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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前言

自序：用什么检验人类的实践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
考验。这篇文章显然抢占了一个时代的理论制高点，它使后来的改革实践有了理论赋予的合法性。你
说你握有真理，你的真理经过实践检验了么？经过实践检验，如果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那么，你握有的可能不是真理，而是谎言。这篇理论文章，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重视实践
、重视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时代。从邓小平时代的“摸石头过河”，到现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我们看到，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是一个重视实践与发展的思维，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通过实践，我
们检验出了怎样的真理？理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科学。而政治，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政治的最高价
值追求是正义。这样的常识，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就已成为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这句话有点亚里士多德的味道。亚里士多德重视科学理性，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致力于构想理想
国，而是普遍考察各国政治模式，通过广泛的考察与分析研究，来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道德价
值。中国改革前三十年，是一个理想国的形态，用理想的模式来构建国家，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却
是一个只讲实践而不讲理论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回避了一些理论问题，专注于经济发
展的实践。这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有其实用意义，但一旦这样的实用理性成为威权口径，理论资源就会
枯竭匮乏，社会就会在实用主义的层面沦为庸俗的权力利己主义。那么，1978年的话题，仍然要继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理论价值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要经得
起实践的检验。那么，我们用什么来验视实践？用真理吗？不，不能用真理来检验实践，人类的实践
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价值”。检验实践的标准应该用价值标准。你的实践是不是有意义，必须
要进行价值判断。一个农民或工人生产的产品对他人是不是有意义，必须在市场上通过销售获得承认
；国家的政治追求，与政治主导的社会实践是不是有意义，必须用普世价值来检验。生产者不能用自
己设计的度量衡来衡量产品，而应该用共同认同的度量衡，这是经济常识，而普世价值标准，则是社
会常识。问题又来了，用什么价值标准来检验人类的社会实践？如果说三十年前，人们面对的是真理
与实践这样的主题，那么，三十年后，人们面对的是“实践与价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好
在2008年形成一个热点，与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正好相距三十年。二价值问题为什么开始让中国理
论界纠结？因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狭义价值论，造成了学界诸多误解。狭义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了
价值，并由此引出剩余价值理论来。劳动，劳动人民在马克思理论体系里，具有神圣意义，通过劳动
创造价值，引论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广义的价值理论呢？回到人类价
值的原点，我们会发现，价值是需要产生的，而非仅仅由人类劳动创造。人力之上，还有自然力；体
力之外，还有思想力、情感力；资本价值之中，还有管理价值、风险价值与创业价值等等。为什么价
值是人类的需要产生的呢？人类需要阳光、水、空气、土地，那么，这些对象或元素，就是人类的元
价值，只要这些价值一稀缺，人类就会为此进行争夺，甚至引发战争，所以人类最初的战争，是生存
价值争夺战。人类不仅要通过争夺土地与征服人口，来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还通过战争，来获得某
种荣誉；人类的生存需要或生存意志之上，又有了政治权力意志，就是做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通过征
服使敌人臣服，由此强大自己，并使自己获得安全感或荣誉感。在生存层次上，人类与动物一样，追
求一样的价值，空间、土地、食物，所以人类与动物在某些领域，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从价值即需要
这一命题出发，我们甚至说，植物也有价值追求，一株藤蔓，顽强地生长，永远倾向于阳光与水分充
足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价值追求。对生命有价值，生命体会本能地对其产生倾向性追求。从“价值即
需要”这样的命题出发，我们会发现，没有需要，即没有价值；越多的人需要，越产生大的价值；有
限的价值，有限传播；无限的价值，无限传播。劳动实现价值转换或增值。人类依靠体力简单劳动的
时代，体力劳动在创造价值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后工业时代与电子信息化时代，发明创造
与管理、协调、利用等，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第一价值时代，是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所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价值由王者控制，体现社会丛林状态的基本特征。
人类社会仍然遵从丛林自然规则，强者为王，一旦为王，形成基于暴力的政治集团，暴力能够控制的
土地与人民，均归属于王者。人类第二价值时代，开始重视资本与市场的价值，因为机器生产可以创
造大量的产品，通过产品获得利益，做大做强资本帝国。贯穿第一价值时代与第二价值时代的，是殖
民地方式，它不是征服性地占领异国的土地与人民，而是既有征服性，又重视其市场扩张与资源占有
