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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的政治呈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本性初论

叶方兴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生存

状态，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克服精神危机、营造人的精神家园、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等为基本

方式，必然关涉人的生存本性、在世方式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等基本的生存论命题。“以政治观

之”是思想政治教育把握精神世界的独特视角，它不仅展现出人的精神生活应有的“共”、“公”、

“治”等多维内涵，也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条理化、秩序化、境界提升提供担保。由此，思想政治

教育以政治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帮助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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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以及理论研究亟待

攻克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难题，这其中就包括思

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理解。以专业化与社会化互动

为视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遭遇的诸多难

题都可以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理解研究的乏

力寻求根源。作为指向人的精神领域的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它体现或者表

达人的存在方式，既与个体的精神生命成长相涉，

又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成为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

有效对接的重要纽带。本文将从生存论的视角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本性作出考察，并认为：思想政

治教育是一项关乎人生在世的生存实践活动，对之

研究应该将其视为一个生存论命题。精神世界是思

想政治教育关注的人之“世”，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

本体，以政治的方式“在”世，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

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帮助人们在政治共同体

中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一、精神世界与人的存在

存在论关涉人生在世的重大问题，内蕴了人的

存在，表达人独有的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在日

常用语中，‘存在’包含‘有’、‘生存’等义，并涵盖

‘实在世界’与‘观念世界’等等”，“存在首先与人之

在相联系”。[1]人生在世需要处理两个根本问题：在

什么样的“世”以及如何“在”世。就前者而言，“世”

是个体生存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立足的生存背

景。作为背景性、支撑性的外部条件，“世”构成

人之生存的前提，为人之“在”提供担保；就后者来

说，存在论致力于揭示人生在世的具体方式。对

“如何在世”的追问，既离不开对所在之“世”的依

赖，体现“世”对“在”的制约作用，又以追求人的终

极意义与生活理想为价值导向，由此体现出人作为

精神性存在的超越性品格。

由此，对“人生在世”的存在论命题的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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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人是精神性的存在，

这也是人之所以崇高的根由。不管人在世的状态如

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世，人都会构建出庞大

的精神世界，不得不过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也成为

人类的普遍现象，人以对存在价值、生存意义的追

问和反思体现自己的超越性、理想性品质。“动物

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只是按照

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人正是

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

造丰富多彩的社会世界，并深层次展现出对人生意

义的追问。黑格尔一再重申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

“只有人才超越感受的个别性而提高到了思想的普

遍性，提高到了关于自己本身的知，提高到了对它

的主体性、它的自我的把握，——一句话，只有人

才是思维着的精神”。[4]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能够

追问人生意义、反思生活理想，思考如何过上良善

的精神生活，由此展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崇高性。

就现实性来说，作为观念形式的精神世界，往

往以精神生活为具体的生活形态。一般而言，精神

生活是精神世界现实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究其

精神生活的目标而言，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建

构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不仅是精神世界现实化

的形态，也是人所在之“世”的重要构成。就人所在

之“世”（即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构成而言，大致

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

生活。物质生活解决人的基本物质生存问题；社会

生活以人的社会交往，与他人的共在为基本表现形

式，解决人的社会性需求；精神生活指向人的观念

领域，表达人对于外部世界、人的生存在世的体验

性、感受性，主要解决人的意义问题。作为人的整

体生活的重要构成，以形而上学层次（终极关怀）、

伦理道德层次（道德感和伦理需要）以及审美层次[5]

为内容，精神生活自身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统一性。

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反映

人的现实生活，表达人的现实需求，但同时又体现

人的意义需求、精神品质和人性境界。它不仅决定

了人的生活系统的整体水准，而且体现了人类生活

应有的价值向度和超越性、理想性品格。以良善的

精神生活为现实指向，人存在的意义得到更为深沉

的揭示。“人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寻自身之‘在’

