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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

司马云杰

在西方文化中
,

价值合理性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割裂 的
,

因 为前者纯属价值判断

问题
,

而 后者则是经 验实证问题
。

本文作者从中国大道文化哲学的本体论
、

价值论与

知识论之相统一 出发
,

论述 了价值合理性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性
,

以及信念道德

与责任道德的一致性
。

作者认为
,

中国不论是搞 市场经 济
,

还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
,

都

不能片面地追求 目的工具合理性
,

而 必须把价值合理性放在重要地位
,

努力实现价值

与价值判断
、

价值合理性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
,

以及信 念道德与贵 任道德的统一 与一

致
。

作者
:

司马云 杰
,

男
,

1 9 3 9 年 n 月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 究员
。

价值合理性与扫的工具合理性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 ( M ax W e b e r )研究人

的行为时提出的
。

他所说的价值合理性
,

是指由宗教
、

伦理
、

道德
、

审美一类价值意识决定的行

为 ;而他所说的 目的工具合理性是指有预期的 目的和实现这种 目的的工具
、

一

手段的一类行为
。

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
,

价值合理性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是完全对立的
、

割裂的
。

因为前者是不

可经验实证的
,

纯属价值判断问题
,

而后者是可以达到预期 目的
,

是可经验实证的
,

属于科学理

性
。

韦伯作为倡导
“

价值中立
”

的社会学家
,

虽然也研究宗教伦理道德一类的价值合理性
,

但就

其整个社会学思想来说
,

他并不喜欢宗教伦理一类价值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信念道德
,

而是要

人们以责任道德实现 目的工具合理性
。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 自然主义
、

经验

实在论或知识论哲学为基础的
。

而这种哲学乃是逐物之学
,

是不要价值判断的
。

正如亚当
·

斯

密从经济学领域清除了
“

道德
”
及一切价值判断一样

,

自然主义
、

经验实在论或 知识论的哲学

家
,

也在自己的领域清除掉了形而上学及一切本体论
、

价值论的学说
。

前者所剩下的只是赤裸

裸的经济事实
,

后者所剩下的只是物质世界赤裸裸的真理性
。

韦伯的社会学以这种哲学作为理

论基础
,

把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对立
、

割裂开来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我在这里并不想详细讨论
、

研究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倾向性
,

只想借助他的价值合理性

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理论概念
,

研究分析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坚持与西方不同的价值合理性 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
.

因为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
;特别是贯彻中国文化几千年的

大道哲学
,

根本不存在本体论
、

价值论与知识论相割裂的问题
。

什么是大道 ?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道 ? 过去人们讲得神乎其神
、

玄而又玄
。

其实
,

它不过是

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纯粹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
。

《诗经 》讲
“

上天之载
,

无声无臭
”
((( 大

雅
·

文王 》 ) ; “

维天之命
,

于穆不 己
”

(《周颂
·

维天之命 》 ) ; 《尚书 》讲
“
天叙有典

” 、 “

天序有礼
”

( 《皋陶漠 》 ) ;
儒家孔子讲

“

唯天为大
,

唯尧则之
”

((( 论语
·

泰伯 ))) ;
子思讲

“
君子之道

,

造端乎夫



妇
,

及其至也
,

察乎天地
”

((( 中庸 》第 12 章 ) ;
道家老子讲

“ 人法地
,

地 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自然
”

((( 老子 》第 15 章 ) ;庄子讲
“
天有大美而不言

,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

圣人者
,

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观于天
”
((( 知北游 》 ) ; 墨家讲

“

法于天
”
((( 法仪 》 )

, “
总天下之义

,

以尚同于夭
”
((( 尚同下 ))) ; 以及《易传 》讲

“

仰观象于天
,

俯察理于地
,

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
”
((( 系

辞下传 ))) 等等
,

凡此都是讲道为天地万物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
。 “
天

” ,

在

无限的时空意义上
,

也就是宇宙
。

携宇宙
、

傍 日月
、

尽万物而观之
,

损之又损
,

抽象了又抽象
,

使

之成为一种纯粹法则的存在
,

也就是形上之道
,

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
。

因此
,

不管把大道

抽象为有
,

抽象为无
,

抽象为无极
,

抽象为太极
,

抽象为周行不殆
、

独立不改的存在
,

抽象为
“

寂

然不动
”

的本体
,

它都是宇宙的法则
,

都是这种法则的纯粹抽象思维形式
;
也不管把这种法则的

变化说得怎样扑朔迷离
、

变化莫测
、

至神至妙
,

它都不是虚妄的存在
,

而是像朱子所说的
,

始终

都是真实无妄的实理
,

是
“
天理之本然

”
((( 中庸章句 》第 20 章注 ), 或

“
彻底都是实理

”
((( 正蒙

.

