向神学价值观
,

上帝被确认为终极价值
,

对终极价值的渴求成了追求人性与神性在彼岸世界中的统一
。

而从文艺复兴以来
,

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
、

科学和 自由意识的兴起
,

以及自然和人的发现
,

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又重新回到了

现实世界的根基上来
,

并转而从人与世界
、

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 系
,

进而从追求世

界的完善性和人的 自由与真善美的统一及其理性源泉中去探寻人类的终极价值和世界的最后

目的
,

确立人类价值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根基
。

这样
,

在古希腊哲学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中孕育和

生成着的对真善美的统一和 自由的追求的精神
,

在近代得到了昭彰
,

并同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

释追求中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
,

形成价值论探求的主导精神
,

并成为

贯穿始终的最深邃
、

最崇高的哲学精神
。

近代哲学所达到的结果
,

便是确认理性就是人 自身的

终极价值
,

追求主体
、

精神的自由本质的实现
,

建立真善美统一的世界
,

使人的精神与绝对精神

合二而一
,

被看作人类生命活动和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
,

同时也是宇宙演化的必然归宿和最后

目的
。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和 自由的实现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终极价值追求的基本 内涵
。

哲学

要指导人生
,

它也就是要引导人类去追求自身自由的实现和建立真善美统一的世界
,

并在这种

追求中
、

在对自由和真善美的把握中体认人类 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

由康德开创的
,

经过费希特

和谢林的改造和发展
,

最后 由黑格尔所完成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

归根到底便是对这一理

论 的阐述和证明
。

而费尔巴哈的
“
对人来说

,

人就是上帝吻这一人本主义的根本命题
,

不过是

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把人确立为人自己的终极价值
。

奠定人类理性为终极价值的基础
,

意味着确立起人类理性对于世界的本体地位
,

人类在世

界中的地位和价值被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把握
。

对终极价值的这一认识反过来制约着对人

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对世界的终极解释
。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
,

人与世界的关系被放到人类实践

的基础上来把握
,

提升为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
。

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和存在的本

体
,

不仅要认识对象世界及其与人类自身的关系
,

而且要按照 自己的本性和认识来改造世界
,

建筑现实
,

创造一个适合自己本性的真善美统一的世界
,

(下转第 80 页 )

·

6
·



实质上仍属批评
,

只是一家之言
,

而且它们对作品实际价值的拔高
,

很可能不低于他人评论
,

就

像商家推销 自己产品的宣传很可能不如消费者的看法切合实际
。

创造性批评家会时时牢记
:

作

品永远大于作家意图及其自我评论
。

唯有文本最可信赖
。

它限制着我们
,

同时又给我们无限的

再创造空间
。

创造性批评独特的价值
,

在于用非创作的方式直接参与文学的再创造
,

在于为作品增值或

减值
,

为作品注入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
,

在于永不停息地丰富更新已有的文学宝库
。

创造性批

评前途无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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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页 )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他的自由本质
。

而 由于人 (理性
、

精神 )被提升为存在的本

体
,

现实世界 因而也就被看作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

而真善美统一的实现则是这一对象化的扬

弃
,

因而是人的 自由本质的显现
。

这样一来
,

西方传统哲学对终极价值的探求便表现为一个从宇宙的必然性引申出作为宇

宙最高目的的善的观念到从改造世界的实践的本体性活动及精神的 自由本质来确立人类 自身

的终极价值的过程
。

而追求终极价值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

以及终极存在和终

极解释在人类理性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达到的与终极价值的内在统一
,

表 明了对 自由的追求和

论证
,

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根本 目标和深刻底蕴
,

它构成 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最内在
、

最核心的

内容
,

表明了哲学史是人类探索 自由的认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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