的意义；既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义，

又通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样的意义，就此而

言，似乎可以将人视为以意义为指向的存在。”[6]在

关注存在意义的精神生活中，人通过意志、情感、

理性等精神形式构造出自己的意义世界，同时也表

达了人们克服当下、不断变革自我的精神力量。

就人的生活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而言，人的

存在的系统性、整体性与统一性决定了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者应相互协调、统一。精神

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但精神生活的

需求不能还原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植根于现实生

活土壤之中，没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作为基础，

精神生活将失去现实的社会基础，容易落入空泛、

抽象；只有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缺少丰富的精

神生活，人的生活难免单一、无趣，人的精神家园

也会贫瘠不堪，人的精神品质永远不可能得到提

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最终难以实现。可以说，

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中，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为人

类生存提供物质前提和社会场景，而精神生活构成

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之源，就此而言，精神生活不仅

不可或缺，成为人所在之“世”的重要内容，而且因

其崇高性、卓越性彰显人所在之“世”的独特性。

二、精神世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

人以其观念形式构建出的观念领域是精神世界

的表现形态，以意义为核心的精神之域是人性的重

要体现，不过，精神世界依旧停留于主观之域（凝

于内），但往往会以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以

外化（显于外）。精神世界的客观化、现实化需要通

过各种观念性的社会实践方式，这其中以政治的方

式实现精神世界的外化便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尽管

就现实的表现形态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各种

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但究其特征而言，旨在改变

人的政治价值观念、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

界相比，精神世界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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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精神世界呈现于人的主观领域，指向人

的观念世界。精神世界不是可感觉、可触摸的客观

实体，而是整体性、系统化的生命状态。精神世界

指向人的真实的、整体性存在，展现人的丰富多

彩、灵动的生命气息。它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指向人的观念、意识领域。精神表现为理念的外化

及其现实活动，精神世界的界域大抵相当于波普尔

在《客观知识》中论及的“世界2”和“世界3”：“第一，

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

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

三，思想客观内容的世界。”[7]当然，波普尔在此尤

为强调历史文化创造在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世

界3”不过是精神世界的外显形式，究其本质而言，

依旧是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所有内在的精神品质的

指认。由此，精神世界呈现出主观性、意识性的品

格，从而有别于外在化、实体化的存在状态。

与西方人借助于语言、逻辑等方式的知识论路

向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精神世界所呈现的内在

生命状态往往借助于生命感受的方式。对精神世

界的把握，不像物质世界、社会世界那般可以直接

触摸、使用或者经验，而是借助于人内在感受、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一体”、

“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取消了人的精神之域和外

部世界的诸多连接方式。精神世界离不开人的体悟

感受。可以说，精神世界所呈现出的意识状态就是

人之存在的生命状态，以感同身受、切身体验为把

握方式，精神世界更为深沉地表达了与人的生命同

在的生存论品格。

第二，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是价值原则与价值

理想。对精神世界的把握存在形式与实质之维：就

形式而言，人借助语言、逻辑、交往、社会程序或

建制等外在中介把握人的精神之域；就内容而言，

精神世界与人们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密切相关。“精

神这个词应被看作是在人的生存状态下为人提供某

种基础性的东西，如在宇宙中寻找人的同一性；寻

找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寻找人为什么活着的价值”，[8]