诚明篇 》朱熹注 )
。

实理
,

就是实有是理
,

就是真实无妄之理
。

它作为道
,

作为本体的存在
,

作为

宇宙法则的纯粹抽象思维形式
,

虽然不是 自然主义
、

经验实在论哲学家所讲的物的实在
,

但它

也决不是虚假的假设
,

不是彼岸世界的存在
,

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灵
,

不是人格化的上帝
,

不是神

秘的精神实体
.

不是纯粹主观的终极臆说
,

而是
“

物物而不物于物者
”
((( 庄子

·

山木篇 》 )
,

是
“

与

物无终无始
,

无几无时
,

日与物化者
”
((( 庄子

·

则阳篇 》 )
。

它虽然看不见
、

摸不着
,

虽然也需要理

解 与领悟
,

但它决不是虚妄的价值
,

不是纯粹的价值设定
。

它虽然不能以物的实在或经验实在

去迫求
,

但它又不是脱离宇宙万物而存在的
,

而是道体流行随处可以发现的
,

是可以征之于宇

宙万物的
。

也正因为这样
,

形而上学的大道才表现为本体论
、

价值论
、

知识论的统一
。

讲道为夭

地母
,

讲道生一
、

生二
、

生三
、

生万物 ((( 老子 》第 2 5
、

4 2 章 )
,

属本体论
;
讲道

“
继之者养

,

成之者

性
”

((( 周易
·

系辞上传 》 )
,

属于价值论
;
讲

“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

(同上 )
,

则是属于知识沦
,

而且是最高的知识论
,

因为道是真知至知的存在
。

这和西方讲上帝的存在只是属于价值判断间

题
,

与知识无涉
,

把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相割裂
,

则是完全不同的 `正因为中国池大道哲学本

体论
、

价值论
、

知识论是统一在一起的
,

所以才不存在像韦伯评价西方宗教信仰所说的只有价

值合理性
,

不具有 目的工具合理性
,

也并不是像他所说的只是一个价值判断
、

价值设定问题
,

而

不具有真实可靠的价值属性
。

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不仅是一个价值肯定
、

价值判断的存在
,

而

且是一个真实无妄的价值所在
;不仅具有价值思维的合理性

,

而且具有价值实现的目的工具合

理性
;
落实为社会生活

,

它不仅是一个信念道德问题
,

还是一个资任道德问题
。

因此
,

中国形而

上学的大道是价值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

是价值合理性与 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
,

是信念道德与

道德责任的统一
,

而不是将二者割裂
,

或像西方哲学那样将它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价值世

界
,

从而使它们之间不具有真实的价值关系
。

正因为大道本体存在 与人的行 为是一种真实无妄的价值关系
,

所以中国哲学才要求人在

考虑 目的工具性行为时
,

必须与大道本体的价值联系起来
,

并且把它看成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

以此去衡量具体的 目的工具性行为是否合理
。

《大学 》第一章开宗明义
,

就是讲明明德
、

止于至

善
。

只有明明德于天
,

只有正心诚意
、

格物致知
、

明明德
、

止于至善
,

才能修身
,

才能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这不只是对哲学家的要求
,

而是对 自天子至庶人的普遍要求
,

是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

德要求
。

因为在中国哲学看来
,

未有本乱而能治夭 F者
,

未有本乱而能达到目的工具合理性行

为的
。

试想
,

德之不修
,

夫不夫
、

妇不妇
、

父不父
、

子不子
,

能够和夫妇
、

正人伦吗 ? 能够使家庭关

系和谐美好吗 ? 能够使家庭和睦共处
、

得到治理吗 ? 一个家庭尚治理不好
,

乱七八糟
,

能够治理

2



好国家吗 ?能够明明德于天
一

下
,

使天下人皆能明明德吗 ? 自己不诚实又如何能使天下人诚实呢 ?