与生产。东方国家以中华帝国为代表，西方国家以大英帝国为代表，北方国家以俄罗斯帝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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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东方国家一直不重视资本与市场，所以，在人类开始进入第二价值时代的时候，中国遭受重创，中国
的国门是被资本与市场的力量撞开的。所谓国家的耻辱，本质上是朝廷的耻辱，因为他们不懂得新价
值时代的到来，以为守住自己的国土与臣民就无所不有，但最终崩溃。大清与西方的冲突，并不是争
夺国土，而是基于资本与市场的冲突，可以说是价值冲突，但价值冲突之时，西方帝国凭借船坚炮利
，在冲突中获得胜利。在这个时间段，东方小国日本也遭到同样的冲击，但日本很快遵守新的世界价
值规则，很快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人类第一价值时代，以征服土地与人民为主要对象，这个时代伴
随着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并延续到工业文明时代。二战结束，意味着国家殖民地方式宣告结束，同
时确立了联合国作为国家间协调组织成立，人类在国家间正义、人权、资本市场三个领域，出现革命
性的进步。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并加入世界经济共同体
，人类社会在实现艰难的转型，开始形成共同价值体系，就是尊重资本与市场规则。同时，中国在人
权领域也开始展开国际间的对话，倡导以人为本，人权问题不再是禁忌话题。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的
幸福是国家价值的核心，而同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思想穿
越两千年，形成人权高于政权这样的理念，仍然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证实、实践，以形成福
祉于人类的理念。三人类的第三价值时代，是文化时代，是信息时代，文化与信息均具有共享性，这
个时代也是价值主义时代。价值主义时代，尊重人类共同价值者得民心，也得市场。人类的共同价值
决定人类的幸福，国家间不再以争夺土地与征服人民为目标，资本与市场也不能以牺牲人权与环境获
得发展，而是以人为目的，以所有人为目的，因此，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财富与资源、文化成果与信
息，越来越多地被共享。国家不再以财富与强大赢得世界的尊重，福利化国家、民主自由宪政国家、
人民幸福感较强的国家更多地获得尊重。二战后超级大国恃强斗狠以满足政治虚荣的时代结束了，国
际与各国政治都在回归常识与生活本身，政治不再成为绑架人民意志的异化力量，而成为服务与保障
的力量。因为人类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文化与信息领域也逐渐一体化，人类的
政治生活必然开始向一体化发展，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人与动物植物都有共同的价值
对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类别，也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当然有共同价值对象，这些价值由生活伦理上
升到政治伦理，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爱、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环境保护等等。价值由物
质对象，上升到抽象理念，因为这些理念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状态。价值主义认为，人类的历
史是追求价值、选择价值、认同践行价值的历史，人类的幸福与正确的价值选择有关，而价值选择以
制度或模式符合人性为目的，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会有怎样的历史结果。真理的概念已淡出人们
的视线，在一个没有真正开放的社会里，人们需要更多的是揭示真相，以及回归常识。人们通过历史
与现实的真相认识真正的历史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同时，社会的出发点是追求普众的幸福，终
极追求也是普众的幸福。社会与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交互作用，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而
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也在决定着社会状况与发展进程。如同营养元素决定了食物的质量，价值元素
决定着人的生活生命品质。社会是由价值来维系的，没有价值追求的社会，只能是丛林社会或潜规则
盛行的社会。当人们谈到经济与国际接轨之时，其实是市场领域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共识，通过市场
贸易，来完成物质价值或精神产品的交流与互换。人类在文化与精神领域，是不是也应该有价值共识
？回答是肯定的。西方人能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中国人能欣赏古希腊雕塑之美，这就是人类在
美学价值上的共识。而精神理念上的价值共识也一样，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仁慈、宽容等等，
社会伦理或政治伦理领域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正是这些价值的实现，决定了个人或整个
人类的幸福。无论是和谐还是发展，无论是稳定还是特色，目标都是人类的幸福。人类要幸福，就必
须保障每一个人的公民合法权益，就必然以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或前提。如果没有价值追求，而只
有稳定、和谐、幸福追求，那就是缘木求鱼。所以，文化启蒙，在当代中国应该是价值启蒙，以达成
价值共识。人们需要的不再是追求真理或实践真理，而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真相，使每一个人回到常
识，回归到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文化美学的常识。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那么，
价值，是检验实践的标准。你的实践是不是有人类学的意义，就看它是不是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
。201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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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内容概要