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深层次、实质性地指向了价值

原则和价值理想，“作为意义世界中的存在，其呈现

却难以离开人的价值观念”，[9]精神世界的核心体现

为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本

性是自由，“精神的实体是自由，就是说，对于他

物的不依赖性，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精神是自

为存在着的、以自己本身为对象的实现了的概念。

精神的真理和自由就在于这个在它里面存在着的概

念和客观性的统一”。[10]这样，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运

动表现为追求自由的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过程，

精神内在地指向自由的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精神世界又可以视为价值

形态的世界，即“由价值作为其中要素所构成的体

系，就是价值形态世界，价值形态世界是‘具有特

殊关系和联系的特有对象区域’；价值形态世界离

不开人创造价值的活动，但又完全独立于任何一个

具体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对于创造价值的个体经

验来说是先天的”。[11]以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为内

容，价值形态世界构成精神世界的深层次表达，体

现人独有的意义性与超越性。这其中，既包括人在

现实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各种价值标准，又包括人

在克服生存困境中产生的对存在意义的期望。前者

以具体性、现实性的原则、规范、标准等形式保证

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和良性发展，后者

则体现为人以独有的意志、觉悟、坚持、期待、愿

景等元素表达理想性的追求。

第三，精神世界虽属人的观念之域，但又具有

现实性的品格。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并非隔绝开来

的，而是以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

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了相互渗入、相互转化。

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赋予精神世界以现实性的力

量，“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

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

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

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

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

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

到合理的解决。”[12]精神世界借助于各种形式的社会

实践活动，不断显现、外化、客观化，由观念力量

转换为现实力量。在此，原先属于主观之域的“我

欲”、“我思”通过“我做”实现了“我得”。

就内容而言，精神世界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



50
思想理论教育 2018.10
思想教育研究

像，是观念化的现实世界，以社会的价值原则与

价值理想为核心，反映人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的生存

状况。可以说，精神世界以现实生活为土壤。精神

世界以观念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

需求。即便看似荒诞的精神世界表达，也都表达着

某种现实性，或多或少地与某种现实状况发生某种

联系，绝对的、空想的、玄幻的精神世界是不存在

的。此外，就精神世界的主体形态而言，现实的主

体形态也赋予精神世界具体性的品格。诸如“谁之

精神世界”、“何种精神世界”、“如何表达精神世界”

等种种追问必然将精神世界由抽象引向现实。就现

实形态来说，没有空泛的、抽象的精神世界，有的

只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与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四，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尽