自己二三其德又如何能使天下的道德清明统一呢? 自己不正又如何能正天下呢 ? 自己不能自
新

,

又如何能新天下之民呢? 一个不爱他的家庭的人
,

能够爱他的国家吗 ? 一个不爱他国家的

人
,

能够兼爱天下人民吗 ? 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

一个不能明明德的人
,

一个不能自明的人
,

他是

不可能明白天下事理的
,

也是不能大行于天下而不悖的
。

在这里
,

责任道德与信念道德是完全

一致的
。

它决没有为了信念道德故弄玄虚
,

让人们接受不喜欢的价值
; 也决没有为责任道德不

择手段
,

以 实现某种工具性 目的
。

相反
,

它 要求人们考虑任何 目的工具性行为时都要以最高的

价值为准则
,

都要以价值本体考虑不同等级
、

层次的价值
。

因此在这里
,

信念道德就是责任道

德
,

价值思维的合理性就是 目的工具行为的合理性
; 最高的价值本体就是不同等级

、

层次的价

值
,

或者说就包含着这种价值及其合理性
,

而决不能将这种价值置于本体价值之外
,

从盲目的
、

自私的
、

与本体价值相悖的方面说明它的合理性或合乎理性
。

这并不是否定个别的
、

特殊的价

值
,

而是说这种价值只有符合本体的价值
,

才是 合乎理性的
,

才不会发生悖谬
,

因为它是符合普

遍价值法则的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的伦理道德合理性是这样
,

企业经营
、

发财致富的伦理道德合理

性亦即如此
。

企业经营
、

发财致富按照韦伯的说法
,

纯属 目的
_

L具合理性的行为范围
。

那么
,

这

种行为要不要符合最高的价值合理性呢 ? 或 扮说它是不是也要和价值本体联系在一起或遵守

最高的天道法则呢 ? 中国大道哲学的回答无疑是 肯定的
。

因为这类行为同样不能妄行
,

用《周

易 》的话讲
,

只有无妄
,

才能
“

元亨
、

利贞
”
((( 无

一

妄种
〕

程 子伊川解此说
: “

无妄有大亨之理
,

君 子行

无 妄之道
,

可以致大亨 矣
” , “
利 贞

,

法无 安之道
,

利在 贞正
,

失 贞正 则 妄矣
”

((( 周 易程氏传 》卷

2 )
。

大亨之理
,

无妄之道
,

就是 天道法则
,

就刚中而应
、

大亨以正的天道本体而言
,

就是无妄的价

值本体
。

为什么要遵守天道法则 ? 为什么要 贞正价值本体 ? 因为它是化育 万物
、

生生不穷的本

源
。

如果不遵守天道法则
,

不 贞正价值本体
,

竭泽而渔
,

就像现代工业化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向自

然界生杀掠夺一样
,

那就堵塞了生化之道
,

断绝 了生生之源
。

只有遵守天道法则
,

使阴阳和顺
,

天地交泰
,

才能生生不息
,

有物之美
、

财之用
。

故 《易传 》说
: “

夭地交泰
,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
,

辅相

天地之宜
,

以左右民
”
((( 象上传 》 )

。

天地交泰既是成财之道
,

也是理财的制度方法
。

只有阴阳和

顺
、

天地交泰
,

才能万物遂生
,

财源不竭
; 只有体验领悟天地之宜而为制度方法

,

用天时
、

因地

利
,

才有辅财源不竭之妙用
。

这种体验
、

领悟就是明明德
,

就是有生财之道
。

而在韦伯的 目的工

具合理性看来
,

只要达到预期的目的
,

就是合理的
,

哪怕 不择手段
。

中国的大道哲学则不是这

样
。

它最反对为富不仁
,

最反对以不仁的手段达到致富的 目的
,

因为这是不合乎理性的
。

仁不

仅是爱人
、

体贴人
,

也包括仁爱万物
、

体贴一切生命
。

如果不明明德
.

如果失其本而致其末
,

如果

为了富起来使人们相互 争夺
.

甚至竭泽而渔
、

生杀掠取
.

那也就会造成财聚而民散
,

造成整个社

会的价值悖谬
。

如果这样治理国家
、

经营企业
,

这样聚敛财富
,

无异于造盗
、

蓄盗
,

实乃自乱其

身
、

自乱其国矣
。

如果听信只要达到 目的就 具有合理性的理论
,

实乃乱国之道也
。

因为它会使

整个国家陷入疯狂和非理性
。

以利为利
,

失去价值合理性
.