《我们要往何处去:价值主义与人文关怀》是被誉为“时政博王”、“学术直尺”的吴祚来的最新一部
文集，收录各类文章近五十篇，涉及价值关怀、文化追求、网络规范、文明传承、经典解析、外国经
验等相当广阔的内容。这些文章看似散乱，实则都紧紧围绕着“自由、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书中
汇集了作为中国思想“解冻者”的吴祚来对于制度、秩序、传统、灵魂的思考与探究，蕴涵着价值主
义与人文精神的哲思。而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则是
作者深切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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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作者简介

吴祚来，生于1963年，安徽怀宁人，著名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
文艺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中华文化促
进会理事、特约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已出版专著《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
艺术观照》、《通向公民社会的梯子》、《幸福是软道理》等；主编《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阅
读奥林匹克》等丛书；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大出版系列《数字—影像：中国改革开
放三十年》（主笔之一）；另著有儿童读物《写给自己孩子的新寓言》（中国卷、外国卷）、《孔子
学堂》、《老子学堂》、《庄子学堂》、《孟子学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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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书籍目录

自序：用什么检验人类的实践 001第一辑 政治文明与价值追求 001政治永远超越不了人性 002精神追求
能不能取代价值追求？ 007两会提案（议案）是国家政治文化重要资源 015有没有20版的喉舌？ 018谁
来拯救中国的乡村？ 021积极应对香港、台湾的政治态势 027谁的农村？谁的土地？ 033重申国家与执
政者的价值追求 037第二辑 转型时代的文化追求 043这是一个没有文化耐心的时代 044“快”出来的社
会是危险的 052区域文化如何转型？ 055“围观春晚”的文化生态意义 061无良逻辑导致道德危机 064始
于父亲，终于母亲 067从向日葵到葵花籽 076打工者们需要怎样的春晚？ 084对学雷锋的几句提醒 086文
化在民，文化主体应在民间社会 088第三辑 网络与社会文化生态 091网络文化倒灌与网络有害信息 092
发展网络文化与国家文化战略 097视频网站，自由、自律与文化自觉 106网络版权纠纷岂能无解 109网
络时代的文化艺术 116第四辑 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明 131信仰与文化自信 132过大年与传统文化的纠
结 137场面美学与祭祀文明 141传统文化中信仰与思想的缺失 143中国艺术的自然精神（天道） 148中国
艺术的伦理精神（人伦） 157价值主义：从天下时代到全球化时代 163第五辑 经典通过复述体现价值
193《红楼梦》的文本分析 194石头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 205文艺复述：从《西游记》到《红楼梦》 213
先叩《西游记》，再问《红楼梦》 223《西游记》：中国的《神曲》 232无人去问吴承恩，大家都读《
西游记》 242孟子讲演二篇 251第六辑 域外之石可以为镜鉴 257偷窥者书写真历史 258贫民富翁：关于
印度的黑色童话 266推荐孩子去看电影《战马》的一封信 269电影《2012》与政治伦理 272日本的文化
外交 276对“印度价值”的一些思考 282印度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294印度是一个极端、一种极致 3031762
：到巴黎去上访 312用真相与和解换取未来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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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编辑推荐

《我们要往何处去:价值主义与人文关怀》编辑推荐：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
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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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精彩短评