管精神世界属于主观之域，但却呈现为相对稳定、

系统化的结构。从形式角度说，精神结构离不开人

的逻辑思维、批判意识、情感状态等；从内容角度

说，精神结构体现价值系统的内化，表达人在现实

生活的价值需要与理想追求。“精神本体既有形式的

结构，又以真善美的实质内容为具体形态；心理与

逻辑、形式与实质在精神本体中展示了内在的统一

性。作为有内容的形式和有形式的内容，精神本体

既区别于纯粹的先验范畴，也不同于单纯的经验意

识。”[13]一般来说，人的精神世界渗入心理、意志、情

感、理性等各要素，是诸要素互相交织、共同构成

的内在结构。精神世界的结构化与人的存在的整体

性密不可分。作为整体性、系统化的存在物，人的

意识、情感、意志等诸多精神形式能有效统合起来，

进而形成健全的、结构化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

结构性内在地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克服

了观念领域的单向度化乃至人的存在的单向度化。

精神世界与人的存在内在关联，并在人的生活

系统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中，人

的精神世界需要处理好四个根本问题：（1）秩序问

题。这是所有人生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

国人常说的“安身立命”命题中，“安”和“立”要表

达想法、思路、精神状态具有条理化、秩序感，由

此，保证了“人生在世”的稳定性、持续性。精神世

界的秩序化才能解决人们的“心安”，克服精神世界

可能出现的混乱、失序。（2）适应问题。也即精神

世界如何有效地与外部世界互动，物质生活、社会

生活、精神生活三种不同生活形态之间如何处于同

步、协调的状态。精神世界必须反映现实世界，契

合人的现实的、真实的存在状态，特别是在社会大

变革时期，精神世界、物质生活、社会世界之间的

适应性更加紧迫。一旦精神世界的适应性出现问题

就会造成精神世界不能反映、表达甚至引领社会生

活，而社会生活又无法为精神世界注入鲜活、生

动的时代元素。（3）引领问题。就精神世界与社会

世界的关系而言，两者在保持适应性的同时，也

需要发挥精神世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引领、批判功

能。以合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价值

理想为尺度，精神世界以规范性、理想性的价值诉

求，发挥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功能。这也是精神世

界灵动性、能动性的体现。（4）发展问题。这是精神

境界的问题，人的精神世界不仅要井井有条、适应

外部环境，而且存在发展的问题，即人需要不断地

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更为深沉地体现人对存在意

义的省思。“以存在意义的自我反思为视域，境界或

精神世界的核心，集中体现于理想、追求和使命的

意识。”[14]如果说精神世界的适应问题为精神世界的

多样性、现实性提供担保，那么，精神世界的发展

问题则反映了崇高的人性境界和卓越的人性品质。

作为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

展现为精神之域的调整、反思、引导等观念性的实

践活动，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的密切关

联。人之生存是精神世界的本体，人以整体性的面

目存在于世，由此决定了人的世界必定系统化、全

景化，精神世界是其中的重要一隅。在“人生在世”

的生存论追问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安身立命提

供了重要担保，不仅展现了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命状

态，而且有效防止精神的失序、困顿和危机，同时

也确证人作为精神性动物的本体论事实。此外，精

神世界也展现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思想政

治教育借助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化过程，并借助具

体的生存情景和现实条件，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现实

力量，由此扬弃了精神世界封闭化可能造成的空

泛、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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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政治观之：思想政治教育把握

精神世界的视角

精神世界作为人的重要观念现象，始终是人文

社会科学的重要论题。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并非思想

政治教育的“专利”，其他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也指向

人的精神。比如，宗教关涉人的信仰，自然也关怀

人的精神世界，但宗教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更多

带有个体体验化、神秘化的倾向；哲学作为“时代

精神的精华”，也触及人的精神生活，但哲学“超越

知识的界限，以智慧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并在形

式上体现为“以理论思维的方式”，“通过概念的运

用而实现的”。[15]与两者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

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方式在于“以政治观之”，即从政

治角度把握人的精神世界。

在此，对“政治”的理解尤为重要。过去人们容

易把政治与独裁者、权力斗争、阶级压迫等联系在

一起。尤其是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帝制以及特殊的

“文革”时期，人们容易谈政治色变。实际上，政治

并非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政治与人的关系密切相

关，政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加

藤节曾以“政治作为一种觉悟”[16]表明政治与人的不

可分离性，告诫人们要意识到政治之于人的存在的

特殊关系。事实上，当人们意识到我们以共同体的

方式实现人类目的的时候，政治就已经开启。谈论

政治就是谈论“我们共同的生活”。史陶森伯格说：

“如果有人意识到今天的实践不是通过单一个人而

是通过共同体社会完成的，那么哲学也就成了政治

哲学。”[17]也就是说，政治始终与共同体密不可分，

始终关联着“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个本源性的话题。

基于对“政治”的这种理解，“以政治观之”颇有中国

文化“以类观之”[18]的特点。“类”指向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群”，类与群相通，既表达人的存在形式，也

体现人的社会能力（“能群”、“善群”）。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把握精神世界的方式，“以政治观之”体现为