反而不利
; 以义为利

,

得价值本体之

大用
,

反而得利
。

这就是本与末
、

德与财
、

义 与利的辩证法
。

以此辩证方法治理国家
、

经营企业
、 、

发财致富
,

才具有普遍的价值合理性
,

目的工具性行为才是合乎理性的
。

一 切把致富 与道德对

立起来的说法
、

看法及其理论与实践
,

都是和中国大道哲学的伦理道德精神相违背的
。

国家如此
,

个人也是如此
。

一个少、 要想发财致富
,

要想成为企业家
,

要想雷行夭下
,

就必须

明明德
,

就必须具大亨之理
,

行无妄之道
,

就必须像 《易传 》所说的
“

刚 自外来
,

而为主于内
,

动而



健
,

刚中而应
.

,

大亨以正
”

((( 象上传
飞

》 )
。

只有道德刚健文明
,

才能应乎天
、

行乎时
,

才能得天道之

大用
; 只有柔得尊位

,

大中而应
,

才能生大有
; 只有坚持刚健而中正

,

才能大行天下
。

《易传 》这些

道理不仅是安身立命的哲学
,

也是一种致富哲学
,

一种货币哲学
。

利在贞正
,

不贞正则妄
,

妄则
“
天命不 佑行泉哉 ! ”

这个天命不是别的
,

就是天道法则
。

法则是中正的
,

是不准人妄行的
。

你妄

行
,

它就要乡怔你
,

就要制裁你
。

即使你一时得意
,

如果不自觉
,

如果不能回到理性上来自己纠

正自己
,

那么
,

法则就要纠正你
,

制裁你 ! 因为你已经陷入了非理性
,

已经偏离了大中之道
。

法

则虽然看不见
、

摸不着
,

但它像无情的法官
,

像公正的上帝
,

像无形的纲纪
,

作为正义的力量来

纠正
、

制裁一切不正义的妄行
。

老子所说
“
天网恢恢

,

疏而不失
”
((( 老子 》第 73 章 )即指此也

。

即

使你可钻社会法律的空子
,

即使你可以逃过执法人员的眼睛
,

但如果你妄行
,

也最终要在商品

经济活动中跌交
、

摔筋头的
,

甚至遭到惨败的
。

手段的不合理性最终要导致目的不合理
,

目的不

合理性最终在于不合正理
,

在于不合天道法则
,

在于心有邪念
,

在于不能体验
、

领悟天道本体的

刚中而庸
、

大亨以正
`

。

这就是 《周易 》所说
“
匪正有青

,

不利有牧往
”
( 《无妄 ))) 的意粤

。

青即有病
,

即错误
,

即无德
。

一切妄行
,

一切过失
,

一切不正当的非理性行为
, 、

皆产生于此
。

小失于正
,

则有

过
,

已妄矣
;
若不改正

,

继续沿着不正的道路走
,

继续 采取非理性
,

则妄作凶矣
。

故曰
“
天命不

保
” ,

或曰
“
天命不佑行矣哉

” 。

自然
,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人放弃具体的目的工具合理性
,

并不是要人在管理企业时不精确

核算
、

精密筹划
、

精心经营
,

就像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或经营管理方式那样
。

孔

子曾说
: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居是邦也
,

事其大夫之贤者
,

友其士之仁者
”

((( 论语
·

卫灵

公 》 )
。

可知仁者不仅是指事其贤者
、

友其仁者
,

不仅是指尊重人才
、

尊重知识
,

而且还是包括
“
器

”