1、语气不友好
2、小家之言，小里小气
3、被封博的作者，肯定是其言论的内容有过于牛逼之处。客观事实证明，果不其然。
4、当代吴文彩一例。空有一番胆量和态度，可惜文笔太生硬，难产生影响。
5、全书共分为六辑，个人对第一辑比较感兴趣，第三辑观点比较落后，大概是文章写的比较早的原
因，不该编进来 丨第三本丨作者说，实践检验真理，而价值标准检验实践
6、笔力有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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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

章节试读

1、《我们要往何处去》的笔记-第15页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向媒体透露，“我有个提案做了一年，但这次还提不出来
。”因为通过一年的调研，跑了很多家医院，包括以患者名义暗访，才发现现实情况远不止这么简单
。媒体评论说，崔永元的认真态度，让一些提交“雷人提案”的委员汗颜。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执政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议案提案会直接转交到有关政府部门，
由政府部门回应，或落实，或说明情况。人民网的“人大新闻网”曾刊发署名文章《为何人大代表建
议不如政协委员提案的质量？》，分析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存在的不足。如将多件事情放在一个议案
中提交，这样难以转交相关部门回应；代表议案（建议）有的深度不够，有的标题与内容不符，内容
不具体、明确；同一内容的问题被不同代表团的代表作为议案或建议提出也不鲜见，委员提案则一般
没有相同的；个别代表对法律程序不够了解。这些问题说明，代表委员撰写议案提案，需要通过认真
深入的调研，不断提高议案提案的质量。
　　撰写议案提案是一门学问，职能部门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该联合编写相关教材，对新当选的代
表委员进行培训，并将优秀的议案提案汇编成册，发到新当选代表委员手中，作为他们撰写议案提案
的参考。人大、政协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或委托科研机构、院校，对每年的议案提案进行专
题研究，发现议案提案关注的问题，研究相关政府部门的回应与处理，通过科学评估，来评估政府部
门的办复工作，并通过人大、政协网站予以公开。
　　笔者建议，学界应开展对两会议案提案的学术性研究。一是对两会议案提案进行数据分析，看看
两会代表委员们每年的议案提案关注了哪些问题，问题提出的针对性、调研数据的详实程度、可行性
如何。二是分析各部门回复的准确性，是在回避问题，还是在努力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两会议案提
案如何公布，如何通过知识类网站或政府网站建立数据库，使网民与代表委员都能共享这些资源，并
避免议案提案的重复，或对有关部门办复提案议案不力进行问责。代表委员应该对政府办复议案提案
的情况进行等级评定，对一些搪塞性的回复予以公开批评，责成有关部门重新答复，并提交解决时间
表或对策。
　　通过两会，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参政议政的内容逐渐开放，许多代表团的会议都对中外媒体开放，
代表们的发言也会成为媒体新闻。现在，我们希望看到推动两会进一步开放，充分利用两会的政治文
化资源，提升国家政治文明水平。其一，人大与政协不仅通过自己的网站，征集公民的建议与提案，
还应该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自己的信箱，公开接收议案与提案，通过自己的修改与交流，符合
质量的，通过代表委员提交，提交时注原作者姓名。其二，代表委员应开通自己个人博客与微博客，
与网民交流，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民意，以收获更多的社会信息，增进对社会的广泛了解。其三，代表
委员的议案提案应该像研究生毕业论文那样，成为社会公共政治文化资源，通过政府网站与学术网络
予以公开，这样的资源对代表委员有意义，对政府工作有督促，对研究人员是研究资源，对公众则是
一种宝贵的公民教育资源。
　　当然，代表委员撰写议案提案，与专业人员撰写论文或创作文艺作品不同，议案提案不完全要求
是个人原创，甚至没有作品版权。因为代表委员要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情感与思想，而是广泛的民意与
社会关切的问题，用意在促进社会进步，推动政府改进工作、转变职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要通过严肃的调研，应有充分的数据支持，最好代表委员能像
崔永元委员那样，不仅做调研，还要亲身去体验相关机构的服务，以发现问题，指出问题，提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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