以“共”（共同体）、“公”（公共性）、“治”（治理）

的视角，帮助人们在共同体之中过上良善的精神生

活。具体来说：

第一，“以政治观之”即以“我们”观之，反映思

想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的共在视角。当我们“以

政治观之”，寻求以政治的方式来把握精神世界、

过精神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在共同体的立场，

采取共在的、非个体化的视角。这个层面对精神世

界的观照，已经扬弃了个人的任性、自利、偏执。

身处现代性的人常常以“我不在乎”的方式表达自己

的个性意识，然而，“以政治观之”要求上升到政治

层面站在共同体的视角，以人之共在的角度审视自

我、他人及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

就不再是纯粹个体性的事情，而是从人的共在形式

出发，思考人类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过上良善的精

神生活。

第二，“以政治观之”即以“共同生活”观之，反

映思想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的意义向度。政治内

蕴的价值向度指向了我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人无

法脱离其他人而单纯存在，人们共享的精神生活往

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人生在世”的存

在论追问中，以政治的方式思考精神之“世”聚焦人

们共同的生活理想、精神家园，也反映了人以“政

治而在”的生存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

教育不仅是以政治的方式过精神生活，也是以精神

方式体现我们共同的政治生活。对共同精神生活的

追求，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性的价值之维。以

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为内容以及以政治价值观为表

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共同精神生活既体

现了公共性的视角，也以第一人称“我们”思考良善

的精神生活。这个意义上的“以政治观之”从生活理

想所要求的公共善的角度思考人（包括群体和个体）

的精神世界。

第三，“以政治观之”即以“治”观之，反映思想

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之“治”的动态视角。这个意

义上的“政治”作动词来解，政治之“治”反映了人们

对政治、社会公共事务的实践运作。“以政治观之”

即是表明从社会政治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视角思考和

解决问题，侧重于对各项事务的具体管理、疏导、

统筹、安排等具体实践过程。就此而言，思想政治

教育对精神世界的“以政治观之”所要“治”的是人的

精神世界。以精神世界的安顿有序、危机化解、价



52
思想理论教育 2018.10
思想教育研究

值引导、境界提升等基本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旨在

化解精神难题，提升人们的精神品质，帮助人们构

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从人之共在（“共”）、共

同生活的理想（“公”）、公共事务的调节（“治”）的

视角思考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

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以政治观之”不仅展现

出人的精神世界应有的“共”、“公”、“治”等多维内

涵，也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条理化、秩序化、境界提

升提供担保。就性质而言，“以政治观之”不仅体现

为一种认知与价值取向，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取向。

精神世界的现实性意味着精神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方

式“下坠”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化精神世界为现实力

量。进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思索人

类如何以政治的方式过上良善的精神生活。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实践趋

向，“以政治观之”意味着不仅将政治的思维方式，

而且将政治的实践原则、要求融入精神世界现实

化的重要环节。在此，政治共同体是人的精神生活

依存的现实背景，它构成精神世界外化、现实化的

社会“寓所”，明确的价值目标是人以政治的方式开

展精神生活的观念基础，“以政治观之”就是要站在

共同体立场追求公共善，塑造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共

识，表达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价值需求，为

精神世界的稳固性、合法性提供担保。从内容上

看，以政治的方式开展精神生活需要反映人们在政

治共同体中多样化的具体需要。以多样化的社会实

践（特别是政治实践活动）为作用方式，精神生活的

现实性、社会性品格离不开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现实

需求的满足。这个过程需要进入人们的观念世界，

反映、表达人们的所思所想，从基本的物质资料需

要，到现实的生存困境，乃至人生意义关怀、精神

境界提升，必须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关切紧

密勾连。

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反映人在政

治共同体中生存的精神状况，表达人在政治共同体

中生活所需要的精神需求，调节人在政治共同体中

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精神形式（态度、意志、信仰、

情感、理性、价值、信仰等）。思想政治教育以政

治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构建良善的精神生

活。精神现象的整体性、能动性、生成性将赋予思

想政治教育以“大气”、开放、实践性的品格，从而

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超越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识形态教化的简单认定。更为重要的是，以精神世

界为本体、“以政治观之”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

将立足人的整体性、现实性、实践性的存在本性，

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面目。

参考文献：

[1]杨国荣.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8.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273-274，273.

[4][10][德]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17，17.

[5]何中华.关注人的精神世界[J].前线，2002(3).

[6][9][13][14]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

界的生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

180，28-37，193.

[7][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

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4.

[8]National Curriculum Council. Spiritu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Paper[Z]. York: 

NCC, 1993：10.

[11]陈新汉 .论价值形态世界[J].江汉论坛，

2015(11).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9：504、501.

[15]杨国荣.哲学之思：进路与境域[J].杭州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6][日]加藤节.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3：3.

[17][德]尤根·史陶森伯格.“让每一个人都必然

感兴趣的事物”——康德关于哲学的世界概念[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1).

[18]杨国荣 .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

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J].中

国社会科学，2014(3).