的工具合理性的内容
。

器
,

不仅是指工具
、

器皿
,

它包括一切形之者
,

包括一切事的
、

物的存

在形式
,

其中也包括组织形式与制度形式
。

大则宇宙万物
、

国家政权形式
,

小则衣物饮食
、

百姓

日用
,

凡一切形而成之者
,

都是器
,

都必须条理之
、

筹划之
、

组织之
、

运行之
,

然后才能发挥功能
,

产生妙用
,

才算善其事
、

利其器
,

才算具有目的工具合理性
。

然条理之
、

筹划之
、

组织之
、

运行之

就是道
,

就是理
,

就是所以成为器者
,

就是所以成为宇宙万物
、

百姓 日用者
。

这就是道不离器
、

器

不离道
、

器贯之以道的意思
。

因此
,

即是讲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

讲目的工具合理性
,

也是

不能离开恒宇宙
、

成万物的道的
。

宋代理学家张拭虽讲
“
形而上者之道托于器而后行

” ,

但同时

也讲
“
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

”
((( 南轩论语解 》卷 5) 的

。

这就是说
,

一切企业管理的深谋远

虑
、

精确核算
、

精密筹划
、

精心经营都是不能离开道的法则的
;
离开了这个法则的筹划

、

组织
、

运

行
,

就会陷入非理性
,

就会走邪道而陷入目的工具非理性
,

陷入道德价值悖谬
。

不管在现实生活

中
,

经济体制上
,

存在着多少不合理性
,

真正的企业家
,

是应该像孔老夫子所说的
“
无求生以害

仁
”
((( 论语

·

卫灵公 })) 的
。

只有至德之人
,

才能全心
; 只有全心之人

,

才能全身
; 只有全德

、

全心
、

全身
,

才能求生存
、

求发展
; 否则陷入不仁

,

以身试法
,

也就谈不上求生存
、

求发展了
。

这就是《大

学 》所说
“

仁者以财发身
,

不仁者以身发财
”
(第 10 章 ) 的道理

。

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说及的
,

那就是不能把商业的合理性
、

投机的合理性
、

技术的合理性

等等推广到社会关 系中去变为社会生活的合理性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品关系
、

物

质关系
、

技术关系
,

而还是一种文化关系
、

意义关系
、

伦理关系
、

道德关系
。

如果把商业活动中的

精心算计
、

精心策划以及投机
、

技术的合理性等等带入到社会生活 中来
,

你算计 我
,

我算计你
,

那么
,

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相互算计的关系了
,

那也就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可言了
。

故 《左传 》宣

公 14 年说
: “

怀必 贪
,

贪必谋人
。

谋人
,

人亦谋己
。

一国谋之
,

何以不亡 ?
”
国家社会为了完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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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具体的工作任务
,

配备组织各方面的人才
,

组成功能群体是可以的
,

也是应该的
。

但是
,

把整

个社会都变成计较个人得失的功能群体
、

利害群体
,

也就没有友谊可言了
。

一切以 目的工具为

合理性
,

就等于让整个社会为金钱
、

为贪欲相互争斗
、

相互计算
,

就等于把整个社会的私欲
、

恶
、

内心的黑势力
、

魔鬼统统地都放出来
,

如此
,

天下不出乱子才是怪事呢?! 言不必信
,

行不必果
,

一切以利害为准
,

一切以目的工具为合理性
,

及至把整个社会变为功能群体
、

利害群体
、

乡党称

弟
、

小人汹汹
,

皆为市井之人
,

皆为利害之徒
,

那么
,

也就无忠厚老实
、

高风亮节可言了
,

也就把

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冰冷的现金交易
、

权力交换之中了
。

果真如此
,

中国还谈什么君

子之国
、

礼义之邦呢 ?

·

单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

在宗教
、

哲学
、

艺术等深层精

神生活的价值实现中
,

更是行不通的
。

那不言的天地之大美
,

那不议的四时之明法
,

那不说的万

物之成理
,

那昭明的天 乡其德
,

那
“
皇极

”

的大中之道
,

那独立不改
、

周行不殆的天地之母
,

那至

神至妙
、 “

寂然不动
”

的无妄真体
,

那归乎无始
、

不累 于形迹的无极
.

那昊昊上天
、

皇皇上帝
、

无限

光明的神圣境界
,

那无形的大象
,

那希声的大音
,

那雷鸣般的寂静
,

那万籁俱寂的运作
,

那山韵
、

水韵
、

沙韵
、

风韵
,

那忘物
、

忘我
、

忘适
、

忘忘
,

等等
。

凡此都不是用 目的工 具合理性能解决的
,

不

是用技术合理性
、

科学合理性能解决的
,

不是用经验实在或逻辑性能解决的
。

因为它不是逻辑

形式
,

不是经验实在
,

不是功利目的
,

不是实体的物的存在
,

而是非逻辑
、

非经验实在的存在
,

是

超越一切功利 目的存在
,

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存在
,

是无始无终
、

与物俱化的存在
,

是抽象的法

则
,

是形而上的本体
,

是价值思维的肯定形式
,

是凭着理性的直觉所创造的至神至妙境界
。

对 于

这种存在
,

我们只能用心
、

用灵魂
、

用道德修养
、

用理性的直觉
,

去体验
,

去领悟
,

然后才能得之

为德
,

宜之为义
;
才能知道天地之大美在哪里

; 四时之明法在哪里
.

万物之成理在哪里
,

才能知

天乡其德
、

皇极之道
;
才能得天地之母

,

无妄之体
;
才能领悟天地精神

,

感知无限光明的神圣境

界
。

这一切都来源灵明之心
、

道德修养
。

中国古代先哲以及一切有道德修养的人们
,

正是凭着

这种灵明之心
、

道德修养获得天地精神
、

性命之理及伦理道德使命的
。

中国文化哲学所以深厚

博大
,

中华民族所以刚健文明
,

其原因也在这里
。

如果中华民族不能超越经验实在思考天乡其

德
、

大中之道
,

不能凌空而起思考天地精神
、

性命之理
,

只会思考物的实在
,

离开了物的实在再

也不会思考问题了
,

那也就不是一个深厚博大的民族
,

而是一个爬行的民族了
。

也许有的学者会说
,

谈价值合理性不必谈目的工具合理性
,

谈 目的工具合理性不必谈价值

合理性
,

二者是不同的价值领域
,

源于不同的理性之维
。

自然
,

物质世界的真理性
,

目的工具合

理性
,

不是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合理性
;
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真理性
.

也不能完全用物质世界的真

理性
、

目的工具合理性去实证
。

但是
,

这不等于说二者完全是割裂的
,

是彼此互不相关的
,

或者

说是两个互不关心的世界
。

不是的
。

这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
,

看一看当今世界价值与价值判断

的事实
,

就会明白
。

目的合理性
,

工具的合理性
,

技术的合理性
,

科学的合理性
,

投机的合理性
.

让转证券的合理性
,

交换的合理性一句话
,

物的实在或经验实在的合理
,

不仅渗透到了整个社

会生活的领域
,

而且铺天盖地而来
,

侵犯着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神圣殿堂
;
特别是物的实在

,

不仅

蒙蔽 了人们的眼睛
,

堵塞了人们的耳朵
,

而 且窒息了人们的灵魂
,

使他们看不见
、

听不着
、

感觉

不到一切非物质世界的真理性与价值存在
。

由于这些合理性被强调到 了天经地义的程度
.

强调

到了谁不承认
、

附和这种合理性
,

谁就是大逆不道
,

就是不近人情
,

以致于使它浩浩荡荡地向整

个社 会
、

整个精神领域进军
,

社会道德让位给 了物欲充斥
,

宗教
、

哲学的真理性让位给了物质世

界的实在性
,

艺术的美让位给
一

了感官刺激
、

色情场面
,

连光屁股
、

跳裸体舞也具有 了合理性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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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最真实的存在
。

谁不承认这种存在
,

谁不承认这种存在的合理性
,

谁就是虚伪— 这种

价值
、

价值判断上的咄咄逼人
,

已使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价值理性或价值合理性无路可走
。

老实

说
,

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真理性无意取代物质世界的真理性
,

无意取代科学合理性
、

技术合理性
,

因此价值合理性也无意取代目的工具合理性
。

然而
,

物质世界的真理性
、

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

及 目的工具合理性等等
,

却一点也不谦虚
,

一点也无自知之明
,

堂而皇之地侵入了一切领域
,

占

领了一切领域
,

取代了一切价值合理性
,

取代了整个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真理性
,

使整个社会陷

入了物欲
,

陷入了浅薄的物质文明
。

至此还说什么各谈各自的合理性与真理性呢 ? 还怎么使宗

教
、

哲学
、

艺术的价值理性能对科学
、

技术
、

目的
、

工具合理性表示冷寞和不关心呢 ?这种发展是

整个宗教
、

哲学
、

艺术的悲剧
,

也是时代文化哲学的悲剧 ! 一切非物质世界的真理性都被推翻

了
,

一切神圣的殿堂都被砧污了 ! 至此
,

又怎么能不使宗教
、

哲学
、

艺术家为最高的价值合理性

与真理性而斗争呢 ? 只有思考这种合理性与真理性
,

只有获得大中之道
、

性命之理
,

人的思维
、

存在
、

追求才有价值合理性
,

目的工具性行为才有真正的合理性
。

因为大中之道
、

性命之理是齐

天地
、

一万物的存在
。

是
“

得其环中
、

以应无穷
’ ,

的有在
,

是最高
、

最普遍的法则
,

是纯粹无妄的真

理
。

它不仅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理性
、

目的工具合理性
,

而且涵盖了这种真理性与合理性
,

并且向

下落实
,

表现为整个物质世界的真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
。

它是价值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

是价

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
,

是信仰
、

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
。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几千年
,

就在于得此统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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